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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组培苗的移栽高效成活试验 
刘文宝 ，孙小镭 ，曹齐卫 ，王志峰 ，张卫华 

(1．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开发总公司，山东 济南 250100； 

2．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研究了不同的培养基质和不同的驯化方式对黄瓜组培苗移栽成活的影响。结果表明，培养基质 

对组培苗的影响较小，而组培苗在移栽前 1周，经 25~30"C的促生根液体培养后，生有大量新根的组培苗在 

各种养分充足的培养基质上成活率都可达到 90 0A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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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和甜瓜组培再生比较困难，而产生的组 

培苗在移栽时成活率又很低，在生长条件最适宜 

的春季，也仅有 3O 左右的苗子成活，这不仅造 

成资源和材料的浪费，也因此限制了生物技术在 

黄瓜和甜瓜上的应用，为此针对组培苗的移栽成 

活问题进行了本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_1 试验材料 

本试验采用华北型黄瓜品系 007-71321的再 

生植株为试材，在生根培养基上先生根，苗高 5 

cm 以上，由本实验室提供。 

1．2 栽培基质 

试验采用 4种移栽基质，分别是：A菜园土； 

B菜园土+腐熟农家肥；C菜园土+腐熟农家肥 

+蛭石；D蛭石+营养液(1／2MS液体培养基)。 

1．3 移栽前后的驯化培养 

a：无菌苗在移栽前揭开瓶盖，置于移栽地炼 

苗，两天后取出苗，洗净根系残存的琼脂，移栽于 

装有不同基质的育苗钵中；移栽后将营养钵半埋 

土中，用小拱棚保湿，缓苗后撤膜，将苗从营养钵 

中带基质取出，定植于菜园。 

b：无菌苗在移栽前先揭开瓶盖，在培养室炼 

苗，两天后取出苗，洗净根部残留的琼脂 ，置于1／2 

MS+ IBA 0．5 mg／L+1．5 9，6蔗糖的液体生根培 

养基中，温度控制在 25"-~30℃，1周后，在茎入水 

部分可见有大量白色新根产生。此时炼好的组培 

苗移栽于装有不同基质的育苗钵中，观察缓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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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驯化方式对组培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移栽前后的驯化方式对黄瓜组培苗的成活有 

重要的影响。由表 1可见，在方式 a驯化培养后， 

虽然采用了4种不同的基质进行培养，但是组培 

苗的成活比率均很低，分别是 0／10，3／10，2／10， 

0／10，均不超过 3O 。在此培养方式下选择成活 

比率相对较高的基质 B进行重复试验，结果成活 

比率也很低，仅有 2／15；而经方式 b驯化培养后， 

在 3种基质 中栽培的组培苗成活率分别为 A： 

9／1O，B：10／10，C：11／I1，成活率都在 9O 以上， 

接近 100 ，重复试验中各栽培基质中的组培苗 

成活率也接近 100 9，6，说明驯化方式 b是适于黄 

瓜组培苗成活的优化驯化方法。 

表 1 驯化培养方式对黄瓜组培苗 

成活率 的影 响 

苗移栽成活比率 

驯化培养方式 a 驯化培养方式 b 

基质 A基质 B基质 C基质D 基质 A 基质 B 基质C 

试验一 0／10 3／10 2／10 0／10 9／10 10／10 11／11 

试验二 一 2／15 一 一 19／Z0 34／35 20／20 

注t1．“一”表示未进行相关试验；z．由于驯化方式 b不损伤 

根．而且新生根的活力较强．没必要继续用营养液培养．所以未进 

行 D移栽基质试验。 

2．2 驯化方式对根系的影响 

针对上述两种驯化方式对组培苗移栽成活率 

的不同影响，我们观察了移栽后组培苗根系的发 

育情况。驯化方式 a中的组培苗移栽 2～3天后 

开始萎蔫，拔出苗后发现根系多数褐变并开始腐 

烂；而驯化方式 b中的组培苗，在移栽后 3天，拔 

出苗后发现同一根系表现两种不同状况：在驯化 

前的固体生根培养基中产生的根褐变并开始腐 

烂，而后在液体生根培养基中产生的根很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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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推测其原因，可能是从固体培养基取苗和 

冲洗根部培养基时对根系的活力造成了较大的损 

伤。 

2．3 栽培基质对组培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为了解培养基质对组培苗移栽成活率的影 

响，试验中共采用了4种不同的培养基质，试验结 

果见表 1。在驯化方式 a的4种培养基质中，组 

培苗的成活比率都很低，仅在基质 B、C中有苗成 

活，而成活比率不超过 3O ；驯化方式 b中，3种 

栽培基质的成分与驯化方式 a中的相同，但是组 

培苗的成活比率却与培养方式 a中的不同，驯化 

方式 b的 3种栽培基质中组培苗成活比率，都在 

9O 以上，而且这 3种培养基质间组培苗的成活 

比率差异较小，说明本试验所采用的培养基质对 

组培苗的成活影响较小，而移栽前用促生根液体 

培养是关键。 

3 小结与讨论 

在以往的报道中，对黄瓜、甜瓜组培苗的移栽 

技术或者未涉及，或者叙述较简单。本试验证明 

栽培基质对组培苗的成活影响较小，而组培苗的 

驯化、根系活力的恢复是影响组培苗成活的关键， 

同时还发现温度对组培苗的成活有一定的影响。 

在驯化培养中，虽然温度控制在 25~30"C都能有 

效促进新根的产生，但是试验结果证明，3O℃更有 

利于新根产生和伸长，在移栽后的前几天，相对较 

高的培养温度尤其是夜温高利于缓苗，提高组培 

苗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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