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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离体繁殖的研究

马锋旺 ,张军科 ,李嘉瑞
(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 ,陕西杨陵 712100)

　　 [摘　要 ]　对影响杏离体繁殖的有关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杏的增殖和生长适宜

的 BA和 IBA质量浓度分别为 1. 0～ 1. 5和 0. 05～ 0. 1 mg· L- 1 ,生根适宜的 IBA质量浓度

为 0. 2 mg· L- 1 .培养基中加入 GA3和降低 N H4 NO3浓度有利于加长生长。随着继代培养次

数的增加 ,芽的增殖、加长生长和生根效应均呈上升趋势。山梨醇作碳源时芽的增殖倍数高于

蔗糖 ,而新梢生长差 ,生根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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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 ( Armeniaca vulgaris Lam. )原产我国和中亚 ,是适应性很强的果树树种之一。由于

杏果和杏仁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医疗保健效果 ,近几年已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特别是

仁用杏 ,已成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致富途径之一。

果树的离体繁殖研究已获得了长足发展 ,而杏的研究目前报道很少 ,国外研究者曾对

杏属中的梅和欧洲杏品种离体繁殖进行了报道
[1, 2 ]
。 在国内 ,覃兰英等

[3 ]
首先对杏砧木的

茎尖培养进行了研究。 通过李孟玲等
[4 ]
的研究发现 ,杏栽培品种茎尖培养较难成功 ,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加长生长缓慢 ,但不同品种间差异很大。本试验以生长较好的“龙王帽”品种

为试材 ,进行了杏离体繁殖的研究 ,以期为杏离体繁殖的实用化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1994～ 1996年进行。所试品种为“龙王帽”。材料采自西北农业大学杏种质资

源圃 ,树龄为 3年生 ( 1994年 )。室内催芽的新梢经常规消毒后 ,切取 0. 3 cm左右的茎尖

和带芽茎段 ,接于改良 M S( 1 /2 N H4NO3 )附加 10 g· L
- 1

PV P(聚乙烯吡咯烷酮 )、 5

g· L
- 1琼脂粉、 30 g· L

- 1蔗糖及不同质量浓度 BA的培养基中 ,每 35 d继代培养 1次。切

取大于 0. 5 cm的新梢接于 1 /2改良 M S附加不同质量浓度 IBA和 15 g· L- 1蔗糖或山

梨醇的生根培养基中 ,先进行 4 d暗培养 ,而后置于光下培养。 培养基的 p H值调至 5. 8,

培养温度为 ( 25± 1)℃ ,光周期为 15 h光照 /9 h黑暗 ,光照强度为 3 000 lx.每个处理的外

植体数均在 30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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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芽的增殖和生长

2. 1. 1　不同质量浓度激素对增殖和生长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表 1) ,从增殖倍数和生

长两方面考虑 ,以 BA 1. 0～ 1. 5 mg· L
- 1+ IBA 0. 05～ 0. 1 m g· L

- 1最适。单用 BA时增

殖倍数较低 ,加长生长很差。在 IBA为 0. 1 mg· L
- 1的基础上 ,比较了 1. 0 mg· L

- 1
BA,

ZT和 KT 3种细胞分裂素对增殖和生长的效果 ,结果发现 , 3种细胞分裂素对增殖和生

长的效果以 BA最佳。在 BA, IBA分别为 1. 0, 0. 1 mg· L
- 1的基础上 ,附加 0. 5～

2. 0 mg· L
- 1

GA3促进了新梢的加长生长 ,其中以 1. 0 mg· L
- 1
最好 ,大于 0. 5 cm的新

梢率为 37. 5% ,比对照 ( 23. 4% )提高了 14. 1% .

表 1　 BA和 IBA质量浓度对杏茎尖增殖和生长的影响

质量浓度 / ( mg· L- 1 )

BA IBA
增殖倍数

≥ 0. 5 cm
新梢率 /%

质量浓度 / ( mg· L- 1)

BA IBA
增殖倍数

≥ 0. 5 cm
新梢率 /%

0. 5 0. 1 3. 23 bc* 26. 5 1. 0 0 3. 06 c 5. 2

1. 0 0. 1 4. 15 a 24. 3 1. 0 0. 05 4. 16 a 20. 7

1. 5 0. 1 4. 24 a 20. 6 1. 0 0. 2 3. 47 b 26. 2

2. 0 0. 1 3. 86 ab 12. 1 1. 0 0. 4 2. 72 c 20. 4

　　注: * 邓肯氏多重极差测验的显著差异 (P= 0. 05) .

2. 1. 2　不同碳源对增殖和生长的效果　在增殖培养基中分别加入 30 g· L
- 1的蔗糖和

山梨醇 ,比较了 2种碳源对增殖和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 ,山梨醇作碳源时增殖倍数

