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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乍娜 ( Z an
a

) 试管繁殖的几个因素

王桂郁 徐明寿

(汉中师范学院生物系 )

摘 要

采用改 良B
。
作 为培养基培养乍娜 (aZ an ) 单茅兰段

,

研 究了培 养基 中微量

元 素
、

有机成分
、

激素
、

光
、

温条件对其繁殖倍数的影响
。

提 出 了改 良B
。
中微

童元 素减半
、

在 2 0 0 0米烛 光连续照 龙下补加 自然 尤照 ; 多次 继代培养中拾入一

次无嵌素的培养能提 高繁植倍数
, 认得壮 苗

。

对肌醇仗进或抑制茎段生 长的作

用进行 了讨论
。

关键词 乍娜试管繁殖
; 改 良B

S

培养基
; 单芽茎段 ; 微量元素 ; 有机成分 ; 激素 ;

光 ; 温度

乍娜 ( aZ n a) 系 19 7 5年由阿尔巴尼亚引入我国的早熟大粒鲜食葡萄品种
。

中国农科

院兴城呆树所将它作为当前大力发展的品种之一
〔 6 J , 其种苗需 要 尤为迫 切

。

除采用常

规方法繁殖外
,

利用植物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法能更快的提供大量苗木
, 俩正生户需要

。

葡萄试管繁殖
, 国内外已有报道 “

一
句 〔 7 , ”了 ,

并开始或已开始在生 产上应用
￡4 ’ ` , 8 , ` 。」 。

有关乍娜试管繁殖的报道不多
,
为提高乍娜葡萄茎段培养繁殖速度

,
我们对乍娜试管繁

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试验
, 以便获得较优的培养基和培养条件`

材料与方法

(一 ) 材料

用葡萄茎段综合消毒技术
〔` ” 了
获得乍娜 品种无菌苗

,

经继代茎段培养获 得
。

(二 ) 培养谷和培养条件

改良 B 。 〔` , + 0
.

2毫克 /升 I A A + 1
.

5%蔗糖 + 0
.

4 %琼脂 粉
。

p H S
.

s
。

2 5一 2 8
一

C Z 0 0 0

米烛光连续 24 小时照光培养
。

(三 ) 试脸方法

采用单芽茎段培养
。

设置了减少微量元素
、

除去 K l
、

增减有机 成分
、

除 去 I A A
、

改变光
、

温培养条件等处理
。

每处理 10 一 15 瓶 , 每瓶 ( 1 50 毫升三角瓶 ) 植 入 带叶单芽

此工作系在甘肃农业大学农学系植物生理教研组进行
,

承曹孜义同志指导
、

审阅
,

特表感谢
.

本文于 1 98 6年 1月 2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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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四 段
。

二十天后统计发根茎段数
,

三十天后统计成苗数 (下 部 发 根上部芽已生长的

苗 )
、

新生节数
。

用芽的增殖倍数表示繁殖速度
。

芽增殖倍数
_ 新生节总数

试验茎段数

结果与讨论

(一 ) 微盆元素对乍娜茎段培养增殖速度的影晌

乍娜茎段培养在微量元素减半的改 良B
S

培养基中生长明显转好
。

芽的增殖倍数约提

高一倍
,
发根率和成苗率分别增加 8 5

.

5%和 64 % (表 1 )
。

表 1 微皿元素对乍娜茎段生长的影晌

培 养 基 试验茎段数 发根茎段 ( % ) 芽增殖倍数

改良B .

改良B . 微量元素减半

6 5
。
0

5 2
。
0

4 9
。
2

8 0
。

8

成苗 ( % 》

4 7
。

7

8 8
。
5

2
。

2 9

4
。

5 9

改良 B .

不加 K l的改 良B .

3 4
。
0

4 5
。
0

3 6
.

5

4 7
。
0

5 0

4 2

2
。
5 1

2
。
2 2

M o C 0 w n 和 L l o y d等认为在木本植物的组织培养中
,

培养基中不加 K l效果好
。
C he

e .

R
.

等
〔“ 了
在无 K l的 G D 培养基中

, 用于繁殖 21 个葡萄品种
, 其 中 15 个品

、

种是成功的
。

但

从我们的试验结果 (表 1) 看
,

不加 K l的培养基上乍娜茎段的发根率和成苗 率有所提高
几

(约 n % )
,
芽增殖倍数却降低了 13 %

,

而后者是繁殖速度的关键性指标
。

因此 , 在乍

娜茎段培养的培养基中加 K l比不加为好
。

(二 ) 有机成分对乍娜整段生长的影晌

增加或减少改 良B
S

培养基中有机成分总量
,

不利于乍娜茎段生长
,

不加有机成分则

生长更差
,
发根率和成品率分别降低 1 9

.

4%和 2 7
.

1% , 芽增殖倍数降低近一倍 (表 2 )
。

改 良B
。
培养基中有机成分量较大的是肌醇 ( 25 毫克 /升 ) 和硫胺素 (1 o毫克 /升 )

。

硫胺

素用量减少 10 倍或 1 00 倍 , 乍娜茎段生长有所改善
; 而肌醇用量增加一 倍 则 出现抑制作

用 , 抑制作用随肌醇用量的进一步增加而增大 (表 3 , 4)
。

现在 已知肌醇是椰子乳促进生长系统的中性部分
厂川 ,

具多种生 物学作用
。

它是形

表 2 增减改良 B
S

培养基中有机成分总盆对乍娜茎段繁殖的影响

培 养 基 } 试验茎段数 !
发根率 (% ) } 成苗率 (% )

{
。2天芽增殖倍数

改良B .

