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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植株的促进作用在
D

种不同基因型间无显著性差

异(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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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植株生长的影响
!

选取长势和

高度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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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获得根系总根长!

>K

",根表面积!

>K

$

",根体

积!

>K

D

"和根平均直径!

KK

")

根系鲜质量的测定#处理
$%@

后从培养瓶中取

出
È

植株(蒸馏水冲洗干净根部培养基(滤纸吸干

根部水分(切取根部用精度为
%<#K

Y

的电子天平

!

75$%%!

(上海双旭电子有限公司"测定根系鲜质

量)

#<D

!

数据处理

采用
[9>*(4(.0?c>3-$%#L

和
=T==#D<%

对试

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

-

4

多重比较分析差异

显著性)

$

!

结果与分析

$<#

!

[P

对甘蓝
È

植株生长的影响

$<#<#

!

甘蓝
È

植株地上部生长势差异比较
!

[P

对甘蓝
È

植株地上部生长的影响见表
#

)

表
#

!

[P

对甘蓝
È

植株地上部生长的影响

P,X-3#

!

?..3>04(.[P>(+>3+0*,09(+4(+41((0

Y

*(201(.>,XX,

Y

3È

J

-,+0

[P

浓度$

!

&

K(-

0

V

R#

"

[P

>(+>3+

0*,09(+

净生长高度

/30139

Y

10

测定值$

>K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茎粗

=03K@9,K303*

测定值$
KK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最大叶宽

W9@01(.K,c9K)K

-3,:34

测定值$
>K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叶片数

/)KX3*

(.-3,:34

测定值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生长势

*̂(201

:9

Y

(*

翌年抽苔率

U,03(.X(-09+

Y

9+

013.(--(29+

Y;

3,*

测定值$
]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 $<DC@d R #<""@d R #<L$@\ R "<!%@E R h DD<D>d R

# D<&DX\ "L<%& #<"M>@\d #<C! #<&%>@\ !<C! L<L%>\d $$<$$ hh "%<%,5\ #L<&

$ !<!C,5 M&<M& #<L!X>5\d "<M# #<CLX>5\ $%<CC &<!%,X5\ D&<%! hhh "%<%,5\ #L<&

" D<&$X\ ""<L" #<&$,5 #%<C& $<$C,5 !#<DL M<%%,5 !M<#" hhh "D<D,5 $%<%

M D<%M>\d $M<M& #<LL,X5\ &<#% $<%",X5\ $L<"! L<M%X>\d $"<CD hh !L<&,X5\d #D<!

#% $<MM>@d $%<"% #<L%X>@\d D<$D #<&&X>@\ C<$L L<!%>d #M<"$ h DL<&X>\d D<!

!!

注#

#<

.

h

/表示
È

植株生长状况(.

h

/越多说明植株生长势越强)下同)

$<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B

'

%<%"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B

'

%<%#

")下同)

/(03

#

#<

.

h

/

9+@9>,034013

Y

*(201>(+@909(+4(.È

J

-,+0<[(*3

.

h

/

9+@9>,03440*(+

Y

3*

Y

*(201

J

(03+09,-<P134,K3X3-(2<

$<E9..3*3+0-(23*>,43-3003*49+@9>,0349

Y

+9.9>,+0@9..3*3+>3

!

B

'

%<%"

"(

,+@)

JJ

3*>,43-3003*49+@9>,033c0*3K3-

;

49

Y

+9.9>,+0@9..3*3+>3

!

B

'

%<%#

"

<P134,K3X3-(2<

!!

