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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梨醇作碳源对苹果微体繁殖的效应

马锋 旺 王 飞

(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
,

陕西杨陵 7 12 1 0 0 )

摘 要 比较山梨醇和蔗糖两种碳源在苹果微体繁殖中的作用表明
,

二者对增殖和生长

的最适浓度均为 30 9 / L
.

山梨醇代替蔗糖作碳源时芽的增殖倍数高
,

而新梢生长差
,

叶 /茎值

小
.

总碳源为 3 0 9 /L 时
,

采用不同比例的山梨醇和蔗糖配合有利于芽的增殖和生长
.

山梨醇

对生根的作用显著低于蔗糖
,

而在山梨醇培养基上继代 4 次后
,

生根得到明显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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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梨醇是蔷薇科果树主要的光 合产物
、

运输和贮藏物质
〔`

·

” 。

一般植物的离体培养中

适宜的碳源是蔗糖
,

而山梨醇是许多蔷薇科果树愈伤组织生长的适宜碳源
,

其作用显著优

于蔗糖
〔 ,

,
` , 。

P u a 和 C h o n g 的研究表明
,

西伯利亚海棠茎尖分生组织在山梨醇培养基上产

生的新梢数量比蔗糖培养基多
,

而两者的生根率却无差异
〔 5 , ,

而握太华 3 号苹果砧木用山

梨醇作碳源时
,

新梢增殖数量与蔗糖相近
,

但生长差
,

并产生不正常苗
〔̀ , 。

为了进一步探明

山梨醇在苹果属微体繁殖中的效应
,

本试验比较了山梨醇和蔗糖在苹果品种
“

长富
一

2
”

茎

尖培养中增殖
、

生长和生根的作用
。

1 材料与方法

试材为苹果品种
“

长富
一

2”
继代 6一 7 次的茎尖培养物

。

增殖培养基为 M S 基本培养基

附加 6
一

节基腺嘿 p令( B A ) 1
.

0 m g / L
、
口引噪丁酸 ( I B A ) 0

.

5 m g / L
,

生根培养基以 l / 2 M S 为

基本培养基
,

附加 IB A 0
.

5 m g / L
,

并添加不同浓度的蔗糖和 山梨醇
。

琼脂浓度为 0
.

6 %
,

p H 值在高压灭菌前调至 5
.

8
.

将继代培养材料切取约 0
.

5 。 m 的茎尖接于增殖培养基上
,

35 d 后统计增殖倍数
、

大 于 1 c m 能够作为生根用的新梢 (简称有效新梢 )百分率和 叶 /茎

(干重 )
.

每处理 10 ~ 12 瓶
,

每瓶接种 4 个茎尖
。

生根培养时将大于 1 o m 的新梢接于生根

培养基上
,

先进行 6 d 暗培养
,

然后转入光下培养
,

培养 28 d 后统计生根率和根条数
,

每处

理 8一 10 瓶
,

每瓶接种 3 个新梢
。

培养温度为 25 ℃
,

光照强度为 Z o o o lx
,

每日照光 16 h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山梨醇对增殖和生长的影响

表 1 可以看出
,

在所试的山梨醇和蔗糖浓度处理中
,

增殖倍数和有效新梢百分率均以

30 9 / L 最高
,

说明山梨醇对增殖和生长作用的最适浓度与蔗糖相似
.

而叶 /茎则随着浓度

增大逐渐减小
,

说明两种碳源浓度的增加均有利于茎干重的增加而不利于叶片的生长
。

山

梨醇所有浓度处理的增殖倍数均高于同浓度的蔗糖
,

而有效新梢百分率和叶 /茎均小于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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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

可见
,

山梨醇对芽的增殖有利
,

而蔗糖对新梢生长和叶片生长有利
。

在总碳源浓度为 30 9 / L 的情况下
,

分别在培 养基巾加入不同配比的 山梨醇和蔗糖
,

试验结果表明 (表 2 )
,

培养基 中含有 25 % ~ 1 0 0% 山梨醇其增殖倍数均高于单加蔗糖处

理
,

而含有 25 纬~ 1 .0( 肠蔗糖时有效新梢百分率均高于单加山梨醇处理
。

其 中增殖倍数以

75 %山梨醇 + 25 %蔗糖配 比最高
,

但与 5。%山梨醇 + 50 %蔗糖和单加山梨醇之间无显著

差异
。

有效新梢百分率以 25 % 山梨醇 + 75 %蔗糖配 比最大
,

但与 50 % 山梨醇 + 50 %蔗糖

和单加蔗糖之间无显著差异
.

