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针对冬 枣 工厂化 育苗的技 术特 点 ， 

开展 了试管苗继代培养增殖、诱导生根和移栽 

等技术研究，明确了最佳培养基的配方技术要 

点．基 本上建立 了一套较 为成 熟的冬枣组 培快 

繁 生产技 术程序 ．最终达到 了工厂化生产 冬枣 

苗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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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天津市大港区属于滨海地区，气候干旱， 

地势低洼，土壤盐碱化严重，水资源匮乏，农 

作物产量低、效益差。随着农业种植结构的调 

整，决定大力推广和开发冬枣的种植业，采用 

组织培养技术，建立工厂化育苗生产基地，加 

快优 良品种苗木的繁殖速度，提高苗木的数量 

和质量，从而推进大港区冬枣种植业实现产业 

化的发展目标。现将技术成果介绍如下。 

2 冬枣茎段芽 的诱导 

2．1 材料与方法。春季在田间剪取 1年生枣头 

或徒长枝，将半木质化嫩枝剪成 6～8 cm的茎 

段。材料用 自来水冲洗 2～3 h，再用 70％酒精 

间歇处理 2～3次，然后无菌水冲洗 3～4次 ， 

再用 0．1％升汞灭菌 5～8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 

洗 3～4次。剪取带有芽的茎段，插入 MS附加 

不同激素配比的诱导培养基上。 

2．2 结果与分析。试验表明，茎段在附加激素 

浓度较低的诱导培养基上，能使芽萌发抽出新 

梢。但以附加较高浓度的生长素 IAA 0．5 mg／L、 

NAA 1．0～1．5 mg／L的诱导培养基上效果最好。 

7～10 d后芽开始萌动，30 d后长出 2～3 em 

长的嫩梢，从而成功地建立起冬枣试管苗无性 

系，为继代培养增殖、工厂化育苗奠定了基础。 

3 继代培养增殖 

3．1 材料与方法。将诱导培养抽出的嫩梢切下来，转入增 

殖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培养增殖。 

3．2 结果与分析。通过培养基筛选和对比试验，筛选出适 

宜增殖的培养基，见表 l。 

表 1 增殖培养基的筛选试验 

从表 1结果看出，在 MS+NAA 0．1 mg／L+BA 2 mg／L 

培养基上，增殖倍数 3．6，植株生长正常 。在 MS+NAA 

0．1 mg／L+BA 4mg／L培养基上，增殖倍数达 4．2，植株生长 

较正常，但叶片较小。在 MS+NAA 0．1 mg／L+BA 6mg／L 

培养基上，增殖倍数达4．8，但植株生长不正常，植株细弱， 

短小。为了多生产出有效苗木，可从表 l看出， 我们的增殖 

培养基选用 MS+NAA 0．1 mg／L+BA 2～4mg／L为好。若 

将组织培养苗剪成带 1个叶(芽)的茎段，插入最佳增殖培养 

基上还可进一步提高繁殖数量。 

将 MS大量元素 KNO3提高到 3 000 mg／L，NH4NO3降 

低到 l 000 mg／L，KH~PO 量不．变；有机元素增 加了 Vc 

10mg／L，柠檬酸 10mg／L，附加激素不变，可有效地提高增 

殖苗的质量。 

4 诱导生根 ‘ 

4．1 材料与方法。继代培养增殖出大量植株，当形成一定 

规模时，最好在春季转入诱导生根阶段，以备适时移栽，及 

时入圃当年成苗。 

4．2 结果与分析。通过生根培养基的筛选试验，选择出最 

佳的生根培养基。结果见表 2。 

表2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试验 

从表 2结果可看出，试验所用 3种诱导生根培养基，生 

根率均 可达到 80％以上 ，以 1／2 MS附加 IBA 0．6 mg／L、 

NAA 0．15mg／L、白糖 20g／L、琼脂 6g／L的培养基诱导效果 

最好。在 25℃ ～28℃，光照强度 2 000 lx左右，相对湿度 

70％～80％的培养条件下。5～7 d后剪口处形成愈伤组织， 

2周后有根尖长出，经过 20 d左右可形成 3～5条根系的完 

整植株。试管苗瓶内生根率可达93％以上，有时达 95％以上。 

对于部分未 生根的植株 ，可采用瓶外 生根法 ，用 

500 mg／kg的 IBA溶液速蘸处理，插入蛭石和草炭土 1：l 

混合基质中，经过 l0～15 d，生根率可达 85％左右。用此 

方法可在诱导生根率 93％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试管苗的 

生根率，有效地增加了移栽苗木的数量。 

5 生根试管苗移栽 

5．1 材料与方法。我们多选择以春季移栽为主，当试管苗 

具有 白色根 3条左右，根长 1．5 em左右时，即移入温室进 

行炼苗。打开瓶盖进行炼苗 8 10 d，待苗木叶色转为浓绿 

色。逐渐已适应外间环境条件，进行移栽。 

移栽基质选择疏松、透气、排水 良好的蛭石和草炭t 