由表
#

可知(

[=

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
[P

对促进甘蓝
È

植株地上部生长有不同程度的影

响)不同处理间
È

植株净生长高度,茎粗,最大叶

宽,叶片数,生长势和翌年抽苔率存在显著或极显著

差异'添加
[P

能快速促进
È

植株健壮生长(未

添加
[P

的
È

植株瘦小(生长势弱(叶片较小且

数量少)在添加不同浓度
[P

的
"

种处理中(

È

植株的各项生长指标值均随着添加
[P

浓度的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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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其中植株净生

长高度以
$

&

K(-

$

V [P

处理效果最好(达到
!<!C

>K

(比
dO

增加
M&<M&]

'茎粗,最大叶宽,叶片数和

翌年抽苔率均以
"

&

K(-

$

V[P

处理效果最好(分别

达
#<&$KK

(

$<$C>K

(

M<%%

片和
"D<D]

(分别比

dO

增加
#%<C&]

(

!#<DL]

(

!M<#"]

和
$%<%]

)由

此表明(

[=

固体培养基中添加适量浓度的
[P

有

利于促进
È

植株地上部健壮快速生长(其中添加

$

&

K(-

$

V

和
"

&

K(-

$

V[P

促进效果较好)

$<#<$

!

甘蓝
È

植株地下部生长势差异比较
!

由

表
$

可以看出(

[=

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
[P

(处

理间
È

植株根系形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同处

理间
È

植株总根长!全部根系长度",根表面积,根

体积,根平均直径和根鲜质量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

培养基中添加
[P

促进了
È

植株根系生长(

根系变粗,侧根增多!图
#B\R7

"(而未添加
[P

的

È

植株根系细小,几乎未长出侧根!图
#B5

")在

添加
[P

处理中(根系总根长,根表面积,根体积,

根平均直径和根鲜质量均在
"

&

K(-

$

V [P

处理下

达到最大(分别为
!%<LM>K

(

D!<L">K

$

(

#<%$>K

D

(

%<"%KK

和
%<D%

Y

$株(分别比对照增加
"%<##]

(

#D<$%]

(

D!<$#]

(

$M<$#]

和
D%<!D]

)由此表明(

[=

培养基中添加一定浓度
[P

能够促进甘蓝根系

快速发育(从而有利于
È

植株健壮生长'特别是在

"

&

K(-

$

V[P

的作用下甘蓝
È

植株根系生长最

茁壮)

表
$

!

[P

对甘蓝
È

植株地下部生长的影响

P,X-3$

!

?..3>04(.[P>(+>3+0*,09(+(+*((0

Y

*(201(.>,XX,

Y

3È

J

-,+0

[P

浓度$

!

&

K(-

0

V

R#

"

[P

>(+>3+0*,09(+

总根长

P(0,-*((0-3+

Y

01

测定值$
>K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根表面积

U((04)*.,>3,*3,

测定值$
>K

$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根体积

[3,4)*3@:,-)3

测定值$
>K

D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根平均直径

U((0@9,K303*

测定值$
KK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根鲜质量

U((0.*341239

Y

10

测定值$

!

Y

0株R#

"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 $&<#%@E R D%<L#X5\ R %<&L@d R %<DC>\ R %<$D@d R

# DC<L#,5 !L<#L D$<"C,X5 L<!& %<MDX>@\d C<$# %<!DX>5\ #%<$L %<$LX\ #D<%!

$ DD<"$X\ $D<LC D$<%&,X5 !<&& %<C%X\ #M<!$ %<!!X>5\ #$<M$ %<$C,5 $L<%C

" !%<LM,5 "%<## D!<L",5 #D<$% #<%$,5 D!<$# %<"%,5 $M<$# %<D%,5 D%<!D

M D#<!L>\d #L<%C DD<"!,X5 C<"& %<MCX>\ #&<## %<!$X>5\ &<LC %<$LX\ #D<%!

#% $M<M$@dE L<D" $L<CM>\ R##<ML %<M#>@\d L<"M %<!&,X5\ $%<"# %<$!>\d !<D"

5<%

!

dO

"'

\<#

&

K(-

$

V

'

d<$

&

K(-

$

V

'

E<"

&

K(-

$

V

'

?<M

&

K(-

$

V

'

7<#%

&

K(-

$

V

图
#

!

不同浓度
[P

处理下甘蓝
È

植株根系形态的变化

79

Y

<#

!

d1,+

Y

34(.*((0K(*

J

1(-(

Y;

(.>,XX,

Y

3È

J

-,+02901@9..3*3+0>(+>3+0*,09(+4(.[P

$<$

!

