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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部白桃嫩叶诱导愈伤组织效果好于茎段，嫩叶接种 7天后 出愈率达 92．3％，诱导的适宜温度范围为 24～28℃， 

BA对愈伤组织诱导不定芽的分化效果高于 KT，NAA、IBA和 IAA对愈伤组织的分化率影响不显著，诱导不定芽分化的 

最佳培养基为Ms+BA 1．5 m L+IBA 0．2 m L。不定芽在1／2 MS+IBA 1．0 m L+0．1％活性炭的生根培养基上，3O 

天后产生2～5条长0．3～0．6 cm的白色粗根，生根率为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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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0f Abu white P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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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issue culture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young leaves and shoots as external plants of the healthy cur· 

rent．year branches of white Abu peach．7 days later，the rate of callus culturing was 92．3％ ，24—28℃ was 

the suitable induction temperature．Differentiation rate of BA was higher than KT．NAA，IBA and IAA did no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callus induction．The best differentiation medium was MS+BA 1．5 mr：／L+IBA O．2 

mg／L+0．1％AC．30 days later，2—5 white roots(1ength of 0．3一O．6 cm)came out from bases of adventi· 

tious buds in 1／2 MS +IBA 1．0 mr：／L+0．1％ AC．the rooting rate attained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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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部白桃是大久保和白桃的杂交后代。果实大， 

绒毛少，肉质细，1：3感好，品质佳，8～9月成熟 。传 

统的繁殖方法繁殖系数低，难以满足市场对优 良种苗 

的需求，且易感染病毒 。因此笔者开展了该桃品 

种组织培养的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4月份取阿部白桃树冠外围向阳面当年生的带芽 

枝条，将枝条的基部浸入水中，于室内发芽后，分别切 

取面积约 1 cm 的嫩叶和长约 1 cm的茎段作为外植 

体，用流水冲洗 30 rain后，70％酒精浸泡 15 S，无菌水 

冲洗3次，0．5％NaC10消毒5～8 rain I5 J，再用无菌水 

冲洗5～6次。 

愈伤组织诱导和不定芽分化的基本培养基为 MS， 

生根基本培养基为 1／2 MS培养基 ，蔗糖 3％，琼脂 

0．8％，pH 5．8。光／暗周期是 12／12 h，光照强度 2 000 
～ 2 500 lX[ 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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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外植体愈伤组织的诱导 

将消毒灭菌后的茎段和嫩叶分别接种在 MS+BA 

1．0 mg／L+IBA0．1 mg／L的培养基 上培养，3O天后 

统计愈伤组织诱导结果(见表 1)。不同的外植体出愈 

最短时间、出愈率和愈伤组织特征有明显差异。接种 

后7天，嫩叶发生膨胀、皱缩，接着在近叶脉处和叶缘 

长出粒状愈伤组织，出愈率达 92．3％。而茎段诱导愈 

伤组织较慢，接种约 1O天后出现瘤状愈伤组织，出愈 

率 76．7％，低于嫩叶的出愈率。因此，嫩叶诱导愈伤 

组织效果好于茎段。 

表 1 不同外植体的愈伤组织诱导结果 

2．2 温度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培养过程中发现温度对愈伤组织的诱导也有重要 

影响。以嫩叶为外植体，接种在 MS+BA 1．0 mg／L+ 

IBA0．1 mg／L的培养基上，3O天后观察诱导结果 (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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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温度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培养温度为 21℃时，褐变率最低，但嫩叶出愈速 

度慢，15 d仅有 55．O％的嫩叶诱导出少量愈伤组织。 

24 cI=时，嫩叶诱导 8 d出愈率达92．0％，褐变率较低， 

为6．1％。28 cI=时虽然出愈率较高，为 90．9％，但愈 

伤组织褐变率达 17．3％。培养温度超过28 cI=时，愈 

伤组织褐变严重。当温度升至32 cI=时，部分外植体接 

入培养基不久就干枯死亡，不能诱导出愈伤组织，出愈 

率仅为 65．2％，而且诱导出的愈伤组织褐变率高达 

37％。因此，阿部白桃愈伤组织诱导的适宜温度范围 

为24～28 cI=。 

2．3 不同激素对愈伤组织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将诱导出的愈伤组织接种于附加不同激素的 MS 

