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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扁杏组培基本培养基与培养条件的优化研究

齐高强
,

赵 忠
,

张存旭
,

周锋利
西北农林科

一

技大学 林学院
,

陕西 杨凌

〔摘 要口 以 大扁杏龙王 帽为材料
,

研究 了外植体消毒
、

基本培养基
、

取材部位和 培养条件等因素对组培苗生

长 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采用 与 按体积 比
,

混合的消毒合剂处理外植体
,

灭菌

成功率可达 以改 良的 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
,

适合大扁杳 的分化培养 最适 外植体为茎尖

最佳培养条件为温度 一
,

光照强度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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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扁杏 尸二‘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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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植物
,

特指近年来北方地 区广泛推广栽植的 以龙

王 帽
、

优一
、

白玉扁
、

一窝蜂等优 良品系为主 的甜仁

杏品种
。

因其经济价值高
,

生态适应性强
,

栽植大扁

杏 已成为干旱
、

半干旱地 区农 民脱贫致 富的门路之

一 〕。

目前
,

生产上繁殖大扁杏仅采用嫁接 的方法
,

但 由于繁殖材料来源有 限
,

严重制约 了大扁杏 的大

面积推广
。

迄今为止
,

我 国除了有学者对大扁杏茎段 的组

织培养进行过初步研究外
,

有关杏茎尖组培研究仅

限个别报道
,

至今进展不大川 、

国外对杳的组织培养

研究起步于 。世纪 年代
,

研究较多且成功的是

通 过有性系种胚进行 组培仁
一 。

近年来
,

葡 萄牙 的

等仁
一

叼在杏组织培养
,

尤 其是在通 过 叶片转

基因方法获得再生体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利用

组培快繁的方法培育 良种苗
,

可 以不受地 区
、

气候 的

影响
,

扩繁速度 比常规方法快数万倍
,

因而能够及时

提供大量优质种苗
,

加速大扁杏优 良品种 的繁育
。

本

试验探讨了外植体消毒
、

基本培养基
、

取材部位和培

养条件等因素对大扁杏组培苗生长的影 响
,

以期 为

完善大扁杏组培快繁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

为优 良品

种的选育奠定基础
。

材料与方法

材 料

供试材料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实验苗圃内

的 年生大扁杏嫁接苗
,

品种为龙王 帽
。

方 法

外植体灭 菌条件 的 选择 取 年生大扁杏

植株 上当年抽生 的幼嫩枝条为外植体
,

在实验室水

培
,

去叶后用 自来水冲洗
,

灭菌滤纸吸干

水分
, 才

酒精表面消毒 后 口‘, 」,

分别用 以

下 组 消毒 剂进 行灭 菌处 理
亚 与

浏

按体积 比

混合 班 与
一

按体

积 比 混合
。

每组各设
,

和 个处理
。

灭菌处理后用无菌水冲洗 遍
,

灭菌滤纸吸干水分
,

切成 长
、

带 个节 的茎段
,

竖直插人培养基

中 。 ,

每瓶 一 个
,

后统计污染率和存活

率
。

基本培养基的 选择 基本培养基是植物组

织培养的重要基质
,

由于各种植物的遗传背景
、

生物

学特征不 同
,

因而对营养成分的需求也不同
,

选择合

适 的培养基对于组织培养成败至关重要 「’‘,口。

本试验

分 别 以 巨。 洁 。 刃 一 」
、

入 压

洁 。
一

口
、

〔。 。卜 。 于

」
、

改 良 巨。 才
。 、

〕为基本

培 养 基
,

其 中均 附加
二 一 , 。

,

蔗糖
、 ,

琼脂 八
二 。

培养条件的选择 选定基本培养基后
,

按照

单 因素简单对 比试验设计
,

分别用光照强度 一
,

温度 一
,

一
,

并在其他培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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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条件 光照时间
、