/55

对甘蓝
È

植株生长的影响

$<$<#

!

甘蓝
È

植株地上部生长势差异比较
!

由

表
D

和图
$

可知(在
[=h=)>D%

Y

$

Vh5

Y

,*M

Y

$

Vh"

&

K(-

$

V[P

固体培养基中添加一定质量浓

度
/55

更有利于促进
È

植株的茎叶生长)在添

加不同质量浓度
/55

的处理中(

È

植株的净生长

高度,茎粗,最大叶宽,叶片数和翌年抽苔率均较对

照!

dO

"增加(且
/55

质量浓度处理间存在着显著

或极显著差异'在不同质量浓度
/55

处理中(添加

%<#K

Y

$

V/55

作用效果最显著!图
$BE

"(上述指

标较对照分别增加
!C<D"]

(

D%<&&]

(

DM<&&]

(

DM<!L]

和
$L<L]

(且植株生长势最强'

%<%#

(

%<%"

和
%<$K

Y

$

V

处理的作用效果次之!图
$B\R?

"(

%<"

K

Y

$

V

处理的作用效果较差!图
$B7

")由此得出(在

添加
"

&

K(-

$

V[P

固体培养基上再添加
%<#K

Y

$

V

/55

能更好地促进甘蓝
È

植株快速健壮生长)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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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

/55

对甘蓝
È

植株地上部生长的影响

P,X-3D

!

?..3>04(./55>(+>3+0*,09(+(+41((0

Y

*(201(.>,XX,

Y

3È

J

-,+0

/55

质

量浓度$

!

K

Y

0

V

R#

"

/55

K,44

>(+>3+B

0*,09(+

净生长高度

/30139

Y

10

测定值$
>K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茎粗

=03K@9,K303*

测定值$
KK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最大叶宽

W9@01(.K,c9K)K

-3,:34

测定值$
>K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叶片数

/)KX3*(.-3,:34

测定值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生长势

*̂(201

:9

Y

(*

翌年抽苔率

U,03(.X(-09+

Y

9+

013.(--(29+

Y;

3,*

测定值$
]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 D<M"3? R #<LC>\ R $<$&@E R &<M%>\ R hhh "L<&>\ R

%<%# !<C%X>\d $&<$& #<&&X>\ !<&D D<%&,5\ D"<$! M<L%X>\ #%<$L hhhh &D<D,X5\ #L<L

%<%" !<"">@dE #M<#M #<MMX\ ##<$! $<M#X\d $D<&C C<!%X5\ $%<"# hhhh &L<&,X5 $%<%

%<# "<&",5 !C<D" $<$#,5 D%<&& D<#",5 DM<&& #%<M%,5 DM<!L hhhhh MD<D,5 $L<L

%<$ "<$CX5\ D&<!% #<&CX>\ "<C$ $<L"X>d #L<&! M<%%>\ $<"L hhhh LL<&X>5\ #%<%

%<" !<#L@3E? M<%" #<&"X>\ D<"" $<"$>dE ##<%# M<!%X>\ &<LC hhhh &%<%X5\ #D<D

5<%

!

dO

"'

\<%<%#K

Y

$

V/55

'

d<%<%"K

Y

$

V/55

'

E<%<#K

Y

$

V/55

'

?<%<$K

Y

$

V/55

'

7<%<"K

Y

$

V/55

图
$

!

添加
/55

后甘蓝
È

植株茎叶形态的变化

79

Y

<$

!

d1,+

Y

34(.41((0K(*

J

1(-(

Y;

(.>,XX,

Y

3È

J

-,+02901@9..3*3+0>(+>3+0*,09(+4(./55

$<$<$

!

甘蓝
È

植株地下部生长势差异比较
!

由

表
!