培养基中(见表3)，愈伤组织稳定增殖。结果表明，相 

同浓度配比下，激素种类对愈伤组织不定芽的分化有 

显著影响。BA效果远远高于KT，BA诱导愈伤组织诱 

导产生不定芽的分化率平均为70．6％，而 KT的平均 

分化率仅为35．4％。BA 1．5 mg／L基础上，分别再加 

入 0．2 mg／L的 NAA、IBA、IAA对愈伤组织的分化率 

影响无显著差异。其中以MS+BA 1．5+IBA0．2分化 

率最高，达77．5％，所产生的芽较为粗壮；MS+BA 1．5 

+NAA 0．2和 MS+BA 1．5+IAA 0．2分化率也高达 

65．O％以上，但产生的芽生长不佳，增殖培养连续 3～ 

4次后逐渐发褐衰老。因此阿部白桃愈伤组织诱导不 

定芽分化的最佳培养基为MS+BA 1．5 mg／L+IBA 

0．2 mg／L。 

表 3 不同激素对阿部白桃愈伤组织诱导影响 

2．4 不定芽发育成苗 

将长 1．5～2．0 cm的不定芽转接到 1／2 MS+IBA 

1．0 mg／L+0．1％活性炭的生根培养基上，约 30 d不 

定芽基部即长出 2～5条长 0．3～0．6 cnln'l的白色粗 

根，所产生的根整齐均匀，但生根率为 39．8％，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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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这可能是因不定芽分化过程中的 BA浓度过高， 

抑制了不定芽的生根能力。将长出根系的组培苗转入 

无激素的MS培养基中培养，即长大成植株。 

3 小 结 

3．1 将消毒灭菌后的阿部白桃嫩叶和茎段分别接种 

在 MS+BA 1．0 mg／L+IBA 0．1 mg／L的培养基上培 

养，嫩叶诱导愈伤组织效果好于茎段。叶片接种 7天 

后产生愈伤组织，出愈率达 92．3％。而茎段接种 1O 

天后出现愈伤组织，出愈率 76．7％。 

3．2 阿部自桃愈伤组织诱导的适宜温度为 24～28 

cI=。21 cI=嫩叶诱导 15 d出愈率为55．O％；24 cI=嫩叶 

诱导 8 d出愈率达 92．O％，褐变率较低，为 6．1％；28 

cI=时出愈率虽高达90．9％，但褐变率达 17．3％。培养 

温度升至32 cI=时，出愈率仅为65．2％，而褐变率高达 

37．O％ 。 

3．3 激素种类对愈伤组织不定芽的分化有显著影响。 

BA效果远远高于 KT，NAA、IBA和 LAA对愈伤组织的 

分化率影响不显著。MS+BA 1．5+IBA0．2分化率最 

高，达77．5％，所产生的芽较为粗壮；MS+BA 1．5+ 

NAA 0．2和MS+BA 1．5+IAA 0．2增殖培养连续3～ 

4次后逐渐发褐衰老。阿部自桃愈伤组织诱导不定芽 

分化的最佳培养基为 MS+BA 1．5 mg／L+IBA 0．2 

mg／L。 

3．4 长 1．5～2．0 cm的不定芽转接到 1／2 MS+IBA 

1．0mg／L的生根培养基上，约30 d即产生 2～5条长 

0．3～0．6 cm 的 白色粗根，但 生根 率较低，仅为 

39．8％。将长出根系的组培苗转入无激素的 MS培养 

基中培养，即长大成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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