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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塞拉樱桃砧木组培苗分化的研究 
范志强 ，李成刚2，潭志坤 ，刘玲艳 ，孙仲序 

(1山东省林业局，济南 250014；2山东农业大学，山东 泰安 271018) 

摘要：通过对二个品种樱桃砧木的叶片和叶柄的诱导和分化研究，认为两种砧木的叶柄再生能力都强于 

叶圆盘，BA作用强于KT，NAA优于IBA。综合平衡后可总结出一种诱导和分化芽的通用配方，即：MS+ 

BA 1-2 mg／L+KT 1-2 mg／L+NAA 0．5 mg／L+IBA 0．5 mg／L。再生芽的频率最高可达42％-67％。I／2MS培 

养基附加生根粉(ABT)2 mg／L，黑暗处理3 d后，生根率和移栽成活率能达到91．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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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樱桃果实色艳品质好，味甜而有芳香，为落叶果 

树中成熟期较早的树种。正确选择和利用砧木，迅速推 

出适宜的栽培品种和优良砧木，将有利于推广大樱桃 

栽±立【 。目前大部分樱桃砧木是通过实生繁殖而成，而 

无性繁殖的还较少[5．61，但组织培养将成为果树快繁的 

实用方法[7--9]。与压条、扦插等常规繁殖的苗木相比，组 

培苗繁殖快，不占空间，遗传性状一致，根系发达，生 

长旺盛【7．8．】明。目前有些果树已利用组培技术建立起工厂 

化育苗的生产线，在很多地方实现了商品化生产[10,11】， 

为此很多单位进行了樱桃砧木茎尖的组织培养研究【Ⅻ。 

本试验选用从美国引进的矮砧吉塞拉樱桃 (Gisela)为 

材料进行组织培养，以器官再生为目的，为以后基因转 

化和深入研究打下物质和理论基础。目前研究了分化、 

防止污染、生根、炼苗、移栽、露地移栽以及整个生产的 

管理等，成功地获得了30万株苗木。现将研究情况总 

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以大樱桃砧木吉塞拉 5号和 6号 1年生苗木为试 

材，春季切取新梢幼嫩部分叶片和叶柄进行组织培养。 

1．1 诱导培养的培养基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的设计 

以 MS为基本培养基，设计细胞分裂素 KT和 BA 

及生长素 NAA、IAA、IBA为处理因素，每个因素设计 3 

个水平。采用 (3 )正交试验设计(表 1)，每个组合重 

复3次，每重复 10瓶，每瓶三四片试验材料。 

取露地苗顶部 2—4位正在伸展或已展开的幼嫩叶 

片和叶柄，按常规消毒，用 直径 0．4 cm的打孔器，将叶 

片做成圆盘，平铺接种在培养基表面；取长度 0．3 cm左 

右的叶柄斜插入培养基中。培养温度 25+3℃，光强约 

为2000Ix。接种后 50 d，对再生频率进行调查分析，其 

指标为：叶圆盘愈伤组织分化频率=分化愈伤组织叶片 

数／接种叶片数x100％；叶柄愈伤组织分化频率=分化 

愈伤组织叶柄数／接种叶片数x100％；叶圆盘和叶柄平 

均分化愈伤组织数 (个／叶片)=愈伤组织总数／接种叶 

片数；叶柄芽再生频率=再生芽叶柄／接种叶片数。 

表 1 L9(3 )正交试验设计表 mgCL 

1．2 生根培养基的设计 

A一1：MS培养基附加生根粉(ABT)2 mg／L，黑暗处 

理 3 d；A一2：只附加生根粉(ABT)2 mg／L；B一1：幼苗浸 

蘸 500 mg／L滑石粉剂插入 1／2MS培养基 ，黑暗处理 

3 d；B一2：幼苗浸蘸 500 me,／L滑石粉剂插入 MS培养 

基。CK：设置无附加物MS培养基为对照。 

2 结果与分析 

2．1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叶片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由表 2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两个砧木品种叶片 