湿度
、

通风等 不变的情况下进行

不同环境条件下 的培养
。

取材部位的选择 剪取幼株的茎尖
、

茎段分

别进行诱导
,

培养 后统计株高
、

叶片数和分化

数
。

结果与分析

不 同灭菌条件对大扁杏外植体的灭菌效果

试验采用 种不同消毒剂对大扁杏外植体进行

灭菌处理
。

由表 可知
,

利用消毒合剂的效果优于单

独使用
。

进一步比较可知
,

利用第 亚组消毒剂
,

与 按体积 比 ,
混

合 处理
,

对大扁杏幼株茎段外植体 的消毒效

果最佳
,

成功率达
,

且外植体在培养基上 生 长

状况 良好
,

未出现褐变现象
。

不 同培养基对大扁杏芽启动和增殖的影响

表 结果表明
,

在 培养基上 生长 的外植

体分化数量少
,

生长状态较差
,

培养基褐化现象较严

重
,

因此 不适合作为大扁杏组培的基本培养

基
。

在
、

和改 良 培养基上大扁杏外植体

生长状态较好
,

其中在改 良 培养基上 的生长效

果最佳
。

因此
,

以改 良 培养基作为大扁杏组培的

基本培养基
。

表 不 同消毒剂对大扁杏外植体的灭 菌效果 比较

, ,

刀 〔

处理
消毒

时 ,可 , 歹匕亡率
污染率

几
存活 率

左

弓

表 不 同培养基对大扁杏芽启 动和增殖的影响
,
一

‘, ,‘ 刀 , , ‘议

培养基
株高 叶数

启动率 分化数
组培苗生 长状况

飞

基本无生长
,

褐 化严重
,

改 良
〔

生 长健壮
,

很少 出现褐化
, 飞

生长健壮
,

基本无褐化
,

生长健壮
,

叶片厚
,

深绿色
,

无褐化
〔子 、 ,

,

大扁杏不 同取材部位的诱导生长效果

剪取茎尖
、

茎段分别进行诱导生长
,

结果 表

表明
,

对于不同的外植体
,

芽启动需要的时间和出芽

数均不同
,

以茎段的分化能力较低
,

这可能是 由不同

外植体在 内源激素和养分含量上 的差异造成的 而

茎尖 由于解除了顶端优势
,

分化能力较高
。

表 大扁杏不 同取材部位 的诱导生长效果

厂 ‘ , , ‘ , 一 , , 亡 ,

取材部位

一

芽启动时间
石

分化数

茎尖 】

茎段 、

大扁杏不 同培养条件对分化苗生长的影响

光 照 强 度 表 表明
,

当光照强度为

时
,

芽分化数少
,

且叶片发黄
、

狭小
、

萎缩
,

的

外植体出现褐化 随光照强度增加
,

芽分化数明显增

多
, 日

一

卜片增大
。

当光照强度为 和 时
,

两处理间的芽分化数差异不显著
,

植株生长状况较

好
,

叶片深绿色 当光照强度增加到 和

时
,

芽分化数逐渐减少
,

叶片深绿色
。

大扁杏属 阳

性树种
,

在光照充足的阳坡生长发育 良好侧
,

因此在

大扁杏组织培养过程 中适 当增加光照强度
,

有利于

芽增殖生长
。

温 度 温度是大扁杏组织 培养 中不可忽

视 的要素之一
。

由表 可知
,

在 时
,

组培苗无分

化 在 一 时
,

组培苗分化较少
,

且生长缓慢

一 时
,

组培苗较早进人正 常生长
,

生长状态

最佳 以 时则生长减缓
,

褐 化和污染率均增

力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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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 同光照强度对大扁杏芽生长 的影响
,飞‘ ‘、 一

光照强度 分化数 平均叶长 组培苗生长状况

出现褐化 环

无褐化

无褐化

无褐化

无褐化

盆

斗﹄只内卜二了,曰八凸乃

⋯
︺

值 培养基 值直接影响植物对离子

的吸收
,

因此也影响大扁杳组培苗的生长
。

由表 可

知
,

值低于 时
,

大扁杏外植体分化数较低
,

且

培养 时玻璃化苗 比例升高
。

实践表明
,

在低

值条件下培养基常 出现软化
,

不仅接种操作 的难度

增加
,

而且导致污染加重
。

而 值高于 时
,

外植

体生长减缓
,

叶片出现黄化或颜色加深
,

且褐化率升

高
。

比较而言
,

以 一 的处理效果最佳
。

表 不 同培养温度下大扁杏芽的生长状况

, , ,

温度 分化数
见

芽高 污染率 组培苗生 长状况
一 士 们

无分化生长 ,

生长缓慢

生长缓慢

生长缓慢
,

玻璃化
, , ,

生 长 缓 慢
,

叶 片 发 黄
,

玻 璃 化
, , 生

生长健壮
,

叶片深绿色
,

生长健壮
,

叶片深绿色
,

生长健壮
,

叶片深绿色
子 ,

生 长减缓
,

褐化
、 ,

生长减缓
,

褐化
,

生 长几乎停止

公公水

且反口卜八︵了

八︺
。。

乙

门乙门口注
几

二八乃了口︹口乙白今,白乙

八日乙

表 不 同培养基 值对大扁杏外植体生长 的影响
, , ‘ ‘ ,

一

刀 , , 了

分化数 芽高 组培苗生 长状况
一

﹄,︺门﹄件门曰口

⋯⋯
︵月任一‘︸﹄﹄凌﹄口︵卜八口

⋯
,

⋯
门 生长缓慢

,

玻璃化 。 ,

〔 杭

生长缓慢
,

玻璃化 、 、 ,

肠

生长状况 良好

生长状况 良好

生长缓慢

生长缓慢
,

叶片黄化
,

生长缓慢
, 口

一

卜片黄化
,

褐化
, ,

生长缓慢
,

叶片黄化
,

褐化
, ,

讨 论

本试 验 结 果 表 明
,

基 本 培 养 基 中 。 才

。 歹 在 以下 时
,

大扁杏芽 的分化 无显 著差

异
,

而 。 洁 。 歹 过高明显不利于大扁杏外

植体的生长
。

据报道匡 〕,

提高培养基 中
,

和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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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降低 含量
,

有利于大扁杏组培苗生 长
,

并减

少褐化现象发生
。

玻璃化是大扁杏组织培养中最常见的问题
。

由

于玻璃化苗的生长发育停止
,

生理活性降低
,

因此生

根率和移栽成活率明显下降
。

本研究发现
,

茎尖外植

体玻璃化的比例较高
,

而茎段外植体玻璃化的比例

明显较低
。

这可能是 由于较大外植体的分生组织远

离培养基表面而使其生长环境的水分状况得到改善

所致
,

这与郭生武等叫的研究结果一致
。

本试验结果

还表明
,

当培养温度低于 或培养基 值低于

时
,

大扁杏外植体玻璃化 比例 明显升高 另外在

试验 中还观察到
,

培养瓶的通气状况越好
,

组培苗玻

璃化 比率越低
。

因此
,

选择适宜的培养温度和培养基

值
,

并选用通气性较好的封 口 材料
,

可 以有效减

少玻璃化的发生仁” 〕。

本试验只采用 了定量蔗糖作为碳源
,

除可为细

胞生命活动提供能源外
,

在培养基 中还起着维持一

定渗透压 的作用
,

有关蔗糖浓度与大扁杏组培苗玻

璃化率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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