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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激素 配 比对 碧 利Ii离休 快 繁 的 影 响 

张 文 娥，潘 学 军，杨 仕 国，曾 家 艳 

(贵卅『大学 农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以碧桃的单芽茎段为试材，以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研究了不同的激素浓度及配 

比对碧桃腋芽诱导、增殖和生根的影响，结果表明：碧桃腋芽诱导的最佳培养基为 MS+KT 0．5 

mg／I 十NAA 0．1 mg／L，在此培养基中碧桃腋芽诱导率可达93．3 ，且生长良好；最佳增殖培养 

基为 MS十KT 0．3 mg／L+NAA 0．08 mg／L，其增殖率可达 75 ，增殖系数为 1．5；最佳的生根培 

养基为 1／2 MS+NAA 0．3 mg／L，生根率为 50 。该研究结果可为生产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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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桃是蔷薇科桃属的一个变种，早春开花，其花多 

重瓣，花色艳丽无比，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适合于湖 

滨、溪流、道路两侧和公园布置，也适合小庭院点缀和盆 

栽观赏，还常用于切花和制作盆景【1]。目前，碧桃的繁 

殖多采用播种、扦插和嫁接的方法，但在自然条件下碧 

桃播种繁殖的周期长，繁殖速度极慢；扦插难生根，苗木 

整齐度差，且易在繁殖过程中积累病毒，繁殖较困难；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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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繁殖也受时间、气候和嫁接技术等条件的限制 ]。而 

且碧桃较容易受到病毒和真菌细菌的侵染，长期采用营 

养繁殖的植株传毒快、发病率高，危害范围广，从而会影 

响种苗的生长发育，树势衰弱，引起品种退化。采用组 

织培养技术，以碧桃新生枝条为材料快速繁殖获得大量 

无菌组培苗，为碧桃生产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对碧桃 

基因工程育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以重瓣碧~．(Prunus percica var．duple：c)的单芽茎 

段为试材 ，取自贵州大学花卉资源圃。 

1．2 试验设计 

1．2．1 腋芽的诱导与增殖 于 2006年 4～5月取碧桃 

新梢，按常规消毒程序进行消毒后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上 

from the{eaves of S 7nallanthus sonchiJblius[J]．European Journal of Nutri— 

tion，2003，42(1)：61—66． 

[33 钱林，丁民河，李里特，等．雪莲果的化学组分及其功能特性Fj]．食品 

研究与开发，2006，27(6)；179-180，188． 

[4] 李卓亚．雪莲果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EJ]．食品与药品， 

2007，9(6)：41—43． 

[5] 马杰，何蔚荭，崔波．蝴蝶兰原球茎状体的诱导及增殖D]．河南科学， 

2005，23(1)：51—53． 

Tissue Culture in Vitro and Establishment of Regeneration System of Smallanthus sonchifolius 

MA Jie，CUI t3o，ZHANG Xian：yun，YUAN Xiu-yun 

(Bio-technoloy Institute，Zhengzhou"lhacher’S College，Zhengzhou，Herren 450044，China) 

Abstract：rrhe regeneration system of Srnallanthus sonchi厂。lius WSS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by using leaves and axillary 

buds as explants in vitro cultur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S can be used 8S the basic media of the regeneration system 

of Sm“￡ “thUS sonchi lius．The appropriate mediunl used for calli and buds induction was MS十6-BA 2．0 mg／L十 

NAA 0．2 mg／L十sucrose 3 ．The subculturer medium was MS十6一BA 1．0 mg／L十NAA 0．1 mg／L十 sucrose 3 ． 

The rooting medium was 1／2 MS十NAA O．3 rag／： 十sucrose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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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1)进行腋芽诱导培养，待腋芽长出后，切取腋芽茎 