有机
·

成分增加一倍

有机成分减半

有机成分为零

5 2

5 5

通9

4 4

8 0
。
8

7 4
。
5

73
。
5

61
.

4

8 8
。
5

81
。
5

7 5
。
5

6 1
.
4

4
。
5 9

2
。

6 7

3
。
2 0

2
。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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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硫胜案和皿醉用扭对乍娜
;
落段繁殖的影晌

发根率 ( % ) 】成苗率 (% ) 】芽增殖倍数

0
。
l

1
。
0

5 5
。
0

4 0
。
9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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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

8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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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醉硫胶素

2 8
。

3

4 0
。

6

4 9
。
2

4 2
。
2

4 5
。
2

4 7
。
7

5 5
。
2

4 7
。
2

2
。
2 9

2
。

6 0

2
。
2 00

ù扣八UnV2
1卜J11

(毫克 /升 ) (毫克 /升 )

表 4 不同光
、

温条件下硫胺素和肌醉童对乍娜茎段繁殖的影响

2 0 0 0米烛光连续光照 2 5一28 ℃

处 理

2 0 0 0米烛光连续光照 十 1 妇}
、
时自

然光昼温2 5~ 2 5 ℃
,

夜温 1 9一 2 0 ,C

发根率 (% )

}
成苗率`” )

}
芽增殖。 数 {

发根率 ( % )

}
成苗率 ( ,、 )

{
芽增殖倍数

0
。

1

1
。

0

1 0

4 3
。

3

4 4
。

8

4 5
。

6

4 6
。

3

4 3
。

4

5 2
。

2

2
.
8 7

2
。

性9

2
。

5 1

6 9
。

3

7 5
。

0

8 9
。

2

5 9
。

7了
。

9 1
。

7

1
。

7 7

2
。

5 8

3
。

6 4

5 8
。

5

4 9
。

7

4么
。

9

6 0
。

2

4 1
。
7

4 6
。
7

2
·

6。
}

7 2
·

0

}
7 2

·
2

}
“

·

3 9

2
· ” 5

{
7 0

· `

}
7 6

·
7

!
3

·

“

2
。

1 7 1 6 7
。

4 1 7 2
。

1 1 3
。

2 3八U

二Jl)甘n甘O白亡J,二

成植物细胞壁前体的重要中间产物
〔`幻 , 又是生物膜 中磷脂的 组成部分之一

。

在植物线

粒体和叶绿体膜磷脂中
,
以磷脂酸肌醇形式出现

,

并对 A T P酶的活力起一定作用
「’ “ 了 ,

尤其它以生长素

-
肌醇复合物的形式

,

与体内肌醇相互作用
,

参 与 植 物生
一

长调节过

程 〔川
。

因此朋醇是细胞 和组织培养中常用的附加成分
。

王光远 等观察到培养基 中肌醇用

量对于草叶肉原生质体的生长和细胞分裂有明显影响
。

川L醇缺乏或过高 (培养基中无肌醇

或含 1 0 0 0毫克 /升 ) 细胞不分裂
; 肌醇用量低于 1 00 毫克 /升

,

培养的细胞 转入 新培养基

中细胞生长速宰明显减慢
“ 咯〕 。

这说明肌醇通过生长素
、

A T P酶活性等影响细胞的生长

和分裂过程
, 从而对乍娜茎段繁殖速度发生影响

,

促进或抑制决定于它的用量
。

(三 ) 激素对乍娜茎段增殖速度的影响

生长素类激素对多数葡萄品种 (包括乍娜 ) 茎段繁殖是需要的
。

经长期继代培养形

成的乍娜苗
,

发现有根系生长过旺
,
芽增殖倍数降低的现象

。

这是生长素促进根生长的

结果
。

此时若将该幼苗单芽茎段转入无生长素的培养基中
,

其发根率
、

成苗率和芽增殖

倍数均增加约 1 / 3
。

向四) 光
、

一报称对乍娜单芽越段橄玻的形晌

关于葡萄试管繁殖中有无光
、

温条件对繁殖速度的影响报道不多
。

C h e。 ,
R

,

等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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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品种要求每天短光照
,

·

有些要求长光照
, 多数无关

。

从我们的试验结果看 (表 4) ,

在连续 日光灯照明下
, 白天增加自然光照

,
夜晚温度稍低 ( 19 一 20 ℃ )

,
,

再增高硫胺案

和肌醇量
,
有利于提高繁殖倍数

, 而且苗色绿
、

茎粗壮
。

增加 自然光照有利于物质的合

成
,
也可能加速对光不稳定物质的分解

。

适当提高硫胺素和肌醇用量
,

从而促进茎段生

长 , 其机理 尚待研究
。

结 论

1
.

用对大多数葡萄品种试管繁殖较适用的改 良B
。

培养基
,
适当调正某些成分的用 t

和光
、

温条件
, 能在短期内获得较满意的结果

。

试验表明
:
采用微量元素减半的改良B

。

培养基
,

25 一 28 ℃连续照光
,
补加自然光照

, 是进行乍娜茎段繁殖的较优条件
。

2
.

在多次继代培养中
,

适时转入无激素的培养基中培养可提高繁殖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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