随着山梨醇百分 比的增加
,

叶 /茎 比依次下降
。

表 1 山梨醉和蔗糖对增殖和生长的作用比较 表 2 不同配比山梨醉和蔗糖对增殖和生长的影响

处 理
( g / L )

有效新梢
( % )

叶 /茎 山梨醉 + 蔗塘
(% )

增殖倍数
有效新梢

( % )
叶 /茎

0 + 10 0

2 5 + 7 5

5 0 + 5 0

7 5 +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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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梨醇对生根的影响

蔗 糖 3 种浓 度 处理 的 生 根 率 相 近
,

而 山梨 醇 以 3 0 9 / L 的 生 根 率 最 高
,

但与

10 9 L/ 浓度处理无显著差异
。

对根条数来说
,

二者均 以 10 9 / L 浓度处理最多
,

随着浓度

的增加
,

根条数逐渐减少
。

所有浓度山梨醇处理的生根率和根条数均低于同浓度蔗糖
。

在

生根培养基碳源总量 30 9 / L 的情况下
,

分别加入不同浓度配 比的山梨醇和蔗糖
,

结果发

现 (表 4 )
,

培养基中含有 25 %一 1 00 %的蔗糖
,

其生根率和根条数均高于单加山梨醇的处

理
,

其中在培养基 中加入 50 % 山梨醇十 50 %蔗糖时生根率最高
,

加入 25 %山梨醇 + 75 %

蔗糖时根条数最多
,

但与其他含蔗糖的处理无显著差异
。

试验结果还表明
,

在山梨醇培养

基上继代 4 次的新梢在山梨醇和蔗糖生根培养基上的生根率和根条数无显著差异
,

与蔗

糖继代 4 次后在蔗糖生根培养基上的生根率和根条数也无显著差异
。

三者均显著高于蔗

糖培养基继代培养 4 次后在山梨醇生根培养基上的生根率和根条数
。

表 3 山梨醉和蔗糖对生根的作用比较 表 4 山梨醉和蔗枯不同配比对生根的影响

处 理
( g / L )

根率
% )

平均根条数
(条 )

山梨醉十

蔗搪 (% )
生根率 (写 ) 平均根条数 (条 )

3
.

78 be

3
.

06 e d

2
.

4 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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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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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
,

与蔗糖相比
,

山梨醇作碳源时增殖倍数大
,

而新梢生长差
、

叶 /茎小
.

说明山梨醇和蔗糖在器官发生
、

生长和形态建成方面具有不同作用
。

山梨醇有利于芽的增

殖而不利于芽的生长
,

有利于茎干物质的增加而不利于叶片的扩大
。

这与山梨醇在西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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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海棠和握太华 3号上的作用均有不同之处 .[s
` 〕

。

可见苹果属不同基因型对山梨醇的反应

不一
。

培养基中一定比例的山梨醇和蔗糖配合使用
,

既可得到高的增殖倍数
,

又有利于芽

的生长
。

因此
,

采用 山梨醇和蔗糖配合作为碳源
,

或采用二步法可提高苹果微体繁殖的效

率
。

同时
,

用山梨醇作碳源有利于利用离体培养物进行种质资源保存和交换
。

但由于 山梨

醇的价格高于蔗糖
,

在应用时应考虑成本问题
。

山梨醇对苹果生根的效应显著低于蔗糖
。

虽在培养基中山梨醇和蔗糖配合应用生根

率和根条数优于单用山梨醇
,

但与单用蔗糖无显著差异
。

因此
,

苹果微体繁殖中
,

生根培养

基以蔗糖为碳源较好
。

山梨醇培养基上继代培养 4 次后所产生的新梢其生根率和根条数

得到改善
,

不论在生根培养基上采用山梨醇还是蔗糖
,

生根率和根 条数不再表现明显的差

异
.

说明经过在山梨醇培养基上继代培养
,

新梢 内部的生理代谢特别是碳水化 合物代谢发

生了改变
,

导致新梢形态上的变化
,

这种生根效应的生理机制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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