段接种到增殖培养基上(见表 2)进行增殖培养，每瓶接 

种 3个单芽茎段，每处理接种 1o瓶，重复 3次。培养温 

度(26±2)。C，每日光照 12 h，光强 2 000 lx，7 d后统计腋 

芽诱导和生长状况。 

1．2．2 生根培养 将增殖培养且生长正常的碧桃试管 

苗转移到生根培养基上(见表3)，7 d后逐渐统计结果。 

上述培养基均附加蔗糖 2 ，琼脂 0．6 ，pH值 5．6～ 

5．8。培养温度(25±1)℃，每日光照 16 h，光强 2 000 lx。 

1．3 试验方法 

培养基的配制、初代培养和生根培养参照王蒂的植 

物组织培养 J。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配比对碧桃腋芽诱导的影响 

培养基中不同的激素类型和配比是影响植物组织 

培养能否成功的关键，为此，试验对 7种启动培养基对 

碧桃初代培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见表 1)。从表 1可以 

看出，当培养基中以BA和 IliA的不同浓度进行配比 

时，芽的生长随着激素浓度的升高而逐渐好转，由生长 

不良逐渐转为正常，腋芽诱导时间、腋芽诱导外植数、平 

均每个外植体产生芽数和腋芽平均株高均有上升，但芽 

均为黄绿色，植株较其他处理要矮小；以KT和NAA的 

不同浓度进行配 比时，发芽时间变化不明显，而产生新 

芽株数和每个外植体平均产生芽数均有上升，当KT浓 

度达 0．8 mg／L时，产生新芽株数 、每个外植体平均产生 

芽数均最高，但其幼苗的生长细小，瘦弱，成活率低。因 

此，MS+KT 0．5 mg／L+NAA 0．1 mg／L为碧桃腋芽诱 

导的最佳培养基。 

2．2 不同培养基对碧桃腋芽增殖的影响 

从表2的数据可看出，无论是以 BA和 IBA进行配 

比还是以 KT和 NAA进行配比，只要浓度适宜 ，对碧桃 

试管苗的增殖均有一定的效果，当在培养基中添加 BA 

和 IBA时，随着 BA和 IBA浓度的上升，幼苗的增殖率 

和增殖系数也在随着增多，幼苗高度也呈上升趋势，其 

生长势也由弱到强，但其处理所得幼苗的叶片均为黄绿 

色，植株均较矮小，且很容易衰老、枯黄；以 KT和 NAA 

进行配比时，幼苗的增殖率和增殖系数也随着激素浓度 

的升高而增大，当KT的浓度为 0．3 mg／L时，其增殖率 

上升到 75．0 ，增殖系数达 1．50，幼苗健壮 ，明显优于前 

面的处理，随着 KT的浓度的上升，其增殖率和增殖系 

数分别由75．o 和 1．50上升至 90．o 和 1．70，当 KT 

的浓度达 1．0 mg／L而 NAA的浓度达 0．5 mg／L时，其 

增殖率和增殖系数最高，分别达到了90．o 和1．70，但 

其幼苗生长的很密，幼苗均很细小，瘦弱，其有效芽其实 

较少，成活率也较低，所以不是最佳的处理；综合分析可 

知：在碧桃的增殖培养中，以KT和NAA的激素配比更 

适宜于碧桃的增殖 ，其中以 MS+KT 0．3 n1g／L+NAA 

0．1 mg／L为最佳。 

表 1 不同激素配比对碧桃腋芽诱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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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的外源激素及不同浓度对碧桃 

幼苗生根的影响 

2．3 不同激素配I：Lx,：I-碧桃生根的影响 

根据表 3分析，在培养基 中添加 IBA时，幼苗的生 

根系数和生根率会随着浓度的升高而增多，但生根较 

少 ，也较短，浓度到 2．0 mg／L时会产生少量愈伤组织， 

到 2．5 rag／I 时会产生大量愈伤组织，不利于幼苗的生 

根。在培养基中添加 NAA时，幼苗会生根较多，幼苗也 

较高，当NAA浓度为0．30 mg／L时，幼苗生长健壮，根 

系发育 良好，虽然只有 2条根，但为直接生根，移栽成活 

率较高；当浓度继续增加，生根条数会增多，但愈伤组织 

也随之增多。因幼苗的根系与茎之间有愈伤组织相连， 

在转接和移植时很容易断根，从而降低了幼苗移栽的成 

活率。因此，碧桃生根培养基以添加 NAA为宜，添加 

NAA的浓度也不宜过高，该试验中以 NAA 0．30 mg／I 

生根效果最好。 

3 讨论与结论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激素种类和浓度对培养物的影 

响很 。许多研究者在桃属植物的组织培养 中也得 

到了相同的结论 ]。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碧桃离体 

快繁的腋芽诱导阶段，使用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和低浓 

度的生长素，随着离体快繁的进行，应不断降低细胞分 

裂素的比例，直至在生根阶段，完全不用细胞分裂素；且 

在试验中发现不同的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的种类对碧 

桃碧桃腋芽诱导、茎段增殖和生根效果的影响差异很 

大；在相同的激素情况下，不同的激素浓度和配比对碧 

桃离体快繁的影响也不相同；在碧桃的离体快繁中，使 

用 KT比6-BA效果好，而生长素类的 NAA对碧桃的腋 

芽诱导、茎段增殖和生根的效果优于 IBA的。试验筛选 

到了碧桃离体快繁中的最佳诱导培养基为MS十K'I、0．5 

mg／I +NAA 0．1 mg／L，其诱导率可达 93．3 ；增殖培 

养基为Ms+KT 0．3 mg／L+NAA 0．08 mg／L，其增殖 

率为75 ；生根培养基为 1／2 MS+NAA 0．3 mg／L，其 

生根率仅为50 9／5，可见碧桃的生根培养仍是其离体快繁 

中的难点，也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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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Effect of Different Hormone 011 the Propagation in Vitro of Prunurs persica vat．duplex 
’  

ZHANG Wen-e，PAN Xue-jUI!，Y#dqG SEi—guo，ZENG Jia-yan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Guizhou University，GuiyatN，Guizhou 550025，China) 

Absta-act： Ibok the shoot with single bud of Prunurs persica var．duplex as the experiment materials，MS as the basic 

medium，the effect of different hormone type and concentration on the propagation in vitro of Prunurs persica var．du— 

plex was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st medium for axillary bud inducing of Prwlurs persica var duplex was 

MS+KT 0．5 mg／L+NAA 0．1 mg／l ，the inducing percentage got to 93．3 ；the optimum medium fOr multiplication 

was MS+K F 0．3 mg／I +NAA 0．1 mg／I ，and on the medium the muhiplication ratio was 75 ；the]／2 MS with 

NAA 0．3 mg／I was the best meduim for seedling rooting and the rootability was only 50 ，SO in the rut ure the rooting 

research was impotant． 

Key words：Hormone；Prunurs persica var．duplex Rapid propa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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