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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俊木瓜组培苗叶片数及外源激素对生根影响的研究 

孟 强。， 董丽芬 ， 邵崇斌 

(1．西J匕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2．西』E农林科技大学 生命学院，陕西杨陵712100) 

摘 要：以皱皮木瓜(Chaenomeles lagenaria)的优良品种长俊木瓜的茎段为外植体。应用正交 

设计研究了无根苗叶片数、IBA和 NAA对生根的影响，通过对结果的统计分析优选出最适叶 

片数为6—8，最适生根培养基为I／2MS+IBA 2 mg／L+NAA 4 mg／L+蔗糖3％ +琼脂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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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ing of Chaenomeles speci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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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effects of NAA、IBA and the number of leaves on the rooting of Chaenomel~ speciosa 

with its stems as explants were studied．O~hogonalty design L27(3”)and variance analysis were us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AA，IBA and the number of leaves are important for root—inducing．The appropriate number of leaves 

was 6～8 and the optimal medium was I／2MS+IBA 2mg／L+NAA 4mg／L+sucrose 3％ +agar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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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俊木瓜是皱皮木瓜(Chaenomeles speciosa)中 

的一个优良品种，其特点是果实大，香气清爽，果肉 

厚，肉质细腻，汁液丰富，加工利用率高达90％以 

上，是加工罐头、果脯、果冻与饮料的理想原料，是集 

观赏、药用及食用于一体的优良品种[t,2l。 

木瓜常规繁育主要采用播种、扦插和嫁接 ， 

繁育速度较慢，为了加快该优良品种的推广进程，研 

究长俊木瓜的快繁技术具有重要意义。组培中影响 

无根苗生根的因素是提高长俊木瓜组培苗成活率的 

关键，但这方面未见报道。本文利用正交试验设计 

对长俊木瓜组织培养过程中影响组培苗生根的因素 

进行了试验研究，找出影响长俊木瓜组培苗生根的 

主要因素和最佳水平组合，为该优良品种的快速推 

广奠定了基础。 

1 材料、试验设计及方法 

1．1 材料 

I．1．1 材料来源 长俊木瓜的萌生枝条，2005年5 

月采自陕西杨凌银磊公司苗圃3年生植株。 

1．1．2 无菌苗的获得 将刚采的萌生条依次用洗 

沽精水及自来水冲洗三遍后剪成 10 cm左右的小 

段。枝条上的叶片从叶柄的中间剪掉，留下一段叶 

柄在枝条上。在超净工作台上，将枝条浸入75％的 

乙醇30 s，取出后浸入0．1％的HgCI 溶液中6 rain， 

最后用无菌水冲洗三次后将枝条剪成小段，每段中 

间留一芽。接种于启动培养基 MS+6一BA 1．0 mg／L 

+IBA 0．5 mg／L上诱导萌发。将萌发获得的无菌 

苗接种于增殖培养基 MS+6-BA 0．5 mg／L+IBA 

0．1 mg／L+GA3 0．5 mg／L上进行增殖培养，30 d转 

接一次。当无菌苗达到一定大小时待用。培养基蔗 

糖浓度均采用3O g·L～，琼脂6 g·L～，pH5．6～ 

5．8，l 2l℃高温灭菌2O min。培养温度为25-I-2 

℃，：光照强度 l 500～2 500 Ix，每日光照16 h。 

1．2 试验设计与方法 

据预备试验本试验确定无菌苗叶片数、NAA和 

IBA为试验的三个因素，并确立了各因素的三个水 

平(：表 1)，采用 L (3”)进行正交试验设计(表 2)。 

1／2MS为长俊木瓜生根的基本培养基，蔗糖、琼脂浓 

度、温度和光照等培养条件同增殖培养。每个处理 

接种 10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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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l 长俊木瓜生根正交试验的因子与水平襄 

