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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诱导芦笋试管苗生根效果的研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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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黄土高原治理研兜所，硅西米脂·7181oo) 5 埘‘ 

摘 要 将芦笋腋芽继代培养所分化的芽丛切取 2～3 mm长的茎段 ，接种至 MS添加适 

量酌 PPⅢ，IBA．NAA，KT的培养基上诱导生根 ，经 10～15 d培养+80 ～9O 的茎段产生鸡 

爪 根 {Franclin．UC瑚和 Mary Washington三 个 品 种 台勺生 根 率 分 剐 为 75．5 ，88．9 和 

88．9 F茎切段经第 3代培养后至第 l0代生根率出现进 80 以上的均衡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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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芦笋腋芽 的离体 培养．前人 已作了许多研究。Murashige等(1972)、Yang等 

(1 973)。’ 曾先后以芦笋茎尖和腋芽为外植体诱导出试管植株；周维燕(1981)曾使芦笋试 

管苗生根率提高到 40 ～44 ．时间缩短 3～4周。 ；Chin(1 982)、冯晓棠等(1 991)曾分 

别以嘧啶醇(Ancym[do1)和 3种生长素复用的 MS培养基 ，使某品种或易生根型材料的试 

管苗生根率由 26 提高到 100 “ ．但在多数情况下 ，芦笋试管苗根的分化来源于愈伤 

组织 ．不仅分化速度慢 ，而且大多数根发育不正常，因而移栽成活率低 同时，由于不同 

品种或材料对组织培养的反应不一，有许多品种的试管苗依然生根率很低。本项研究的主 

要 目的是利用 PP 诱导芦笋试管苗生根，为建立芦笋优 良无性系快速繁殖技术体系提供 

经济、实用的技术。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料 

将 由芦笋腋芽继代培养所分化的芽丛(图版 1)，切成 2～3 mm切段．接种于 MS附 

加不同生长激素培养基的三角瓶(瓶容量 100 mL，含培养茎 20 mL)。其中： 

①培养基 中PP 的浓度对芦笋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试验设 PPm浓度分别为 0．5， 

1．0．1，5和 2．0 mg／L4个处理，以 0 mg／L为对照。 

②PP 与嘧啶醇(AncymidoD诱导芦笋生根效果的比较 以 MS为基本培养基(蔗 

糖 3 ，琼脂 0．7 )，用常用的生长素及细胞分裂素，配合 PP (江苏产)和嘧啶醇(瑞 

典)，设计 8种培养基(见表 1)。 

③不同品种的生根效应 供试 品种为美国引进的 UC ，Franklin，Mary Washing— 

ton，Idlea和 UC 

④PP 诱导不同培养世代的芽丛茎段生根的效果 

收倩 日期 19g2一∞一31 

1)本研究已于 1993 03—26通过省缎鉴定}2)现在陕西省蚕桑研究所工作．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3期 郭春慧等：P ，s诱导芦笋试管苗生根效果的研究 33 