( 5. 84)显著高于蔗糖 ( 4. 35) ,而大于 0. 5 cm的新梢率则相反 ,蔗糖培养基 ( 27. 4% )明显

高于山梨醇 ( 14. 1% ) ,说明山梨醇作碳源有利于芽的增殖 ,而对加长生长不利。

2. 1. 3　 N H4 NO3浓度对增殖和生长的影响　以 M S培养基作对照 ,将 M S培养基中的

N H4NO3分别减少到原来的 1 /2(改良 M S1 )和 1 /4(改良 M S2 )。由表 2可以看出 ,培养基

中 N H4NO3浓度降低后显著促进了新梢的加长生长 ,但含 1 /4 N H4 NO3的改良 M S2培养

基叶色发黄 ,且增殖倍数显著下降。含 1 /2 N H4 NO3的改良 M S1培养基增殖倍数与 M S

无显著差异 ,且叶片颜色正常。 因此 ,杏茎尖培养离体繁殖以改良 M S培养基较好。

表 2　 NH4NO3浓度对杏茎尖增殖和生长的影响

培养基 增殖倍数 ≥ 0. 5 cm新梢率 /%

M S 4. 67 a 19. 8

改良 M S1 ( 1 /2 N H4NO 3) 4. 30 a 34. 6

改良 M S2 ( 1 /4 N H4NO 3) 2. 85 b 43. 1

2. 1. 4　继代培养次数对增殖和生长的影响　对继代培养不同次数的茎尖增殖和生长的

试验结果表明 ,在所试次数范围内随着继代培养次数的增加 ,增殖倍数和大于 0. 5 cm新

梢率逐渐提高。继代 2, 4和 8次的增殖倍数分别为 3. 21, 4. 15和 5. 05,大于 0. 5 cm新梢

率则分别为 9. 2% , 24. 3%和 38. 4% .这说明随着继代培养次数的增加 ,茎尖增殖和生长

状况逐步得到改善。

2. 2　生　根

2. 2. 1　 IBA质量浓度对生根的影响　将继代培养 5次的新梢接于不同 IBA质量浓度的

13第 4期 马锋旺等: 杏离体繁殖的研究



生根培养基中 ,试验结果表明 (表 3) , IBA质量浓度在 0. 2 mg· L
- 1
时生根率最高。随着

IBA质量浓度的增加 ,根条数逐渐增多 ,但根长度依次减小。高质量浓度的 IBA易使新梢

基部产生愈伤组织。

表 3　 IBA质量浓度对杏生根的影响

IB A质量浓度 /
( mg· L- 1 )

生根率 /%
平均

根条数 /条
平均

根长度 /cm
IBA质量浓度 /

( mg· L- 1 )
生根率 /%

平均
根条数 /条

平均
根长度 /cm

0 0 — — 0. 4 68. 4 2. 8 a 2. 4 b

0. 1 60. 3 1. 4 b 3. 5 a 0. 8 30. 2 3. 3 a 1. 2 c

0. 2 78. 6 2. 6 a 3. 2 a

2. 2. 2　继代培养对生根的效应　当继代培养 2次时 ,离体新梢生根率很低 ,而随着继代

培养次数的增加 ,生根率逐渐提高。在 IBA为 0. 4 mg· L
- 1的生根培养基上 ,继代培养 2,

4, 6和 8次的生根率分别为 25. 6% , 40. 8% , 70. 7%和 76. 7% .根条数也随着继代培养次

数的增多而呈上升趋势 ,但变化幅度相对较小。

2. 2. 3　不同碳源对生根的效应　在 IBA为 0. 2 mg· L
- 1
的生根培养基中分别加入

15 g· L- 1的蔗糖和山梨醇 ,比较了 2种碳源对生根的影响。 结果发现 ,山梨醇作碳源时 ,

其生根率 ( 32. 8% )和根条数 ( 1. 8)均显著低于蔗糖的生根率 ( 71. 3% )和根条数 ( 3. 1)。

图版 1　杏离体繁殖的过程

1.芽的增殖生长 ; 2.新梢生根 ; 3.植株移栽成活

3　讨　论

由本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杏的增殖和生长需要一定质量浓度配比的 BA和 IBA.单加

BA时加长生长慢 ,加入 IBA可使大于 0. 5 cm的新梢率大大提高 ,从而可获得较多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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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根的材料。同时 ,加入 IBA后还提高了杏芽的增殖倍数 ,这与 Lundergan认为
[5 ]
加入

IBA会降低 B A对苹果增殖效果的结论相矛盾。可能 BA对不同树种芽的增殖效应不同。

Pua发现 [6 ] ,在高质量浓度 N AA和 BA的配比下使用 GA3对增殖有抑制作用 ,但当与低

质量浓度的 N AA和 BA配合使用时 ,则对增殖无作用或有增加的趋势。 在本试验所用

BA和 IBA质量浓度配比的基础上 , GA3对杏增殖的新梢生长有促进作用 ,这种效应可能

与不同树种及其他激素的种类和浓度有关。据报道
[7 ]

,随着继代培养次数的增加 ,生根率

相应提高。同时 ,由本试验可以看出 ,杏茎尖的增殖和生长也随着继代培养次数的增加而

逐步得到改善。因此 ,在杏离体繁殖中 ,需要继代培养多次后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至于

需要继代多少次以及继代次数更多以后的效果如何 ,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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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tro Propagation of Apricot

MA Feng-wang, ZHANG Jun-ke, LI Jia-rui
(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N or thwestern Ag ricu ltural Universi ty ,Yang lin g , Shaanx i 712100,Ch ina )

Abstract: Some facto rs influencing in vi tro propagation of aprico t ( Armeniaca vul-

garis Lam. ) w ere studied. The resul ts showed tha t the optimum concentrations o f ben-

zyladenine( BA) and indo le-3 buty ric( IBA) fo r shoot prolifera tion and g row th w ere 1. 0

- 1. 5 and 0. 05- 0. 1 mg /L, respectiv ely. IBA at 0. 2 mg /L w as most fav ourable fo r

rooting. Adding gibberellic acid( GA3 ) and reducing N H4NO3 concentration of M S medi-

um promo ted shoot elongation. The prolifera tion rate o f buds, shoo t elongation and ro ot-

ing ability had an increasing trend wi th increasing o f subcul ture number. Sorbi to l as car-

bon source promo ted pro li feration, but decreased shoo t g row th and roo ting ability com-

pared w ith sucrose.

Key words: apricot; in vit ro propaga tion; prolifera tion; shoo t elongation; roo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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