和图
D

可知(在
[=h=)>D%

Y

$

Vh5

Y

,*M

Y

$

Vh"

&

K(-

$

V [P

培养基上添加一定质量浓度

/55

(可在
[P

和
/55

两种激素共同作用下促使

È

植株根系旺盛生长)添加
/55

的
È

植株根

系表现出根较粗且根数多(尤其在
%<#K

Y

$

V

!图
DB

E

"和
%<$K

Y

$

V

!图
DB?

"处理下根系数量明显多于

其他处理(其中
%<#

和
%<$K

Y

$

V/55

处理下
È

植株根系总根长均
*

L%<%%>K

(分别比
dO

增加了

D&<$L]

和
DL<$"]

'根表面积
%<#K

Y

$

V/55

处理

下最大(达
"%<$!>K

$

(比
dO

增加了
"%<#%]

(这也

说明
È

植株根系表面积的增大(有利于促进根系

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根体积,根平均直径和根鲜质

量均在
%<#

和
%<$K

Y

$

V/55

处理下效果较好)

由此得出(

[=h=)>D%

Y

$

Vh5

Y

,*M

Y

$

Vh"

&

K(-

$

V[P

固体培养基上再添加
%<#

或
%<$K

Y

$

V

/55

均能够更好地促进
È

植株根系旺盛生长)

表
!

!

/55

对甘蓝
È

植株地下部生长的影响

P,X-3!

!

?..3>04(./55>(+>3+0*,09(+(+*((0

Y

*(201(.>,XX,

Y

3È

J

-,+0

/55

质量浓度$

!

K

Y

0

V

R#

"

/55K,44

>(+>3+0*,09(+

总根长

P(0,-*((0-3+

Y

01

测定值$
>K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根表面积

U((04)*.,>3,*3,

测定值$
>K

$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根体积

U((0:(-)K3

测定值$
>K

D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根平均直径

U((0@9,K303*

测定值$
KK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根鲜质量

U((0.*341239

Y

10

测定值$

!

Y

0株R#

"

[3,4)*3@

:,-)3

比
dO

增减$
]

d(K

J

,*3@

0(>(+0*(-

% !!<"%@d R DD<!&>\ R #<%L>\ R %<"L>\ R %<$M@\ R

%<%# "C<#%X5 D$<M# DL<L">\ C<"% #<"$X>5\ !D<!% %<&C,X5\ !#<%& %<D#>\ #%<&#

%<%" ""<#%>\ $D<M$ !"<#%X5 D!<&" #<C!,X5\ MD<%$ %<L"X>5\ #L<%& %<D#>\ #%<&#

%<# L#<%M,5 D&<$L "%<$!,5 "%<#% $<$C,5 ##L<%! %<MC,5 "M<CD %<DC,5 DC<$C

%<$ L%<LD,5 DL<$" !&<%",X5 !%<"& $<%C,5 C&<#& %<M!,X5\ "%<%% %<D&X5 D$<#!

%<" !D<"M@d R$<%& DL<#M>\ M<#% #<&!,X5\ L!<#" %<&!,X>5\ D$<#!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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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

/55

处理下甘蓝
È

植株根系形态的变化

79

Y

<D

!

d1,+

Y

34(.*((0K(*

J

1(-(

Y;

(.>,XX,

Y

3È

J

-,+02901@9..3*3+0>(+>3+0*,09(+4(./55

$<D

!

[P

和
/55

对不同基因型甘蓝
È

植株生

长的影响

$<D<#

!

不同基因型甘蓝
È

植株地上部生长势差

异比较
!

从图
!

和图
"

可以看出(在
[=

培养基上

添加
"

&

K(-

$

V[P

和
%<#K

Y

$

V/55

均能有效促

进
D

种基因型
È

植株茎叶的生长(且
D

种基因型

甘蓝
È

植株的净生长高度,茎粗,最大叶宽,叶片

数和翌年抽苔率均无显著性差异'

[P

和
/55

处

理植株地上部生长均比对照植株健壮!图
!

"(其中

È B5

,

È B\

和
È Bd

净生长高度分别较对照增加

#!C<#!]

(

#"$<!C]

和
#!M<!M]

'茎粗分别较对照

增加
DM<!L]

(

DM<%!]