l：1混合基质中。移栽前基质用 0．1％甲醛进行消毒。用30℃ 

温水洗净根部附带的培养基，然后移栽。移栽后，每株浇灌 

l5 m1左右的 1／2MS大量元素营养液。用塑料膜拱小棚，以 

保持湿度和提高温度。每天 6次揭膜通风喷水，夏季移栽时 

通风和喷水次数可适当增加。10 d后逐渐增加揭膜通风次 

数，l5 d后将塑料膜全部去除。每隔 3 d进行 1次叶片喷肥 

和叶面喷杀菌剂，生长 1个月后，当有新根大量形成时，可 

移栽到育苗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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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斗 渠设计流量及横 断面形式的．探讨 

摘要：新疆近几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步伐加快．斗渠防 

渗改建工程投入力度逐年加大。为合理确定斗渠设计流量及 

横断面形式 ，现对其做一 简要论 述，为以后建设提供借鉴经 

验。 

关键词 ：新疆小型 渠道 ；设计流量 ；横断面形式 

新疆地处西部干旱地区，属灌溉农业，在 “九五”、 

“十五 期间，国家已基本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大型灌 

区续建改造等大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十一五”期间，中 

央财政设立了小型农田水利专项资金，加大了对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主要对田间工程和小于 1 m3／s的渠道 

新建、续建或改建，而斗渠流量大都在 1 m3／s以下，因此斗 

渠防渗改建将成为重要的农田水利建设项 目。 

渠道设计流量受某一地区作物灌溉制度、作物种植比 

例、作物一次灌水延续时间、渠道水利用系数、灌溉面积等 

诸多因素的制约，现以兵团农八师某斗支渠为例来计算渠道 

的设计流量及确定横断面形式。 

1 渠道设计流量 

1．1 灌溉制度。各种作物灌溉制度见表 1。 

1．2 作物种植比例见表 2 

表 2 作物种植比例 

作物 春小麦 玉米 棉花 滴灌棉花 其他 园林 苗蓿 合计 
。 。 。 。 。 。 。 。 。 。 。 。 。 。  。 _  。 - _ ● H - ‘ ● _ _ _ _ ● _ 。 ● _ - ● - ● - ● ●  _ - _ 。 ’ 。 。 。 。 。 。 。 。 。 。 。 。 。 。 。 。 。 。 。 _ _ 。 _ 。 _ _ 。 ● _ _  - _ _ ● _ - _ _ ' _ _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_ _ 。 - _ - _ 。 - - - _ _ ' 。 _ - ' _ _ _ _ - _ ● _ _ - _ - - _ -

。 - 一  

比例㈣ 5．7 5．7 43．0 33．9 1．6 7．9 2．2 100 

1．3 一次灌水的延续时间。播前灌为 15 d；生育期：地面 

灌 10d，滴灌7d。见表3。 

表3 作物灌水延续时间 (d) 

1．4 灌水率按下式计算 

Qi=0【imi／8．64Ti 

表 1 灌溉制度(单位：m~／667m2) 

5．2 结果与分析。按上述移栽及管理方法，试管苗的移栽 

成活率见表3。 

表 3 生根试管苗移栽成活率 

6 钵苗移入圃地 

圃地施上底肥，经过深翻、耙平、开沟、浇水，去掉营 

养钵把苗栽入沟内，封垄后再灌水 1次，基本可使营养钵苗 

全部成活。圈地按常规育苗方法管理，做到及时除草、松土 

打药等，在 6～7月份移入圃地的成活苗，当年苗木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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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100 cm，基本上达到了苗木出圃的标准。 

7 小结 

本研究运行了4年，基本上摸索出一套完整、成熟的冬 

枣组培快繁技术程序，即经过茎段芽的诱导一继代培养增 

殖一诱导生根一移栽成活一入圃成苗 5个培养阶段，成功地 

建立起天津冬枣试管苗无性繁殖体系，为其组织培养快繁技 

术和工厂化育苗奠定了基础。每个培养阶段均达到了项目预 

期设定的技术经济指标：继代培养增殖系数 3．6～4．2，达到 

了预期设定的 3～4倍的技术经济指标；诱导生根率 93％， 

达到了预期设定的90％以上的技术经济指标；移栽成活率 

92．4％，超过预期设定的85％以上的技术经济指标；入圃成 

苗，成活率几乎是100％，6～7月份移入圃地的当年可达到 

8O～100 cm苗木出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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