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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柳 胡 颓 子 茎 尖．组 织 培 养 的 研 究 

王 蕾 ，李 东 升。，顾 德 峰 

(1．吉林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8；2．德惠市农业开发总公司，吉林 德惠 130300) 

摘 要：以银柳胡颓子(Elaeagnus angustifolia I )茎尖为外植体，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 

同比例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了离体培养。结果表明，茎尖初代培养基最佳组合为：1／2 MS+ 

BA 3．o mg／I +IAA0．01 rag／I +蔗糖2O g／L+琼脂 lO g／L；芽继代增殖的最适培养基为：MS+ 

KT 1．0 rng／L+蔗糖2O g／I +琼脂 7．5 g／L；无根 苗转移到 1／2 MS+N从 0．1 mg／L+蔗糖 

2O g／L+琼脂7．5 g／L的培养基上，生根率达 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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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柳胡颓子(Elaeagnus angusti．foz I )属胡颓子 

科胡颓子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宜作盐碱和沙荒地区的 

绿化用[1]。但易受季节、气候、地点等因素的限制，繁殖 

效率低，难以满足生产和市场的需求。关于银柳胡颓子 

的茎尖组织快繁工作尚未见详细的报道。据资料记载， 

以茎尖作为外植体更有利于离体扩繁 ]，因此，通过组 

织培养进行无性繁殖，可为-~JOp胡颓子的繁殖方法开辟 
一 种新的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夏季，采自吉林农业大学校园内多年生银柳胡颓子 

树，取当年抽出的嫩枝为试验材料。 

1．2 方法 

1．2．1 初代培养 将材料冲洗干净后浸入7O 9，6的酒精 

30 s，无菌水冲洗3次，再用 l：l稀释好的“84”消毒液灭 

菌，其中加入少量吐温8O，灭菌时间见表2。最后用无菌 

水冲洗 5～6次，浸泡 30 min[ 。剪切成 0．5～1．0 cm的 

小块，接入初代培养基中培养(见表 1)。培养温度(27± 

1)℃，光照 l6 h／d，光强 l 000~3 000 l J。2O d后观察 

记录愈伤组织的诱导情况。 

1．2．2 继代培养 初代培养 30~40 d后，愈伤组织上 

的丛生芽长至 0．5～1．0 CITI时，可将其切成 0．5 cm× 

0．5 cm的小块，转入继代培养基 WI小wI 、WI 、wL1 

和 w 中(见表 1)，培养3O d后，芽体长高变成单株，然 

后转入 w 、wI 和 wI 中进行二次继代培养，再经2O 

d培养后，观察植株的生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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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移栽 当试管苗高达 5 crn以上，生长健壮，便可 

移栽。移栽前，在温室内去掉培养瓶上的塑料套练苗 

3～7 d(见图 l，图 2)。 

表1 培养基的种类及成分 

初代培养 继代培养 

培养基编号 成分 培养基编号 成分 

2 结果与分析 

2．1 灭菌时问的长短对外植体成活率的影响 

银柳胡颓子的茎尖非常幼嫩，对灭菌剂的反映十分 

敏感。能否进行有效的灭菌处理，是其组织培养迈向成 

功的关键一步。为了提高其成活率，分别进行了5种时 

间的灭菌试验(见表 2)。从表 2中可以看出灭菌时间越 

长，成活率越低。当灭菌3．5 min时，外植体的成活率最 

高，达 90．9 9／5。而其它处理成活率较低，可见灭菌时间 

不宜过长。 

表2 灭菌时间对银柳胡颓子茎尖成活率的影响 

2．2 培养基对愈伤组织及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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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培养约l5 d，外植体开始萌动；20 d后茎尖颜色 