Fable 1 11’e factors and levels of niI1g experiments 

r Chae,on~les单 2 结果与分析 

按正交表2的设计，以正交表lJ2，(3 )安排试 

验。以生根率作为度量指标，试验结果见表3。对试 

验结果作反正玄弦变换后进行方差分析(表4)。 

表2 长俊木瓜生根正交试验的表头设计 

l讪 Ic 2 nI orthogonal design layout of n~ing experiment．for Ⅲw|om sl~'iom 

丧3 长俊木瓜生根正交试验结果 

Table 3 Result．IIf the orthogond experiment for 

Chaelmme~s slmclosa 

可以看出，长俊木瓜组培无根苗叶片数(A)对 

生根率具有极显著影响。采用杜奇(Tukey)W检验 

进行多重比较，在4=0．0I的显著水平上．叶片数≥ 

9水平与叶片数6—8水平对组培苗生根率的影响 

极显著优于叶片数<6这个水平，而“叶片数≥9”与 

“叶片数6—8”两水平差异不显著。这是因为在光 

照条件下，叶片可以合成生根所需的激素及营养物 

质，叶片数量的多少对激素及营养物质水平有着重 

要的影响，尤其长俊术瓜组培苗叶片较大，这种作用 

更加明显 

裹4 

I'able 4 

长俊木瓜生根试验的方差分析 

Variance analysis of rooting experiment 

for Chaenomeles speciosa 

y)j-~自由度均方 警 值 

生长素IBA、NAA对组培苗生根率有显著或极 

显著影响，经多重比较可知，IBA 4 mg·L 和2 mg 
· L 水平对无根苗生根率的影响显著优于与0 mg 
· L一水平，而它们之间差异不显著。NAA 8 mg· 

L 与4 mg·L 水平对组培苗生根率的影响显著 

优于0 mg·L 水平，而它们之间差异不显著。当 

叶片数≥9时，IBA 4 mg·L 和NAA 8 mg·L 的 

诱导率都可达100％ ，且根系生长正常，主根茁壮， 

侧根发达。 

由表4可看出，组培苗叶片数量与IBA和NAA 

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而IBA与NAA的交互作用 

对组培苗生根率有显著影响。对IBA与NAA的试 

验组合做分析检验可知，表3中实验号 I4、I7、23、 

24和26生根率显著优于其他组合。虽然这5种处 

理生根率均为100％ ，但生根质量却存在较大的差 

异。实验号l7、24和26三种处理组培苗基部产生 

大量的愈伤组织，根从愈伤组织外部生出，这种根的 

微管束不与组培苗茎的维管束相连，生长到一定程 

度愈伤组织连同根容易脱落，难于成苗。所以IBA 

与NAA交互作用对长俊木瓜组培苗生根影响的最 

优处理是实验号l4和23，即在叶片数6—8及叶片 

数≥9水平下培养基添加 IBA 2 mg·L +NAA 4 

mg·L～。 

以上各具显著性因素所筛选的较优试验处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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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数≥9水平下。IBA 4 mg·L～、NAA 8 mg·L 

和IBA 2 mg·L +NAA 4 mg·L 以及叶片数6— 

8水平下IBA 2 mg·L +NAA 4 mg·L～。这4组 

处理生根率都可达 100％ ，而且根的质量良好。根系 

生长正常，主根茁壮，侧根发达。但是叶片数6—8 

和>--9两水平相比，叶片数6—8更有利于降低培养 

成本。增加繁殖系数。所以叶片数6—8，培养基为 

I／2MS+IBA 2 mg·L +NAA 4 mg·L 更有利于 

推广利用。 

3 小结 

长俊木瓜组培苗叶片数、IBA、NAA对组培苗生 

根率都有显著影响。长俊木瓜组培苗叶片数≥9和 

叶片数6—8对生根的影响显著优于叶片数 (6，而 

它们之问的差异不显著，IBA 4 mg·L 和IBA 2 mg 
· L 水平显著优于IBA 0 mg·L。。，NAA 8 mg· 

和NAA 4 mg·L 水平显著优于 NAA 0 mg· 

L_。。 

长俊木瓜组培苗叶片数及生长素对生根影响的 

最优组合是叶片数 6—8，培养基为 I／2MS+IBA 2 
mg·L ’+NAA 4 mg·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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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可以看出：在下边坡的生态恢复类型中，土 

壤有机质和碱解氮两项指标表现为：黑麦草与苜蓿 

混播类型的效果优于小冠花苜蓿黑麦草混播类型， 

更优于连翘(灌木)类型。土壤速效磷和速效钾两 

项指标表现为：小冠花苜蓿黑麦草混播类型的数值 

最低。这与前面对表2和表3的分析结果类似。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说明勉宁高速公路不同生态恢复类 

型与土壤肥力因子的关系如下t 

草本恢复类型对前期上壤肥力的恢复作用大于 

草灌结合，并好于单纯灌木恢复类型，因此，在山区 

高速公路生态恢复前期一定要注意草本恢复类型的 

选择，待草本类型恢复达到较高水平时，考虑与灌木 

有效搭配，为以后过渡到灌木类型奠定基础。 

禾本科植物根系发达，适应性较强，对水土流失 

的防止作用明显，豆科植物有固定氮素作用，在草本 

生态恢复类型中，豆科植物与禾本科植物混播的效 

果优于单纯禾本科植物的作用，【乜．优于单纯豆科植 

物的作用，因此，两者的混播是比较好的生态恢复组 

合。 

土壤肥力因子中有机质与碱解氮两个指标有较 

好的相关性，主要与土壤表层有机质的生成量和分 

解量之差(积累量)有关，因此．生态恢复前期，能有 

效增加有机质生成量的植物类型有较好的生态恢复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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