愈伤组织形成难易、生长调节剂配比及生长状况均存 

在差异。5号品种在正交2、3、4、5组合中表现较好，接 

种两周左右，叶柄端伤口处可见少数绿色愈伤组织；大 

小如小米粒，柔软，透明，结构密实，生长缓慢；3周左右 

愈伤组织迅速增多、增大，生长较快；4周左右叶柄端伤 

口处全部形成愈伤组织，其频率达到80％以上。部分已 

长至与玉米粒般大小，颜色由绿转白，新鲜旺盛，同时 

有的愈伤组织分化出绿色小芽；6、7周后愈伤组织生长 

开始减缓，部分愈伤组织由白色转为褐色。6号砧木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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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形成的愈伤组织性状与 5号相同，但愈伤组织形成 

频率普遍低于5号，分化相对较难。从愈伤组织形成频 

率的动态变化来看，5号的愈伤组织形成频率的高峰期 

大约在接种 3周后，高峰期比较集中，6号的再生频率 

的高峰期约在接种 4周左右，高峰期持续时间长。 

表 2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叶片愈伤组织形成影响 

由表 3可知，从两个品种平均值的极差来看 ，其处 

理因素的重要程度排列为，5号：BA>KT>NAA>IBA；6 

号：BA>NAA>IBA>KT。BA在两者都表现出较高活 

性 ，促进叶片愈伤组织形成的效果要比 KT、NAA、 

IBA都要好。计算结果可确定，5号叶片愈伤组织形 

成最适宜的培养基组合为 BA 2．0 mg／L+KT 1．0 mg／L+ 

NAA 0．5 ms／L+IBA 0．5 m L，6号最适宜的培养基组 

合是 BA 1．0 mg／L+KT 2．0 mg／L+NAA 0．5 mg／L+IBA 

0．1 mg／L。 

表3 (3 J正交设计各个因素处理平均值和极差 

2．2 叶片愈伤组织芽再生体系的建立 

2．2．1 叶片再生芽 

从表4中看出，NAA对两个品种叶片再生芽的应 

用效果明显，激素作用效果大小依次为 NAA>IBA>BA> 

KT，两品种结果相同。但两品种适宜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配比有所不同。5号比较好的配方是：BA1．0 mg／L+KT 

2,0 ms／L+NAA 0．5 ms／L+IBA 0．5 mg／L；6号比较好的、 

配方是：BA 2．0 mg／L+KT 2．0 m L+NAA 0．5 m L+IBA 

0．5 mg／L。利用该配方进行再生体系的建立 ，接种 4 

周左右它们可在I11J片边缘伤 口处和褐色愈伤组织上长 

出少量的小的绿色愈伤组织，结构密实，而且生长缓 

慢，由此逐渐分化出绿色芽点，再生出芽苗。5号再生 

芽的频率最高可达 44％，6号叶片再生芽的能力高达 

67％ 。 

表 4 (3 J正交设计叶片再生芽的百分率 

2．2．2 叶柄再生芽 

表 5结果表明，生长激素对叶柄再生影响重要程 

度可排列为，5号 ：BA>NAA>IBA>KT，6号：BA>IBA> 

KT>NAA，两者略有差异。5号接种两周左右，叶柄端伤 

口处可见少数小米粒大小的绿色愈伤组织，柔软、透 

明、生长较慢 ；3周左右愈伤组织生长加快，愈伤组 

织增多，而且部分分化成嫩白色短根；4周左右有大量 

的叶柄分化出浅白色的根；6周左右在愈伤组织处和 

表 5 (34 J正交设计叶柄再生芽百分率 mg，I 

根上分化出大量的绿色小芽，有的直接从叶柄上分化 

出较为密集的小芽 ；7周左右叶柄的再生频率可达 

72％。6号接种 4周左右分化出根 ，数量较多，生长 

较旺，陆续形成大量愈伤组织 ，然后从愈伤组织上逐 

表 6 不同组合处理樱桃砧木生根及移栽成活率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006(1) 范志强等：吉塞拉樱桃砧木组培苗分化的研究 7 