变绿，基部逐渐膨大，茎尖开始肿胀，有愈伤组织形成； 

40 d后形成丛芽。试验观察表明，银柳胡颓子茎尖初代 

培养20 d后，在不同的培养基上愈伤组织及不定芽的诱 

导状况不同 (见表 3，表4)。从表3中可以看出X 培养 

基中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100 )，长势也最旺盛，并最 

先萌发出幼芽。而其它几种培养基内，愈伤组织的生长 

状况均不如 X 。 

表3 银柳胡颓子培养20 d后愈伤组织诱导情况 

表4 茎尖培养40 d和60 d后不定芽诱导情况 

由表4可知，培养40 d和60 d后，Xl培养基中诱芽率 

均超过9O ，远远高于其它处理，并且幼芽的生长状况正 

常。而其它几种培养基的幼芽诱导率较低，幼芽的状态也 

不及XI，出现畸形苗，苗丛密集，过度微型化。由此认定， 

X 培养基最适宜于银柳胡颓子的茎尖初代培养。 

2．3 继代培养中植株生长状况 

继代培养中植株生长状况见表 5，可以看出，w乙和 

w 培养基中植物生长正常，成苗率高，生根率为 lOO％ 

(见图3、图4)。这2种培养基较适宜于幼芽的增殖和生 

根培养。而在其它几种培养基中，幼苗均有不同程度的 

畸形现象。 

表5 银柳胡颓子在继代培养基上的生长状况 

培养基编号 生长状况 

茁高 5～7 Em、但茎较细、有的叶"泛白 

茁高 5 crll左右、茎尖有萎蔫现象 

植株低矮、只雨2～3 cm、基部膨大、成苗率低 

曲商6 crll左右、生长直立、茎叶保持绿色、成苗率达8o 

茁高 6～8 c‰ 生长情况和 wLl相似、但茎较细、移裁成活率会低 

形成完整植株、苗在6 cm左右、较粗壮直立、基部长有小叶、愈伤组织变黑、根系生长旺盛、每根苗均长有8～l2条粗壮根 

形成完整植株、茁高在 lO cm左右、有的较细弯曲、部分片显白色、但植株保持绿色、个别苗长有2～3条细细的白根 

不形成完整植株、愈伤组织大面积繁殖、先长出的已变黄、不长根长苗 

曩 ■ 一 一  
图l银柳胡颓子的移栽苗 图2 银柳胡颓子组培苗的练苗 图3 培养基w 中根的生长情况 图4 培养基wLl中生长的组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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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霜霉病抗性与生理生化性状相关关系的遗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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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抗病性及生理生化性状的遗传分析表明：抗性及生理生化性状的一般配合力 

和特殊配合力均重要 ，但是一般配合力数值远大于特殊配合力数值。例如病情指数的一般配合 

力与特殊配合力的比值为 99，说明一般配合力比特殊配合力更重要。抗性及其相关性状的狭义 

遗传力和广义遗传力均较高，这与配合力的遗传分析结果具有一致的趋势。除此之外，在抗病性 

杂种优势的分析中，不同抗性亲本配制的 Fl代，杂种优势均不强。 

关键词I黄瓜；霜霉病；抗性；叶绿素；可溶性糖；遗传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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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 

抗病亲本： 、 是经过多代选择抗性稳定的自交 

系。感病亲本：M，、Ml。是遗传性稳定的感病自交系。以 

上所有试材均由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遗传育种教研 

组提供。试验采用 Griffing半轮配的杂交试验设计，以 

人工授粉的方法进行杂交获得 F。代。 

2001年5月将亲本试材播于直径 3～5 cm的穴盘 

中，每份试材播 60株，子叶平展时分苗于直径 2O cm的 

营养钵内，采用常规的栽培管理措施，于三叶一心期进 

行喷雾接种，以喷清水者为对照，随机同时抽取同一部 

位的功能叶片，进行生理生化指标的测定 。 

2001年9B将亲本及F。同时播于同等大小的穴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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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份试材播 60株，子叶平展时分苗于直径 2O cm营 

养钵内，采用常规的栽培管理措施，于三叶一心期进行 

喷雾接种，以喷清水者为对照，采用同样的取样方法进 

行生理生化指标的测定。 

2 方法 

供接种用的病菌，来自沈阳农业大学蔬菜基地及苏 

家屯大棚内种植的黄瓜植株的病叶，经保湿后重新长出 

新鲜孢子囊，加灭菌水配制成孢子囊悬浮液。接种量按 

低倍镜(120倍)下每个视野平均15~20个孢子囊计算。 

接种前用载玻片萌芽法测定孢子囊的活力，孢子囊萌芽 

率达到70 9／6以上者方可接种。在黄瓜幼苗三叶期傍晚7 

时左右进行喷雾接种，接种瓜苗在 100 9／6RH、约20~C下 

保湿 16 h左右，然后放在白天 22~25℃、夜间 18~20℃ 

环境下生长，以喷清水为对照，发病后逐株进行调查，记 

录病情指数。将病情指数分级如下：0级：叶片无病斑； 

1级：叶片有轻微病斑，病斑面积不超过叶面积的1／10； 

Study on Elaeagnus angustifolia Shoot—tip Tiss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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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College of Horticulture。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4~chun，Jilin 130118，China；2．Dehui Ag 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a Corpora‘ 

tion，Dehui。Jilin 130300，China) 

Abstract：The experiment took Elaeagnus angustifolia s shoot—tip as explants，which was based on the MS nutrient 

media，adde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plant growth regulator，took carried on the rapid reproduction in vitro,The experi— 

mental resuhs indicated that the best nutrient media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culture was 1／z MS+BA 3，0 n1g／L+I从  

0．01 mg／L+sucrose 2O g／L+agar 10 g／L The bud subculture of multiplication the most suitable nutrient medium 

was：MS+KT 1．0 n1 L+ sucrose 2O g／L+agar-agar 7，5 g／L When rate of take root was 100~／6o，the nutrient medi— 

um was：1／2 MS+NAA 0．1 mg／L+sucrose 2O g／L+agar 7．5 g／L 

Key words：ElaeagnusⅡ7lgustifolia；Shoot—tip；Tissue culture；Rapid reproduction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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