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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穗醋栗试管苗生产工艺流程的研究 

郭春慧 马风桐 梅立新 张巧绒 
(陕西省黄土高原请理研究所) 

擅 翼 采甩黑穗醋栗 丰产蔼皮”与 “亮叶厚皮”品种，对茎尖组织进行离体培养。 

通过词整培养基中BAP含量，获得 了每20 d达4．7的幼苗分化指数I幼苗在半量 的MS无澈素 

培养基上晴处理l～3 d。接神密度每瓶3苗，生根率选83．3 OA一96．o％，将生根苗移栽于装 有 

蛭石的木箱中，成话率迭97％，并成功地移栽于犬田，试管苗生长旺盛。建立丁黑穗 醋栗实 

用化快繁技术程序。 

关■饵 黑穗醋栗 ，试管苗 ，无性系繁殖技术，暗培养，蛭石 

中圈分共号 $663．903．5 

黑穗醋栗 (月ibes nigrum)系虎耳草科，茶蔗子属，小灌木，果实为浆 果，富 含 

多种维生素，尤以Vc含量较高。该种植物具有较强的抗旱、耐寒性能，在陕西省北部种 

植不仅对绿化陕北黄土高原具有重要作用，且 因果宴又可作为食品原料而更具有经济价 

值。关于黑穗醋栗的组织培养，国内外巳有报道，但幼苗分化指数不稳定，试管苗生根 

率低，多限于试管外生根“ 。本试验的目的在于研 究 制定高效实用化 组 培 技术， 

为在陕北丘陵沟壑区尽快建立黑穗醋栗生产基地提供优质茁木，以期为该地区开辟一条 

既保持水土、又有较高经济效益，使农民脱贫致富的新途径。 

】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于1 988~1990年进行。采用品种 “丰产薄皮”与 “亮叶厚皮”，由黑龙江省引 

进。取 1年生基生枝，用自来水冲洗0．5 h，截成具有l～2个芽的小段，用70 酒精对枝 

条表面消毒10 s，0．1 的升汞灭菌10 rain，再用无菌水冲冼 4次，待用。 

1．2 方法 

在无菌条件下，切取长1～2 mm的茎尖，接种在加有适量植物生长调节剂的 MS培 

养基上J将经过分化培养所获得的0．4 cm以上的幼苗，转至不加植物生长调节 剂 的 半 

量MS培养基上 (190mL---角瓶盛25 mL培养基)，进行暗培养促进生根。 ’ 

研究暗培养时间与接种密度等对幼苗生根的影响，每处理供试材 料 20株，重 复 3 

次。其余幼苗则转至分化培养基作继代培养。 

1．3 培养条件 

温度25±2℃，光照1500lx，光周期1 6 h． 

1．4 试f苗移栽 

当生根的试管苗高 0．5～1．5 cm时，移栽至装有6 cm蛭石 的 木 箱 (50 cm×42 cm 

性 日 - 99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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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ra)，用塑料薄膜覆盖，置于过渡培养间炼苗 (温度15±2℃，光强4000 lx，光周期 

l6 h)，并逐渐加大通气面，约经l5 d揭去覆盖物，置室内散射光下培养7～10 d，移栽至大 

田。不同基质、不同容器及不同苗龄等对移栽效果的影响，每处理供试材料2O株，重复3次 

2 结果与分析 

2．1 幼茁分化 

获得快速大量分化的劫苗是无性系繁殖技术的重要一环，也是建立试管苗生产程序 

的基础 。 

由表l可见，劫苗转培至Ms+BAP 1．0 mg／L+IAA 0．1 mg／L的培养基，经2O d培 

养，平均分化指数为4．7，苗高可达O．5～1．5 cm (图l一1)，幼苗分化指数与生长量均 

优于其他培养基，而且继代培养时，幼苗分化力持续稳定 当BAP浓度增加时，幼苗分 

化数增加，但幼苗变小、变弱。GA。也未能显示促使幼苗伸长的作用。 

图1 黑穗酷栗茎尖离体培养图 

】·建立无菌培养后20 d应厦时转培。接种后35 d攮．左，来厦时转堵的豺苗，右 转培后15 d生长正常的翡蔷 

2·经暗 墙赴理蔼 导 生根 的试臂蔷 ，转 培至生根 培养基 后35 d摄 I 

3· 謦栽 于装有 蛭石 的术辖 虽的试 臂蔷， 咎裁后 2l d摄 j 

{·謦栽于大田的试管蔷，咎栽后拈d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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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1 不周培养基对幼苗分化的影响 

