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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观赏兼用果树新种类费约果的 

组织培养技术初探 

王 丹 刘仁道 张冬雪 陈 静 吴 杰 
(西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绵阳 621000) 

费约果 Feijoa sellowiana Berg．，又名凤梨番石 

榴，属桃金娘科，费约果属，是一种起源于巴西南部 

地区的常绿亚热带果树。其果实有独 特、浓郁的香 

味，香甜可 口；其 灌木状 树冠 ，绿 色 的果 实 ，红 色 的 

花，也具有较强的观赏作用，可作园林绿化树种。目 

前世界上仅有巴西、新西兰和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 

有其果实商品生产。我国广大亚热带地区可栽植该 

种果树 。引种 的首要关键是 解决其高 效繁殖 问题 。 

但据报道，费约果用常规方法繁殖较为困难 】 ]。 

笔者从 2004年开始从新 西兰引种该 种类时采 用扦 

插、压条、嫁接等多种方法进行试验也证实存在该问 

题 。因此，采用组织培养方法 ，建立微繁体系是其引 

种成功的又 一关键 3“]。本试验采用 组织培养 方法 

对费约果适宜 的外植体及 培养 基进行 了初 步探索 ， 

以期为费约果的成功引进奠定基础。 

数的百分数)。 

1．2．2 外植体的比较 选择 以外植 体种类 7个 水 

平(嫩叶、嫩茎带芽 、嫩茎不带芽 、茎尖、老叶、老茎带 

芽、老茎不带芽)、外植体酒精灭菌时间 3个水平 

(15、30、60秒)和升汞灭 菌时 间 3个水平 (6、9、12分 

钟 )进行裂 区及再 裂区试验 ，共 63个处理 组合 ，重 

复5次。接种时外植体叶片为 1 cm。，茎段长 2 cm； 

以前期试验效 果较好 的 B5+6一BA 2 mg／I +NAA 

1 mg／L+青霉素 5 mg／L作为培养基。 · 

所有外植体处理均用 自来水清洗 3O分钟后 ，先 

用 75 酒精 消毒 15～6O秒 ，无 菌水冲洗 1次 ，再用 

0．1 升汞消毒 6～12分钟 ，无菌水冲洗 5～6次，每 

次 1～2分钟。 

1．2．3 培养条件 温度 25±2℃，光照时间 12小 

时 ，黑夜 12小时 ，光照强度 2 000 Lx。 

1 材料与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1．1 材 料 

本试验所采用的组织培养外植体均采自 2004 

年从新西兰林肯大学引种的 3年生费约果实生树。 

1．2 方法 

本试验分 3个 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研究重点为 

适宜培养基的比较选择 ，第二 阶段 为适宜 的植 物生 

长调节剂种类及其配比选择，第三阶段为适宜外植 

体的比较选择。 

1．2．1 培养基的比较选择 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 

进行基本培养基单因素试验，以费约果的叶片为外 

植体，选用 MS、B5、N6作为 3种基本培养基，均外 

加 6-BA 1．0 mg／L，NAA 0．2 mg／L，每处理接种 1O 

个 1 cm 的叶片外植体，对培养后的染菌率和出愈 

率进行 比较分析 ，以确定适宜的基本培养基。 

在找到适宜 的基本培养基 的基础上进行下一步 

试验 ；以 B5为基本 培养基 ，采用 6-BA 的 3个水 平 

(0、1．0、2．0 mg／L )、NAA 的 3个 水 平 (0、0．2、 

1．0 mg／L)和青霉素2个水平(O、5 mg／I )进行裂区 

及再裂区试验设计，共 18个处理，重复 5次。接种 

4O天后统计染菌数、褐化数、出愈数，并计算染菌 

率、褐化率和愈伤组织诱导率(出愈数占接种外植体 

2．1 适宜的基本培养基选择 

适宜 的基本 培养基 是植 物组织 培养 的重 要基 

质 ，不同植物选择不 同的基 本培养基是组织 培养能 

否成功的关键 。本试验 采用 MS、B5、N6等 3种 基 

本培养基作为试验 对象 ，在 这 3种基本培养基 上进 

行培养的叶片外植体染菌率、褐化率、愈伤组织诱导 

率的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基本培养基对费约果染菌率、 

褐化率和 出愈率的影响 

注 ：6-BA和 NAA浓度单位 为 rag／L。小写字母 表 

示 0．05显著水平 。 

从表 1可见 ，3种基本 培育基 的染菌 率均高 达 

8O 以上 ，其中 MS和 N6达 到 9O 以上 ，B5则 为 

88．3 oA；褐化率均为 0；愈伤组织诱导率则表现为 

Ms<N6<B5，且各处理间愈伤组织诱导率差异达 

*四川省外国专家局引进国外智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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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显著水平。虽然愈伤组织诱导率均低，但以 B5 