和
DM<%!]

'最大叶宽分别较

对照增加
#%#<C%]

(

#%#<DL]

和
#%!<&L]

'叶片数

分别较对照增加
M!<!D]

(

ML<M%]

和
MC<M%]

'翌年

抽苔 率 分 别 较 对 照 增 加
&&<!#]

(

!$<MD]

和

!%<%]

)由此表明(

[=

固体培养基中添加
"

&

K(-

$

V

[P

和
%<#K

Y

$

V/55

均能促进
È

植株地上部

健壮生长(且对不同基因型
È

植株的促进效果无

显著性差异)

5<dO

!

È B5

"'

\<dO

!

È B\

"'

d<dO

!

È Bd

"'

E<È B5

'

?<È B\

'

7<È Bd

图
!

!

[P

和
/55

处理下
D

种基因型
È

植株茎叶形态的变化

79

Y

<!

!

d1,+

Y

34(.41((0K(*

J

1(-(

Y;

(.01*33

Y

3+(0

;J

34È

J

-,+04)+@3*0130*3,0K3+0(.[P,+@/55

$<D<$

!

不同基因型甘蓝
È

植株地下部生长势差

异比较
!

由图
L

可以看出(在
[=

培养基中添加
"

&

K(-

$

V[P

和
%<#K

Y

$

V/55

也有利于
D

种基因

型甘蓝
È

植株根系生长)

D

种基因型甘蓝
È

植

株根系总根长,根表面积,根体积,根平均直径和根

鲜质量均无显著性差异(而添加
[P

和
/55

有效

促进了植株根系数量的增加(根变粗,健壮!图
!

")

添加
"

&

K(-

$

V[P

和
%<#K

Y

$

V/55

处理的
D

种

基因型甘蓝
È

植株根系总根长分别较对照增加

#%#<%C]

(

#DL<LC]

和
CM<D"]

'根表面积分别较对

照增加
&#<%!]

(

&$<!#]

和
LM<MM]

'根体积分别较

对照增加
#&&<%#]

(

#&#<##]

和
#M%<DC]

'根平均

直径 分 别 较 对 照 增 加
#$%<%%]

(

##M<C$]

和

##&<C"]

'根鲜质量分别较对照增加
&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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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和
&$<%%]

)由此得出(在
[=

固体培养基

中添加
"

&

K(-

$

V[P

和
%<#K

Y

$

V/55

能促进不

同种基因型甘蓝
È

植株根系健壮生长)

图
"

!

[P

和
/55

对不同基因型
È

植株地上部生长的影响

79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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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P,+@/55(+41((0

Y

*(201(.@9..3*3+0

Y

3+(0

;J

3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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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

[P

和
/55

对不同基因型
È

植株地下部生长的影响

79

Y

<L

!

?..3>04(.[P,+@/55(+41((0

Y

*(201(.@9..3*3+0

Y

3+(0

;J

34È

J

-,+0

D

!

讨
!

论

植物组织培养中(培养基附加植物生长调节剂

的种类和浓度是影响再生植株生长的主要因素)褪

黑素!

[P

"作为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具有与生长

调节剂吲哚乙酸!

G55

"相似的生理功能%

#MB$%

&

(它能

够促进再生植株根茎叶生长)本研究中(在甘蓝胚

状体不定芽再生植株培养中添加
[P

能显著提高

È

植株的生长能力(其中添加
"

&

K(-

$

V[P

促进

È

植株根,茎,叶片快速生长的效果最显著(这与

前人在其他作物上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前人在甘

草%

$#

&再生培养基中添加
[P

(高浓度处理再生植株

生长较低浓度处理健壮'虎杖%

$$

&

,芥菜%

$D

&

,羽扇

豆%

L

&

,樱桃%

$!