2．2 幼苗生根 ● 

暗培养促进生根，是试管苗生产程序的中心环节。 

2．2．1 暗培养时间长短对幼苗生根的影响 由表2可见，将转培至生根培养基的芽苗，经 

暗培养3 d，平均生根率为83．3 ，平均根长1．8 Cm，每苗有根5～8条 (图i-2)，而暗培 

养5 d时，生根率则下降至1 0．O ，暗培养10 d和对照的生根率均为零。 

囊2 赡培养时问对幼苗生根的影响 

注一密度为3茸／瓶，幼茸转至生根培养基后鲫 d谓查· 

关于暗培养时间的进一步试验结果表明：暗培1～3 d生根效果无显著性差异，其 生 

根率均在90％以上，而苗高则随着暗培养时间的延长，略有降低 (见表3)。 

寰5 畸培养1～5 d对幼苗生根的影响 

拄一试 验与谭 董方 苦 同衰2· 

2．2．2 暗培养密度对幼苗生根的影响 由图2可以看出t①试管苗生根率与单位 容 器 

内幼苗密度成负相关。以暗培养3 d为例，单 位容器1苗的生根率为100 ，3苗的生 根率 

为83．3 ，15苗的生根率只有40 I②以3 d为临界期随暗培养时间的延长幼苗生根率降 

低，而干死苗率增加。以每瓶3苗为例；暗培养1～3 d无干死苗，暗培养5 d干 死苗率 为 

66．7％，暗培养1 0 d则上升为88．9 ． 

2．2．3 暗培养对不同级别幼苗促进生 根 的效果 依照高度将幼苗分为三级，转培后 3 

周调查，结果如表4．由表 4可见。不 同 级别的幼苗生根率均在85 以上。说明暗培养 

对 I～I级幼苗均具有良好的生根效果，因而通过分化培养可以提供生根处理的幼苗范 

围大、数量多、效率高。 

2．2．4 暗培养促生根与其它生根试验 的比较 ①以IAA 1 00 g／mL预处理幼苗15，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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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rain，结果以30 mln效果较好，但其 生根率 

也只有27．7％，远不如暗培养1～3 d生根 率 

83．3％～96 的效果好，②参照国内外有关 

报道 ” 所设计的几种生根培养 基，效 果 

也很差，生根率未超过l5 ． 

综上所述，暗培养是促进黑穗醋栗试管 

苗生根的一项关键技术 而暗培养 1～3 d， 

密度每瓶3苗是此项技术程序适宜技术 的 指 

标。 

2．3 试蕾苗的移裁 

成功的移栽是完成试管苗由人工控制环 

境培养到自然条件下生活的根本转变。田而 

是建立试管苗生产程序的一项重要技术。 

2．3．1 不同基质对试管苗移栽效果的 影 响 

泥炭藓和细沙是国外通用的盆 栽、试 管 苗 

* 
垡 

刊 

暗墙葬时i可cd) 

附图 暗培养时间与密度对幼苗生根率的影响 

1．干 死苗 百舒 率I 2．每瓶 l苗l 

3．每瓶 3苗， 4． 每瓶I5苗 

移栽等的主要基质 ，细沙在国内文献报道中曾作为黑穗醋栗试管苗的移栽基质，蛭石 

作为移栽基质也曾见于多种植物的报道。为筛选黑穗醋栗试管苗的最佳移栽基质，本文 

设置了包括榆林产低位泥炭、黄绵土，蛭石，加拿大产泥炭藓、细 沙 (0．1～0．5 ram) 

在内的移栽基质试验，移栽后5周调查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黄绵土的移栽成活 率 最 

低，仅为55 ，细沙 (cK)的移栽成活率 (66 )极显著低于蛭石和泥 炭 藓 (即①号 

基质)，⑨号基质的成活率显著低于蛭石和泥炭藓，而其朵基质的移 栽 成 活 率 都 在 

寰5 不同基质对试瞥苗移裁成活率与生长的影响 

注， 苗鲜 重为2O株 苗的 总重量 l苗高 为2O株 苗 的平均值， 成栝 率耐驻 用百分 数假设 耐驻{击，苗高用LSR}击 (下 

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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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以上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以蛭石作基质的试管苗生长高度与①号基质相较，无 