培养基的最高，为 11．7 。因此，后续试验采用 B5 

作为基本培养基。 

2．2 植物生长调节剂与抗生素适宜组合的选择 

在采用 B5作为基本培养基的基础上再添加青 

霉素、6-BA、NAA处理，对其染菌率、愈伤组织诱导 

率和褐化率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2)。在 18个处理 

组合(组合序号 9)和 B5+6一BA 1．0 mg／L+NAA 

0．2 mg／L+青霉素5 mg／L组合(组合序号 14)的染 

菌率最低，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均达到 4O ，其次 

为B5+6一BA 2．0 mg／L+NAA 0．2 mg／L+青霉素 

5 mg／L组合(组合序号 17)，其染菌率为 6O ，愈伤 

组织诱导率为3O ，此外，组合序号 4和序号 l2的 

愈伤组织诱导率为 2O 。因此认为，费约果叶片组 

组合中，以B5+6-BA 2．0 mg／L+ NAA 1．0 mg／L 培适宜的培养基为组合 9或组合 14。 

表 2 青霉素、6-BA、NAA对费约果组培效果的影响 

每拿⋯ s姒 ⋯ ⋯／~A ⋯／~A 拿⋯ s姒 ⋯ ⋯／~A 
1 o o o 1oo o o lO 5 o o 1oo o o 

2 o o o．2 80．o o 20．o 11 5 o o．2 80．o o 20．o 

3 o o 1．o lOO o o 12 5 o 1．o 70．o 20．o lO．o 

4 o 1．o o 60．o 20．o 20．o 13 5 1．o o 90．o o o 

5 o 1．o o．2 80．o lO．o 1o．o 14 5 1．o o．2 40．o 40．o 20．o 

6 o 1．o 1．o 80．o 1o．o lO．o 15 5 1．o 1．o 70．o 1O．o 20．o 

7 o 2．o o 70．o lO．o 20．o 16 5 2．o o 80．o 1o．o 1o．o 

8 o 2．o o．2 90．o lO．o o 17 5 2．o o．2 60．o 30．o 1o．o 

9 o 2．o 1．0 50．o 40．o 1o．o 18 5 2．o 1．o 80．o 1o．o lO．o 

注：青霉素、6-BA和NAA的浓度单位为 mg／L。 

2．3 适宜的外植体选择 中，由于老叶、老茎带芽、老茎不带芽 3种外植体的 

试验结果看出，在本试验所选用的 7种外植体 所有处理愈伤组织诱导率均为 0，所以在表 3中只 

表 3 费约果不同外植体种类组培效果比较 

拿 ／ 嚣昌．理时间理时间 ，田 诱导率 一／ ’ ／秒 ／分钟 。 ” 、 | |贪 u |％ 、 
Y1 15 6 8O．0 0 20 J1 15 6 100．0 0 0 