&等植株再生培养基中添加较低浓度的

[P

显著促进植株生长)本研究结果表明(与未添

加
[P

相比较(

[=

培养基中添加
"

&

K(-

$

V[P

处

理再生植株净生长高度,茎粗,最大叶宽和叶片数分

别增加
#<DD>K

(

%<#&KK

(

%<L&>K

和
$<L%

片(根

系变粗,侧根增多)这可能与
[P

有利于刺激
È

植株茎秆形成层细胞分裂,叶片细胞伸长,诱导叶原

基分化和促进木质部,韧皮部细胞分化进而促进植

株健壮生长发育有关'也可能与前人在芥菜%

$D

&研究

中的结果较低浓度外源
[P

激发了芥菜内源
G55

的含量(从而促进再生植株快速生长有关'这都有待

进一步研究)

甘蓝离体培养中(根茎叶分化对植物生长调节

剂的需求不一致(主要由培养基中生长素和细胞分

裂素的比例控制)马勇斌等%

$"

&利用甘蓝
È

株叶

片再生植株(在
[=

培养基中添加
$<%K

Y

$

VLB\5

和
%<#K

Y

$

V/55

有利于分化不定芽(其不定芽再

生频率达
L!<$C]

)许念芳等%

$L

&利用甘蓝下胚轴和

子叶再生植株(在
[=

培养基中添加
#<%K

Y

$

VLB

\5

和
%<$K

Y

$

V/55

对下胚轴不定芽的诱导效果

较好(芽再生频率达
M%<&]

'添加
!<%K

Y

$

VL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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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DK

Y

$

V/55

对子叶不定芽的诱导效果较好(

芽再生频率达
"%<%]

)刘争等%

#&

&对甘蓝胚状体再

生植株生长研究发现(在
#

$

$[=

培养基中添加
%<#

K

Y

$

V/55

促使小孢子
È

植株生长速度最显著(

生根快(植株长势强)本研究利用胚状体不定芽作

为外植体再生植株(认为在
[=

培养基中添加
"

&

K(-

$

V[P

和
%<#K

Y

$

V/55

有利快速促进再生

植株健壮生长(与单一添加
"

&

K(-

$

V[P

相比较(

同时添加
"

&

K(-

$

V[P

和
%<#K

Y

$

V/55

再生植

株净生长高度,茎粗,最大叶宽和叶片数分别增加

#<C%>K

(

%<"$KK

(

%<MM>K

和
D<%%

片(根系旺盛)

[P

有利于茎叶细胞分裂和伸长(

/55

有利于根系

分生(两者共同作用促进根茎叶生长旺盛)由此表

明(不同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的种类和浓度以及两

者不同比例(对甘蓝再生植株不同器官的诱导和生

长(与外植体的种类和生长调节剂的功能密切相关)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种类和不同比例之间的相互作

用(会引起再生植株不同的生理效应和生长发育)

因此(植物组织培养中要获得理想的培养效果(选择

适宜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比例是关键)

本研究中(将甘蓝
D

种不同基因型的胚状体不

定芽(转接到再生植株快速健壮生长的相同培养基

上(均有利于再生植株生长)由此表明(甘蓝
È

植

株在附加
[P

和
/55

两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同一

培养基上培养(其生长势不受基因型的影响)因此

本研究认为(通过甘蓝小孢子培养创制育种资源时(

为了克服胚状体不定芽成苗时间长(苗体长势弱的

难题(宜在不定芽再生植株的
[=

培养基中添加
"

&

K(-

$

V[P

和
%<#K

Y

$

V/55

(可以促使
È

植株

当年达到通过春化的营养体(提高翌年抽苔率)

!

!

结
!

论

在甘蓝小孢子胚状体不定芽培养再生
È

植株

的过程中(在
[=h=)>D%

Y

$

Vh5

Y

,*M

Y

$

V

培养基

中添加
"

&

K(-

$

V [P

和
%<#K

Y

$

V/55

对再生

È

植株生长有促进效果(并且不受基因型差异影

响)

[=

培养基中添加
"

&

K(-

$

V[P

和
%<#K

Y

$

V

/55

(再生
È

植株生长势最强(根系粗壮且数量

多(有利于当年提早移栽进而促进甘蓝
È

植株冬

前达到一定的营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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