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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的激素组合对猕猴桃愈伤组织诱导及芽分化的影响 

王大平 (重庆文理学院生命科学系，重庆402l68) 

摘要 [目的]寻求代替zI'提高猕猴桃愈伤组织诱导及芽分化的最佳激素组合。[方法]以美味猕猴桃离体茎段为外植体，以MS为基 

本培养基，附加2，4_D 0．5、1、2．0 L和NAA 0．1、0．3．0．5Ⅱ L与6-BA 0．5 mg／L分别组成诱导愈伤组织的6个激素组合，并以同样浓 

度的2，4_D和 NAA与6-BA1．0,IW'L分别组成分化芽的6个组合激素，研究不同浓度的激素组合对猕猴桃愈伤组织诱导及 芽分化的影 

响。[结果]6种不同浓度的激素组合对猕猴桃茎段愈伤组织均有一定的诱导作用，其中2，4_D 1．0 mg／L+6-BA0．5 L的组合有利于 

愈伤组织诱导，诱导率达86．1％；绿色愈伤组织在MS培养基附加激素2，4_D+6-BA组合中芽的分化率很低，而在附加NAA+6-BA组合 

中芽的分化率较高，其中，NAA 0．1,W／L+6-BA 1．0,W,／L的组合有利于芽分化，芽分化率为75．2％。[结论]2，4_D与6-BA组合对猕猴 
桃绿色愈伤组织的芽分化有一定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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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_e E呦 ofItormene Combmatlon with Different Colm~tralions On the Callus Induction and Bud Differentiation ofKiwitruit 

WANG Da．pi~ ([1eparlxll~t ofLife Science，Chongq~ University ofArts and Sciet~s，Chongqing 402168) 

Al~-traet lObjectiveI The purpose of studywasto seek optirrnmahormone combinationthat could replaceZT andincrease ca1hIsinduction and bud differ— 

entiation of Aetinidia deliciosa．1Method J WiⅡ1 the stem segments of A．deliciosa as explants and MS as basic lIlediuln，6 hormone combinations of callus 
inductioninwhich 0．5，l，2．0mg／L 2，4-D and0．1，0．3，0．5,IW 'L N从 werelm tehed resp．with 0，5 mg／L 6-BA and 6 hormone combinations ofbud 

differentiation inwhich 2，4-D and AA with毹叮 concentrationswere n~atched resp．with1．0m L6-BA were set upto st．aythe effect ofhormone eom— 

binations with different coneentratiorts onthe callusinduetlon and bud differentiation ofA．deliciosa．1Resuitl 6 hormone combinations with different eorl— 

eelntrations had some callus induction on A．deliciosa stem se~nents，in which，the combination ofMS+2，4_D2．0 H L+6-BA0．5 H Lwas infavor of 

clt1]u~induction．with the callus induetiorl rate r~ hlng 86．1％ ． ne green callus had lower bud differentiation in MS medium with hormone combinations 

0f2．4_D+6BA，but had hi~er bud differentiation in MS lIlediuln wlth h~-mone combinations of N从 +6BA，in which。the combination of N从 0．1 

mg／L+6-BA 1．0 Lw舾in favorofbuddifferentiati0n，wit}lⅡ1e bud differentiation rate be 75．2％．1Conclusion J hormone combinations of2，4- 
D +6BA had 8ome res蛔ini理 effect On bud differentiation oflfl~'een A．deliciosa ca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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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 ctin／d／a Lind1．)是猕猴桃科猕猴桃属多年生藤 

本植物，是2o世纪人工驯化栽培野生果树最有成就的四大 

果种之一⋯。2o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猕猴 

桃组织培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l2J，尤其是在培养基的激素组 

合方面有很多报道l3J，但结果却不尽一致。笔者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以美味猕猴桃为试材，研究了不同浓度的的激素 

组合，对猕猴桃愈伤组织诱导及芽分化的影响，以期为猕猴 

桃苗木的快速繁殖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以重庆高校花卉工程中心组织培养实验室 

的美味猕猴桃试管苗为材料，外植体选用离体茎段。 

1．2 试验方法 

1．2．1 激素对愈伤组织的诱导。将试材置于5℃的冰箱中 

处理 1—2 d，再进行常规消毒，把茎段剪成 3—5 mm左右的 

小段，纵切成2～4片。以 MS为基本培养基，组配不同浓度 

激素组合，把外植体接种于各培养基，每杯接种 3～5个，每 

个处理7次重复，在光照 l0—12 h／d、光强 1 000lx和25℃条 

件下培养，14 d后统计各培养基中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并观 

察愈伤组织的生长情况。 

1．2．2 激素对愈伤组织的芽分化。愈伤组织的芽分化以MS 

为基本培养基，组配不同浓度激素组合，选择生长较好的愈 

伤组织块转接到分化培养基上，每杯接种 3～5块，7次重复， 

在光照 l0—12 h／d、光强 1 000 lx和25℃条件下培养，21 d后 

统计各培养基中愈伤组织的芽分化率与平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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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激素组合对茎段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茎 

段接种7 d后，多数开始从韧皮部出现愈伤组织，14 d后便长 

成 2 mm大小的愈伤组织团块。生长的愈伤组织为深浅不一 

的绿色，有的表面光滑、有球形突起，有的表面平整却布满细 

小颗粒而呈绒状，还有的表面粗糙。由表 1可见，6种不同浓 

度的激素组合对猕猴桃茎段愈伤组织均有一定的诱导作用。 

总的来看，MS培养基中附加激素2，4一D+6-BA组合比附加 

激素 NAA+6-BA组合的诱导率高，其中MS培养基中附加激 

素2，4_D 1．0mg／L+6-BA0．5mg／L组合，诱导率高达86．1％， 

愈伤组织生长旺盛。 

表 1 不同浓度激素组合对猕猴桃茎段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注：+生长势差；++一股 ；+++较好 ：++++旺盛。 