Y2 9 80．0 0 2O J2 9 1O0．0 0 0 

Y3 12 8O．0 2O．0 0 J3 12 60．0 20．0 20 

Y4 3O 6 1O0．0 0 0 J4 30 6 100．0 0 0 

Y5 9 20．0 80．0 0 J5 9 80．0 20．0 0 

Y6 12 40．0 20．0 40 J6 12 60．0 20．0 20 

Y7 6O 6 8O．0 0 2O J7 60 6 100．0 0 0 

Y8 9 6O．0 20．0 20 J8 9 60．0 40．0 0 

Y9 12 2O．0 0 80 J9 12 60．0 40．0 0 

平均 62．2 15．6 22．2 平均 80．0 15．6 4．4 

YJ1 15 6 100．0 0 0 T1 15 6 100．0 0 0 

YJ2 9 60．0 20．0 20 T2 9 100．0 0 0 

YJ3 12 60．0 20．0 20 T3 12 40．0 20．0 40 

YJ4 30 6 1O0．0 0 0 T4 3O 6 1O0．0 0 0 

YJ5 9 20．0 80．0 0 T5 9 60．0 40．0 0 

YJ6 12 80．0 20．0 0 T6 12 40．0 20．0 0 

YJ7 60 6 60．0 0 40 T7 6O 6 1O0．0 0 0 

YJ8 9 60．0 40．0 0 T8 9 1O0．0 0 0 

YJ9 12 60．0 20．0 20 T9 12 1O0．0 0 0 

平均 66．7 20．0 11．1 平均 82．2 8．9 4．4 

注；外植体种类：Y1～Y9为嫩叶，YJ1～YJ9为带芽嫩茎，J1～J9为不带芽嫩茎，T1～T9为茎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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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其余 4种外植体在不同处理组培中的结果 。 

从表 3可见，4种外植体平均愈伤组织诱导率 

为 ：带芽嫩茎>嫩叶、不带芽嫩 茎>茎尖 ，但经 方差 

分析其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4种外植体的染菌率 

则为 ：茎尖>不带芽嫩茎>带 芽嫩茎>嫩叶，即嫩叶 

的染菌率最低，为 62．2 ；茎尖最高，达 82．2 。褐 

化率 以嫩 叶 最 高 ，达 22．2 oA；带 芽 嫩 茎 次 之，为 

l1．1 ；不带芽嫩茎和茎尖最低，均为 4．4 。 

在本试验中虽然各处理平均愈伤组织诱导率都 

低，但有 2个处理组 合的愈伤组织诱导率达 到 

8O％，即处理组合 Y5(即嫩叶+酒精处理 3O秒+升 

汞处理 9分钟)和 YJ5(即带芽嫩茎+酒精处理 3O 

秒+升汞处理 9分钟J。因此认为，费约果适宜组培 

的外植体应是嫩叶和带芽嫩茎。老叶、老茎带芽和 

老茎不带芽 3种外植体不能获得愈伤组织。 

3 讨论 

本试验分 3个阶段进行，每阶段的各种处理总 

体愈伤组织诱导率都不太高，但最佳处理的愈伤组 

织诱导率却从第一阶段的 11．7 上升到第三阶段 

的 8O ，说明试验条件的优化对费约果组培至关 

重要 。 ， 

本试验结果的带芽嫩茎为费约果组培适宜的外 

植体与 Sant S．[5]等的报道一致。同时 Sant S．Lc]等 

也报道 以 MS+BAP(苄氨基嘌呤)0．1 mg+CH(Tk 

解酪蛋白)500 mg为培养基，以采 自2年生实生苗 

的带芽嫩茎为外植体，表现为芽 100 萌发及侧枝 

的发育，但当相同外植体采自3年生的实生苗时则 

只有 12 的芽萌发及侧枝发育。由此可见，来源于 

幼嫩植株的外植体优于较老植株。本试验由于条件 

限制，所有外植体均采自3年生实生苗，如用 2年生 

实生苗为材料，相信效果会更好。J．M．Canhot L1 等 

报道以嫩 叶为外植体，以 MS+ BA 1 mg／L+ 

NAA 0．1 mg／L+500 mg／L干酪素水解物为培养 

基进行费约果组培，诱导率最大为 2O％，同样进行 

其胚的培养诱导率最高达到 43 。由此可见，本试 

验所采用的培养条件的诱导率高于已有报道，条件 

进一步优化；但尚需对愈伤组织诱导成苗的条件进 

行深入的研究。本试验各阶段虽然采用多种方式严 

格消毒，但各处理染菌率仍然较高，这可能是费约果 

组培各处理诱导率普遍较低的重要因素，分析其原 

因可能与其内生菌有关，但尚需进一步试验证实；进 

一 步降低染菌率的方法也还需深入研究。 

4 结论 

获得费约果组培效率高的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培 

养条件是：以嫩叶或带芽嫩茎为外植体，以75 酒 

精处理 3O秒后再以升汞处理 9分钟对外植体进行 

消毒，以B5为基本培养基，添加 NAA 0．2～1 mg／L 

+ 6-BA 1～2 mg／L+青霉索 5 mg／I ，愈伤组织诱 

导率可达到 4O ～8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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