显著差异，但显著地高于③号基质，极显著地高于细沙 (cK)以及其他不同配比 的 移 

栽基质 英国学者研究认为c‘ t一种好的基质或将其略加修饰，即可适用于多种植物· 

蛭石是否具有此种广泛适用性，尚待进⋯步研究o 

2．3．2 不同容器对试管苗移栽敖果的影响由表6可见，以术箱作移栽容器，其试 管 苗 移 

栽成活率及苗高均优于其他容器。这主要是由于术箱容积较大，有利于使移栽基质所 固 

有的保湿、通气及吸附养分等性能处于 良好的物理状况所致。 

寰6 不属窖曩对试蕾苗移嚣效果eq影响 

洼-供 试材辩 为1．5月苗 ·瞳 机取 样，移裁 后周6谓查 - 

2．3．3 不 同苗龄的试管苗对移栽效果的影响由表7可知t黑穗醋栗的最适移栽 苗 龄 向 

I．5月 其成活率极显著地高于1月苗龄，显著地高于2月苗龄J平均苗高与2月苗龄无垃 

著差异，而显著地高于1月苗龄。 

寰7 不同苗醇的试蕾苗移藏效果 

拄- ·睹培 到咎裁 的 问脯 时坷． 

3 讨 论 

黑穗醋栗品种 丰产薄皮”和 “亮叶厚皮 茎尖离体培养，通过调整培养 基 中 的 

BAP浓度以获得幼苗分化数量与幼苗伸长的平衡，这一方法与Orlikowska的研究 结 果 

相近似 ‘ }但本试验在培养基中添加低浓度的IAA有利于苗分化，而Orlikowska则 证 

明t在培养基中添加任何种类和浓度的生长素都对黑穗醋栗品种 Roodk~op的培养呈 负 

作用c“。有的研究表明t添加GA。可以促进黑穗醋栗品种 “丰产薄皮 分化 幼苗的伸 

长 】，然而在本顶研究中添加GA。却没有呈现积极作用。 

Hcrmcn和Hess曾观察到大豆白化苗上胚轴的组织分化力较绿苗为弱，但其生 根 ， 

却高于绿苗 。因而推论植物的组织分化力与其再生力呈负相关。此外，在柑桔 微 型 

嫁接时，以暗培白化苗作砧木的嫁接成功率也显著高于绿苗” 。暗培养可能提高 了 幼 

苗的生长素含量，因而县有促进生根作用。然 而生长素只为形成根源基阶段所必需，而对 

根系的发展不利，因而暗培养诱导生根的临界期为3 d，一旦根原基形成即应转为光培， 

以促进根系发展和幼苗生长。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第2期 郭春慧等。烹穗醋栗试管苗生产工艺流程的研究 71 

Orlikowska观察到])AIBA溶液预处理幼苗，诱导生根效果显著，然而要 求 苗 高 为 

10 mm以上，而通过暗培养诱导生根，即使2～3 mm的小苗，亦获得了很好的生根效果· 

Sachiko Matsubara曾报道了芦笋腋芽离体培养的群体效匣 ，本研究室在芦 笋 腋 

芽离体培养中也证实了这一结果。但在黑穗醋栗的暗培养诱导生根密度试验中却表现了 

负的群体效应。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外植体在培养过程中通过新陈代谢释放了某种或某些 

物质，当释放的物质有利于植物生长时即表现出正的群体效应，反之则呈现负的群体效 

应。 

蛭石作为移栽基质具有保湿，保温和通气性良好等优点，同时因蛭石为高温煅烧而 

成，有利于培养无病苗。细沙虽通气性 良好，但不易保持适宜的温、湿度。 

本文所报道的实用化黑醋栗茎尖培养技术的应用，将为利用组培技术进行黑穗醋栗 

的快速繁殖、育种，抗性品种筛选及脱毒等工作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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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process for producing Plantle 

of Ribes nigrum 

Guo Chunhu； Ma Fengtong 

Mei Lixin Zhang Qiaorong 

(Shaan f Resareh Institute for the Loes~P|ateau Control，M IzM，Shaan vi) 

Abstract Ribes nigrum varieties--—---—— Bopi and Houpi were adopted 

to carry out shoot tip cul_ture in vitro．An average muItiplIcation rate 

0￡4．7 of shoots which were 1．4—3．1 time毫 higher than that previously 

reported was achieved within 20 dayg by regulating BAP concentration in 

the medium．83．3 ～ 96 of too ring was obtained following 1-3 clays of 

aark treatment with shoots at the density of 3 shoots per vessel on a 

ha strength MS medium without growlh hormones．W ith the substrate of 

vermiculite in wooden box． 97 of survival in prickling plantlets was made． 

The plantlets were successfully transplanted to the nu rsery with a vigOrous 

growth． A practical procedure for commercial plant production in Ribes 

nigrum by m r。pto gation was established． 

Key words Ribes nigrum， plantlet，-lonal propagation，dark treatment， 

vermicu1i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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