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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摘要] 通过在高温季节以遮荫为 条件下培育的植株幺 用 

技 主导因子，设计 了青杨试管苗移植 的驯化就是将试管 
术 后不同时段遮荫处理

。 试验结果表 境的实验室移入自 

明，移栽成活的关键是 72 h遮荫保 过程。本研究组业i 

湿避强光，在新根产生后逐渐见光， 操作性强的青杨试 

10 

见光；14～20 d完全成活后将苗移 

栽于大田。小区示范试验苗木成活 

率达 98 。 

[关键词] 青杨试管苗 驯化 遮 

荫技术 

试管苗是根据不同作物特性和 

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人为创造适宜 

系统内，按照青杨试管苗驯化工艺 

流程生产，春秋季节成活率可以达 

到 90 以上。中原地区自然生产不 

利环境主要是低温季节和高温季 

节。低温季节生产可通过补热加温 

解决，而在 7～9月温度比较高，降 

温设施固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成本 

增高。为了探讨高温季节，提高转 

遮荫技术研究 

模戈。 

术学院生物工程与农业经济系) 

基因杨树试管苗驯化成活率，实现 

试管苗周年生产、周年驯化，提高实 

验室利用率和效益，我们对夏季高 

温季节青杨试管苗驯化技术操作规 

程、关键技术、主要措施进行 了组 

合，取得了较好效果。 

1 试材与方法 

1．1 材料 

转基 因抗盐碱的杨树继代试 

管苗。 

1．2 试验设计 

2005年 7月中旬进行试验，以 

遮荫为主要因子，共设 4个处理： 

处理 A：移栽当天见光； 

从植物组织培养文献中的资料 

看出，要使植物组织分化出苗和快 

速增殖，选择植物激素的种类和调 

节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的比例是关 

键。因此，设计了不同浓度的BA与 

NAA配比做了光叶楮嫩梢生长的 

影响试验。试验结果见表 2。 

通过对表 2数据进行 F值检验 

发现，光叶楮繁殖系数各处理问差 

异极显著(F。．。1—2．70，F一7．83)， 

BA与 NAA配比总的趋势是繁殖 

系数随 BA浓度的增加而提高。当 

BA浓度达 1．5 mg／L，NAA浓度为 

0．1 mg／I ～0．5 mg／I 时，繁殖系数 

达4．5～5。BA诱导芽的分化、促进 

侧芽萌发生长，当组织内细胞分裂素 

与生长素 比值高时，诱导芽 的分 

化_3]。从试验还可看出，随 BA浓度 

的增加，光叶楮玻璃化苗的数量也随 

之增加，从而影响瓶苗的质量，降低 

成苗率。但是 BA浓度为 1．5 mg／L、 

NAA为 0．5 mg／L时，其玻璃化苗的 

数量比BA1．5 mg／L、NAA0．1 mg／L 

的处理降低了43 ，这可能是 BA与 

NAA的比值决定了玻璃化率l_4]。因 

此，既要提高光叶楮繁殖系数，又要 

提高试管苗的质量。本试验得出，以 

BA1．0 mg／L~1．5 mg／L配合 NAA 

0．5 mg／L~果较好，这时繁殖系数达 

3．6～4．5，且玻璃化苗少，成苗率高。 

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配比接近时有 

利芽增殖[引。光叶楮嫩梢长度经方 

差分析，各处理问差异显著( ．。 一 

2．02，F一2．68)。嫩梢 长度随 BA 

浓度的增加而下降，细胞分裂素抑 

制茎伸长_3j。 

3 小结 

植物激素 BA、NAA、IBA、IAA 

对光叶楮试管苗的增殖 以 BA 和 

NAA配合效果较好。BA与 NAA 

适宜浓度配比BA1．0～1．5 mg／I 、 

NAA0．5 mg／L培养 21 d，繁殖系数 

3．6～4．5，嫩梢长度为 1 cm左右， 

玻璃化苗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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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B：移栽 24 h后见光； 