以上试验每瓶接种 12或 15个芽切段 ，每处理 3～5瓶，重复 3次。接种后 14 d调查 

生根率，以根数 3条以上计为生根苗。生根率测验用一个重复的数据，在 P一0．05水平上 

进行 Ducan's多重 比较。 

培养条件 白天温度为 25土2~C，夜间 23"4-2℃；光照强度 1 500 Ix，光周期 16 h． 

表 1 不 同组台培养基的激素含量 mg／L 

注 IN——NAA( 藁乙酸)II-- IBA(吲哚丁酸)IB——BA(6-苄基曩基嘌岭)IK——KT(激动薏)}P—— PⅢ 

t多放唑)IA——Anc m 。I(陆啶醇)． 

2 结果与分析 

2．1 PP 诱导芦笋芽苗生根的最佳浓度 

由图 1可见，当 PP 的浓度由 0．O～2．0 mg／L时，其诱导芦笋芽苗生根效 果的变化 

呈典型的抛物线型。其中以浓度为 1．0 mg／L的效果最佳(图版 2)，平均生根率为 9O ， 

比对照(不加 PPm)高 107．7 ．方差分析表 明，PP， 浓度在 1．O～1．5 mg／L之问，诱导生 

根效果没有显著性差异，但二者均显著地高于 0．5 mg／L，极显著地高于 2．0 mg／L．通过 

敏据转换，线性 回归得到 PP。 不 同 浓 度 与 芦 笋 生 根率关系的特征曲线 ： 一40．67十 

89．65 —43．33x ，相关 系数 R一0．89一 ． 

图 1 PPⅢ浓度对芦笋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10O 

。 

斟 60 

刊 4O 

2O 一 

N+ IB+ INK+ INK 

培养基 激素组台代号 

图 2 PP螂与嘧啶醇诱导生根的效果 

圈示加PPm；口示嘧睦醇 

2．2 PP 与嘧啶醇诱导芦笋试管苗生根效果的比较 

由图 2可见，PPm的作用效果与国外报道的嘧啶醇作用趋势相近“ 。二者与 INK结 

合的生根率分别为 85．O％和 86．7 ，显著地高于对照(INK不加 PP 减 嘧啶醇)，极显著 

地高于和 N或 IB配台的复合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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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P 诱导不同品种芦笋试管苗生根的效果 