2．2 不同浓度激素组合对愈伤组织芽分化率的影响 将培 

养的绿色愈伤组织转入分化培养基后继续培养，14 d后可观 

察到有的愈伤组织的表面有大量绿芽出现，21 d后有的芽点 

便可长到 1．4 em；有的愈伤组织一直没有生长，14 d左右开 

始褐化，21 d后逐渐死亡。由表 2可知，绿色愈伤组织在附 

加激素2，4_D+6-BA组合中芽的分化率很低，芽平均高度较 

低，大部分都褐化死亡了；而在附加激素 NAA+6-BA组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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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植物品种除应具较高的观赏价值外，还要求便于管理、 

适应能力强、抗逆性强等特点，栽植方法除了直接就地栽植 

外。还可以在水中安置高度不等的种植池，既能提供适宜植 

物生长的水深又可控制植物的蔓延，在无需经常性人为管理 

的条件下也能保持自身的景观稳定。常用的水生植物品种 

选择，挺水植物主要有芦苇、荷花、美人蕉、茭白、香蒲、水生 

鸢尾、水葱、灯心草、菖蒲、慈姑等，浮叶及漂浮植物主要有凤 

眼莲、满江红、水花生、菱、浮萍、荇菜、马来眼子菜等，沉水植 

物主要有菹草、金鱼藻、伊乐藻、轮叶黑藻等。 

2．7 野生动物的引进 野生动物资源的引进是湿地维持生 

态系统稳定的必要环节。野生动物引进，可以用自然演替方 

式为昆虫、蛙类等低等动物创造适宜的生存、繁衍生境使它 

们自行进入湿地环境中，也可以通过人为方式引入鸟类和鱼 

类等动物，以确保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全和生物链的稳定。动 

物的基本生存和繁衍需要是要有植物或其他动物作为食物， 

以及一个可供栖身的庇护所。不同动物的生存繁衍又需要 

不同的生境，湿地生态系统的规划应根据鸟类、鱼类迁徙、繁 

衍、觅食活动等的要求来创造生态环境，如小树林、芦苇床、 

沼泽植被有利于鸟类的栖息，池塘适宜于鱼类、禽类、昆虫、 

软体动物、两栖动物的栖息。一般来讲，适宜的湿地植物环 

境会使许多野生生物如甲虫、软体动物、水螨、蜻蜓、蟾蜍、青 

蛙等很快加入，随着湿地植被、软体动物、两栖动物、鱼类等 

低层生物链的完善，会给鸟类创造更好的栖息环境，为飞禽 

类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场所。甚至为引进爬行动物提供可能。 

这样，植物、鸟类、鱼类和其他生物就可以形成相对稳定的生 

物链，保持整个动植物、微生物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发展。 

3 结语 

城市湿地公园作为城市湿地开发和保护的一种手段，其 

规划设计始终应以对湿地的保护作为根本核心，其中具体的 

保护措施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分别对待，对于城市湿地公 

园规划设计的项目设置，宜结合地方历史文化背景、区位环 

境特征有机地选择，突出地方特点；湿地植物的配置是恢复 

和完善湿地生态结构的主要手段，规划前要充分调查、分析 

原生湿地的生态结构特征，以恢复原湿地生态结构为目标， 

做到“生态优先、最小干预、修旧如旧、注重文化、以民为本、 

可持续发展”六大保护原则_6J，这样才能保证城市湿地公园 

真正起到对湿地有效开发和保护的作用。 

城市湿地的保护和湿地公园的建设由于涉及到环保、水 

利、交通、农业、林业等多个部门，协调难度大，在管理过程中 

易形成管理职责交叉等问题，需要政府支持、协调，最好能成 

立专门的湿地管理办公室，负责协调各相关部门，共同管理。 

共管是湿地资源保护及合理利用的一种有效途径，建立有序 

的共管机制是湿地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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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的分化率较高，芽平均高度较高，其中MS培养基中附加激 

素NAA 0．1 mg／L+6-BA 1．0 me／L组合，芽分化率高达 

75．2％。试验表明2，4̂D与6-BA组合对猕猴桃绿色愈伤组织 

的芽分化有一定抑制作用。 

表2 不同浓度激素组合对猕猴桃茎段愈伤组织芽分化率的影响 

3 讨论 

有研究表明[ ，ZT对猕猴桃愈伤组织的诱导、芽分化、 

根的诱导和生长效果较好，但它的价格较贵，应用成本较高。 

该试验研究目的是寻求其他激素的适当组合来代替 zT。不 

同激素组合诱导产生的试管苗在形态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可 

能是植物激素对试管苗生长发育调控的结果[5-6J。该试验 

表明，不同浓度的2，4̂D+6-BA和NAA+6-BA组合对猕猴 

桃茎段愈伤组织的诱导均有一定效果，但对猕猴桃茎段愈伤 

组织的芽分化和芽的生长有明显差异。然而，影响愈伤组织 

的诱导和芽分化的因素很多，除培养基中激素的种类和相对 ， 

含量外，还有外植体、温度、湿度及光照条件等因素，要获得 

最佳效果还需进一步试验。同时，不同浓度的激素组合对试 

管苗在诱导生根和移栽成活率方面的研究也需进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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