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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梦”脱毒苗生根和移栽技术研究
艾尚杰，张玉连，孙玺如，金 枝，闫洪波

（ 河北经贸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摘 要：为提高脱毒草莓“梦”组培苗的成活率，降低生产成本，对组培苗的生根配方和炼苗移栽技术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结
果表明: 1/ 2 MS+0.1 mg/ L IBA+0.2 mg/ LNAA+8 g 琼脂，生根率可达 100%，平均生根数达 12.8，根系生长良好。生根生长 25 d 后，脱
毒苗在珍珠岩 + 蛭石 + 草炭土(1∶1∶1)上按照“浅不露根、深不埋心”的原则，保持 90%左右的空气湿度，进行移栽时可以使成活率达
91.2%。该方法对其他草莓品种生根和移栽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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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是蔷薇科草莓属宿根性多年草本植物，在浆果

类水果中总栽培面积和产量居于世界第二。草莓的适应

性广、容易栽培，结果早、产量高、效益好，经济价值相当

高。草莓“梦”休眠浅、香味浓、清脆可口、风味独特，适宜

鲜食；果实较硬，耐贮运，综合性状优良；果实偏圆锥形，

果型中等大小，果面橘红色、平整，种子小，果肉淡红色。
由于连年种植使得草莓带毒，造成生长量减少、植株矮

化、产量下降、品质变劣等不良后果。我们利用茎尖培养

和超低温处理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了快速繁殖,实践中组

培苗根系的强弱和数量以及移栽技术是草莓苗成活的

最主要原因[1～6]。为此，笔者总结出一套适宜于脱毒“梦”
组培苗生根和炼苗移栽的技术和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取自平山草莓联盟种植基地的草莓品

种———梦。
1.2 方法

1.2.1 生根培养

将本实验室新生的 3～4 cm 长的小苗接种到以

MS+8 g 琼脂和 1/2 MS+8 g 琼脂为基础的培养基中，分

别加入 浓 度 为 0.05 mg/L、0.1 mg/L、0.15 mg/L IBA

和 0.1 mg/L、0.2 mg/L、0.3 mg/L NAA 中，研究其对新

生苗生根诱导情况。两种激素各 3 个浓度，共形成 9 个

处理，分别标记为 C1～C9。每个处理接种 30 株，每瓶接

3～5 株。每天观察，25 d 后统计小苗的生根情况。
1.2.2 移栽深度对成活率的影响

将洗净的脱毒苗移栽到事先准备好的苗床上，苗床

最好用蛭石和珍珠岩混合体系作为基质进行无土栽培。
对幼苗做深、中、浅 3 种方式移栽，部分心叶露出地面为

深、心叶全部露出地面为中、部分根裸露在外为浅，各移

栽 30 株分别计算成活率。
1.2.3 不同基质对草莓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在同一拱棚内设置蛭石 + 珍珠岩(1∶1)、珍珠岩、珍
珠岩 + 蛭石 + 草炭土(1∶1∶1)、草炭土 4 种基质，每个处

理 30 株，重复 3 次，生长 25 d 统计成活率。
1.2.4 空气湿度对草莓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移栽苗床前 10 d，调控拱棚内空气湿度，设置 60%、
70%、80%、90%、100% 5 种处理，每个处理 50 株，重复 3

次，生长 25 d 统计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对生根的影响

在生根培养基中，培养 15 d 后草莓苗分化出根，

随培养时间延长根的数量不断增加，25 d 后统计草莓

苗的生根情况。由表 1 可知，固定 IBA 浓度，无论 C1～
C3 、C4～C6 和 C7～C9 中加入，随着 NAA 诱导的组培

苗根的长势和根系发达程度均加大，在 NAA 浓度为

0.2 mg/L 时，根的粗细与长度比较合适；NAA 浓度达到

0.3 mg/L 时，在根的基部明显出现愈伤，在对生根幼苗

玻璃根部研究时发现，有的根从愈伤中生出，而不是直

接着生在幼苗的韧皮部；在固定 NAA 浓度时，浓度为

0.1 mg/L 的 IBA 根着生比较紧凑均匀。综合生根率、平
均根长和根的着生状态以及根长势，最后选择 1/2

MS+0.1 mg/L IBA+0.2 mg/L NAA+8 g 琼脂为最佳生根

培养基。
2.2 移栽深度对成活率的影响

结果发现，深度移栽方式成活率不足 20%，中度移

栽方式成活率在 65%，而浅度移栽方式成活率为 45%，这

说明移栽时要做到“浅不露根、深不埋心”。但是对个别

脱毒幼苗心叶太低时，可以选择部分根裸露在外的方式。
2.3 不同基质对草莓移栽成活率的影响结果

从表 2 可以看出，4 种基质组合，以草炭土为基质

成活率最低为 45.3％，珍珠岩 + 蛭石 + 草炭土(1∶1∶1)

的移栽成活最高为 68.4％。在珍珠岩 + 蛭石 + 草炭土

(1∶1∶1)基质上，草莓生长健壮、新生根较多，并且有毛细

根、根系粗壮；而其他 2 种基质成活率介于它们之间。故
选择用珍珠岩 + 蛭石 + 草炭土作为移栽的基质。
2.4 空气湿度对草莓移栽成活率的影响结果

组培幼苗移栽前完全在实验室里生长，当移栽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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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湿度发生了变化，空气湿度直接影响试管苗的移栽

成活率。从表 3 可以看出，随着空气湿度的增大，草莓试

管苗的移栽成活率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空气湿度为

90%是最合适的湿度，移栽成活率达91.2%。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脱毒草莓“梦”的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1/2 MS+0.1 mg/L IBA+0.2 mg/L NAA+8 g 琼脂；最合

适的移栽条件为在基质珍珠岩 + 蛭石 + 草炭土 (1∶1∶1)

上按照“浅不露根、深不埋心”的原则，保持 90%左右的

空气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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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基质对草莓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表 1 不同浓度的 NAA 和 IBA 对脱毒草莓苗生根的影响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处理
激素组成和浓度（mg/L）

0.05

0.05

0.05

0.1

0.1

0.1

0.15

0.15

0.15

IBA

0.1

0.2

0.3

0.1

0.2

0.3

0.1

0.2

0.3

NAA

88

90

93

95

100

100

90

94

100

生根率
（%）

10.5

10.3

11.8

12.2

12.8

12.4

11.2

12.1

12.7

平均根数
（根）

细，较短，无愈伤

中等，愈伤少，较长

粗，有愈伤，根卷曲，较短

细，中等，

中等，紧凑，较长，根尖明显

粗，愈伤少，较长

细，较短，

中等，无愈伤

粗，有褐化，较长

生长状态

1

2

3

4

处理

草炭土

珍珠岩

珍珠岩 + 蛭石（1∶1）
珍珠岩 + 蛭石 + 草炭土

基质类型

45.3

55.2

62.1

68.4

成活率（%）

表 3 空气湿度对草莓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1

2

3

4

处理

70

80

90

100

空气湿度（%）

63.5

79.4

91.2

74.4

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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