各品种接于含 PP (1．0 rag／L)的培养基．生根结果调查(表 2)表 明．Mary Wash— 

ngton，UC 和 Franklin3个 品种 的生 根 表2 PP枷诱导不同品种生根的效果 

率较高 ，达 75．5 ～88．9 ．三者问没有 

显著性差异．但显著地高于品种 Idles和 

UC， ． 

2．4 PP 诱导不同培养世代的 

芽丛茎段生根的效果 

以建立腋芽培养的无菌材料后进行继 

代增殖培养一次为一代．依次类推 。培养基含有 PP (1．0 mg／L)时 ，不同世代的生根效 ． 

果如图 3所示 。由图 3可见．继代培养 3代后至第 10代生根率出现达 80 以上的均衡峰 

值．显著地高于 2代 ，极显著地高于 1代。其继代培养代数与生根率的关系符台对数函数 

曲线 ，方程 一38．70+58．22[gx．相关系数 R一0．90一． 

3 讨 论 

在 MS培养基内添加 PP (1．0 mg／L)，14 d后生根率达 90 ，与国外报导的密啶醇 

效果相近似 ，由于 PP 国产价廉 ，易于购买， 

固而对生产芦笋试管苗具有经济、实用价值。 

Desjardins(1987)报道嘧啶醇可能是破 

坏 了顶端优 势而促进 了生根“ ，Khunachak 

(1987)证明嘧嚏醇抑制赤霉素的合成。 ；国 

内黄卫东(1988)报道 PP 是通过干扰 内源 

赤霉素的台成而抑制营养生长 ；Murashige 

(1964)曾指出赤霉素在多数情况下对生根不 

利；崔微(1962)报道赤霉素能抑制经吲哚 乙 

酸诱导的愈伤组织分化生根。因而可以认为 
图 3 PP,，，诱导不同培养世代的生根效果 

PP 是通过干扰内源赤霉素的合成，而促进了芦笋根的形成。 

Murashige和 Shabda等最早采用芦笋顶芽剥取 0．15 lTlm包含叶原基在内的分生组 

织 ，培养成具有根系的完整植株。 ；Yang(1973)采用芦笋继代培养芽苗的基部茎段 ，经 3 

个月培养生根率为 62 ；Desjsrdins用高糖(7 )和嘧啶醇(0．5 mg／L)9周后生根率达 

9O％ ，其茎不分枝、根为肉质根。本研究采用继代增殖的芦笋试管苗茎切段培养于 PP 

(1．0 mg／L)培养基，2周生根率达 9o ，经转培炼苗 ，试管苗茎有分枝，根系正常，移栽易 

于成 活 (图版 3，4)。 

冯晓棠 (1991)报道芦笋试管苗生根难易与基固型有关 ，并认为 Mary Washington为 

中间型“ 本试验表明芦笋不同品种及其不同培养世代的材料生根效果具有差异 UC ， 

Ms ry Washington和 Franklin 3个品种的生根率分别为 88．9 ，88．9 和 75．5 ，应属 

于易根型。而 Idlda和 UC 的生根率只有 1 5 ～26 ，属于难根型 

继代培养 3代以后的茎段易于形成完整植株，这一现象可能与内源激素积累有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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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进一步研究。 

1．芦笋臆芽继代培彝所升化的芽丛．接种后 20 d撮；2 继代培养的茎切段经 MS赣加 

PP (I．0 mg／L)~养 的生根苗，接神后 14 d搔 I 3．生根苗转堵于新鲜培养基后发育 

状况，转堵后 14 d撬 I 4．生根苗转培后 30 d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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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Induction of Asparagus in Vitro by PPm 

Guo Chunhul Ma Fengtong Zhang Qiaorong Li Mlnxia 

(Shaa．~／lnatil~d．e the【艚 ss Plac,eau C衄I虮 4，M ，Slla~ xl，C,~／na，7181001 

Abst~ct Shoots cutting 2～ 3 mm in length as inoculat were excised from buds 

growing in clusters proliferated from subculturing of Asparagus axilary buds．The cut— 

tings were inoculated on MS medium supplemnted with PPH3，IBA，NAA，KT for root ● 

initia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80 ～ 90 of shoots were developed fm m the Cut— 

tings rooted after two weeks of culture；Rooting rate of Ucl Mary Washington and 

Franklin were 88．9％，88．9 and 75．5 respectively；Rooting percentage of the inocu一 

[ants reaches peak value from the third and the tenth subeulturing generation． 

Key words PP333，Asparagus，shoot cutting，No．of subculturing generations 

棉铃发育研究的新进展 

由我校农学系许萱教授主持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盆课题《环境生态因素对棉铃发育的 

影响——温度、水分与棉铃发育的关系》，于 1993年 5月 14日在陕西省教委主持下通过 

鉴定 ，专家一致认为：该项 目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温度、水分与棉铃发育的关系，基本上搞清 

了棉铃各部分的动态发育过程，探索出一些在理论和生产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 

的科学结论：①温度在 2O℃以上有利于棉铃发育，l9～18℃对棉铃发育已有抑制作用， 

17℃抑制明显，1 5℃是棉铃发育趋于停止的临界温度。生产上要取得较高的铃重，棉铃必 

须在 日均温稳定通过 15℃的终止期以前至少要有 50天的发育时问。②在开花结铃期，土 

壤湿度为 40 时，显著抑制棉铃发育 。6O 时基本能满足棉铃发育 ，80 时能较好地促进 

棉铃发育。③棉铃发育后期 ，1 5℃以下的低温对纤维干重积累的影响大于纤维合成。当日 

均降至 ls℃以下时，纤维干物质积累停止，但进入纤维中的可溶性糖仍在缓慢向纤维素 

转化 ，因此，在生产上采取措施 ，促进棉花早发，使棉株在温度下降到 l5℃前有较多的光 

合产物运入棉铃 ．对提高铃重和纤维品质具有重要作用。④提出了水分对棉纤维伸长的影 

响机制，是受纤维中蛋白质含量和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制约。高的土壤湿度或提高其湿度， 

使蛋 白质高峰时的含量减少 ，酶活性降低，有利于纤维的伸长。 

该项 目所获得的研究结果 ，已在陕西 、山东等省棉花生产上应用，对品种的选用和栽 

培技术的改进都具有指导作用，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棉花的栽培、生态、生理、发育生物学的 

内容和理论，居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 

(许 玉璋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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