处理 C：移栽 48 h后见光； 

处理 D：移栽 72 h后见光； 

处理 E：移栽 96 h见光； 

处理 F：移栽 72 h后不完全见光 

(11：0O～l5：00遮荫)持续 l d； 

处理 G：移栽 96 h后不完全见 

光(11：00~15：O0遮光)持续 2 d。 

每个处理 3O株，幼苗摆放在一 

个小拱棚(4 m×1_5 m)为一个小 

区，每个处理 3次重复，随机排列。 

14~20 d调查统计各个小区成活株 

数、成活率。 

1．3 试 验方 法 

取植株高度、幼茎粗度基本相 

近，叶片大小相等、色泽均匀，幼苗 

长势基本一致 的试管苗为试验材 

料。经温室大温差练苗，不冲洗根 

系直接栽植于营养钵内(营养钵规 

格、基质配制、移栽方法见 以前报 

道)置于小拱棚内，上盖 2层遮阳网 

(瑞典生产，反光遮阳光)。 

为保持空气湿度，移苗前 l～2 

d在棚内多次洒水，四周密闭提高温 

度保湿。温度控制方法：白天用遮 

阳网遮荫降温，利用晚上温度低的 

气候特点，揭开小拱棚塑料薄膜，四 

周通风降温，翌 日太阳出来前密闭 

塑料薄膜，并盖双层遮阳网。 

按照试验处理要求，揭盖遮阳 

网。去除遮阳网的小区，中午温度 

高于 28～3O℃时，揭开塑料薄膜， 

四周通风，其间向营养钵内及时浇 

水，保持基质湿润状态。如果遇阴 

雨天气，去掉遮阳网。 

2 结果与分析 

从表 l中可看出： 

(1)处理 A平均成活率为 o，因 

移栽当 

吸收功 

作用旺 

萎蔫死 

(2 

依次递 

95．6 

根系逐 

得~1)Jl 

蒸腾作 

(3 

后持续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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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不能恢复正常 吻合。 一 O 

当空，上部器官蒸腾 3 小结与讨论 O 
水分得少失多，出现 (1)该研究表明：中原地区在高 七 丘 

温季节提高其驯化成活率的关键因 第 
B到 F平均成活率 素是遮荫及控制。其关键技术是移 八 期 

F成活率最高，达到 栽后 72 h保湿遮荫，避开强光，而在 林 

蕾遮荫时间的延长， 新根产生后逐渐见光。 业 
j《复，吸收功能逐渐 (2)中原地区夏季高温季节青 实 用 

吸收水分和地上部 杨试管苗驯化技术操作规程：选择 技 
I水分 日趋平衡。 壮苗，淘汰弱苗、病苗、畸形苗，经温 术 

，即 72 h遮荫，72 h 室大温差炼苗、不冲根移人无土基 

完全见光，在 11。00 质营养钵内，再移到小拱棚内，地上 

荫，成活率最高，经 L S．D测验与 

处理 A、B、C、D、E和 G达到极显著 

差异．与处理 E、G达到显著差异。 

(4)处理 G成活率则有下降之 

趋势，说明虽然随着遮荫时间延长 

成活率逐渐升高，而达到或超过一 

定的时限时有下降趋势，遮荫阻挡 

光照，幼苗光合作用强度降低，光合 

产物供应不足时，幼苗可以因“饥 

饿”而死。 

(5)由上述试验结果和分析可 

见，在高温季节，遮荫时问是影响试 

管苗成活的关键因子，适度遮荫有 

利成活，时间过短成活率低，时间过 

长有不利成活趋势。 

(6)据试验，青杨试管苗移栽后 

遮荫 72 h后，拔苗观察根系有许多 

新鲜根毛。这是处理 F成活率极显 

著高于对照的主要原因。由此可以 

断定：新根形成是结束遮荫的重要 

植物形态标志，而结束遮荫的过程 

应该循序渐进，以增强植株适应性， 

保证成活。 

(7)8月中旬，用处理 F的遮荫 

方法做了 1 200株小区示范，结果其 

成活率近 98 ，与上述试验结果相 

表 1 不同遮荫时期试管苗的成活率 

微生物侵袭，然后覆盖塑料薄膜和 

遮阳网。遮荫 72 h后，拔苗观察根 

系有新根生成，有许多新鲜根毛时 

是结束遮荫的重要标志，而结束遮 

荫的过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可以 

增强植株适应性，也是保证成活的 

关键；遮荫 72 h后持续 24 h不完全 

见光，每天 11：O0～15：O0遮荫， 

96 h后全天见光。14~20 d苗完全 

成活后移栽于大田，进人大田生产。 

(3)遮荫实质是调控光照，而自 

然条件下光、热、水、气、生物等各个 

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各因 

子之问关系比较复杂，光照调控与 

温度、湿度等有着密切关系。该研 

究仅侧重考虑调控光照，或者说在 

温度、湿度相对恒定条件下调控光 

照。关于光照调控与温、湿度调节 

关系的研究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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