渐分化出芽苗，分化芽的频率为 69％。其分化的配方 

和叶片分化配方一样，两者形成芽苗再生体系通用配 

方为 ：MS+BA 1．0 mg／L+KT 2．0 mg／L+NAA 0．5 mg／L+ 

IBA0．5 m#L。 

2-3 樱桃砧木根的再生体 系形成 

由表 6看出，两个品种的生根量和生根长度都相 

差不大，5号的生根率和移栽成活率比6号要高一些。 

从激素的处理来看，1、2号组合的生根率和 3、4号组合 

差异不大，但移栽成活率用 ABT 2mg／L比用滑石粉+ 

ABT 500 mg／L好。前者处理后幼苗的基部大部分能直 

接长出幼根；而后者由于生根粉的浓度高，致使基部膨 

大，形成愈伤组织，由此长出的根疏松，侧根少，移栽后 

愈伤组织易腐烂，影响正常生长。另外，黑暗条件处理 

的苗木生根率高，根长，生根条数较多，因此选用 A一1 

配方进行生根，可提高生根率和移栽成活率。 

3 小结 

(1)本实验的结果显示，同一基因型不同组织和器 

官的再生能力不尽相同，而且对培养条件的要求也有 

差异。两个品种砧木的叶柄再生能力都强于叶圆盘，在 

其他园艺作物上，如猕猴桃与菠菜上，同样也表现出叶 

柄的再生能力高于叶片的现象『2．3]。就激素来看，BA对 

于叶片和叶柄而言，不论那一个品种都是分化的重要 

激素，其作用强于KT，而 NAA的作用效果要优于 IBA。 

(2)在本试验条件下，5号和 6号的再生能力差异 

显著，在叶片再生培养中，5号再生芽的频率最高可达 

44％，而 6号叶片再生芽的能力高达 67％。6号的叶柄 

再生较早，但接种后 30~40 d仍有愈伤组织陆续发生， 

生长也较慢，再生频率可达 72％；5号的叶柄再生较晚， 

愈伤组织生长速率较快，生长高峰出现早，生长量大，分 

化芽的频率为69％。 

(3)综合上述分析，两个品种在诱导愈伤组织和分 

化芽的试验中，其生长素浓度基本一样，而BA和KT 

的浓度变动在 1～2 mg／L之间，二者处理效果差别不是 

太大。综合平衡后可总结出一种诱导和分化芽的通用 

配方 ，即：BA 1-2mg／L+KT 1~2 mg／L+NAA0．5 mg／L+ 

IBAO．5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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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Regeneration System on Cherry Rootstock of Gisela 

FAN Zhi-Qiang ，LI Cheng-gang2,TAN Zhi-kun2,LIU Ling-yan2,SUN Zhong-xu 

(1 Shandong Forestry Bureau，Jinan 250014，China； 

2 Shandong A culture University，Tai an 27 1 01 8，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studies of the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leaves and petioles of two varieties of 

cherry rootstock，we go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ifferentiating ability of petioles i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leaf-discs，BA does better than KT，NAA is more effective than IBA．From all these factors considered，we get 

the a fclrmula used both for shoot induction and subculture：MS+BA 1-2 mg／L+KT 1-2 mg／L+NAA O．5 mg／L+ 

IBA O．5 m#L．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shoot induction reaches 42％～67％．In the medium of 1／2MS with 

ABT 2 m#L．the rooting rate can reach 9 1．8％ and the survive rate can reach 93．8％． 

Key words：Cherry rootstock of Gisela；Plant tissue culture；Rapid pI|0pagation；0rthog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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