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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扁杏组培基本培养基与培养条件的优化研究 

齐高强，赵 忠，张存旭，周锋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学院，陕西 杨凌 71 21oo) 

[摘 要] 以大扁杏龙王帽为材料，研究了外植体消毒、基本培养基、取材部位和培养条件等冈素对组培苗生 

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采用 1 g／I HgCI 与2O g／I NaHCO 按体积比1：1混合的消毒合剂处理外植体 8 min， 蒲 

成功率口f达 98％；以改良的MS(1／2 NH NO )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适合大扁杏的分化培养；最适外植体为茎尖； 

最佳培养条件为温度 25～27 C，光照强度 2 00o～3 000 lx，pH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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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扁杏(Prunus armeniaca I inn．)属蔷薇科杏 

属植物，特指近年来北方地区广泛推广栽植的以龙 

王帽、优一、白玉扁、一窝蜂等优良品系为主的甜仁 

杏品种。因其经济价值高，生态适应性强，栽植大扁 

杏已成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门路之 
一
_l一 】

。 目前，生产上繁殖大扁杏仅采用嫁接的方法， 

但由于繁殖材料来源有限，严重制约了大扁杏的大 

面积推广。 

迄今为止，我国除了有学者对大扁杏茎段的组 

织培养进行过初步研究外，有关杏茎尖组培研究仅 

限个别报道，至今进展不大。 。国外对杏的组织培养 

研究起步于 2O世纪 50年代，研究较多且成功的是 

通过有性系种胚进行组培 。]。近年来，葡萄牙的 

Migud等 圳在杏组织培养，尤其是在通过叶片转 

基因方法获得再生体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利用 

组培快繁的方法培育良种苗，可以不受地区、气候的 

影响，扩繁速度比常规方法快数万倍，因而能够及时 

提供大量优质种苗，加速大扁杏优良品种的繁育。本 

试验探讨了外植体消毒、基本培养基、取材部位和培 

养条件等因素对大扁杏组培苗生长的影响，以期为 

完善大扁杏组培快繁体系提供科学依据，为优良品 

种的选育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供试材料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实验苗圃内 

的 2年生大扁杏嫁接苗，品种为龙王帽。 

1．2 方 法 

1．2．1 外植体灭菌条件的选择 取 2年生大扁杏 

植株上当年抽生的幼嫩枝条为外植体，在实验室水 

培 2 d，去叶后用自来水冲洗 30 min，灭菌滤纸吸干 

水分，750 mI ／i 酒精表面消毒 30 S后L{o J，分别用以 

下 3组消毒剂进行灭菌处理：(I)1 g／i HgC1 2； 

(Ⅱ)1 g／L HgC1 2与 20 g／I NaHCO 按体积比 1： 

1混合；(Ⅲ)1 g／I HgC1 2与 1()0 mI ／I H2() 按体 

积比1：1混合。每组各设 6，8和 10 min 3个处理。 

灭菌处理后用无菌水冲洗 5遍，灭菌滤纸吸干水分， 

切成 0．5 cm长、带 1个节的茎段，竖直插入培养基 

中0．3 cm，每瓶 3～4个，10 d后统计污染率和存活 

率 。 

1．2．2 基本培养基的选择 基本培养基是植物组 

织培养的重要基质，由于各种植物的遗传背景、生物 

学特征不同，因而对营养成分的需求也不同，选择合 

适的培养基对于组织培养成败至关重要l 。本试验 

分别以WPM[f(NHt)：(’(N() )一0．68]、MS[c， 

(NH4+)：f(N()3)=0．5]、SH (NH )：(’(N()。)一 

0．10]、改良MS[,-(NHi~)：c’(NO。)一0．16]为基本 

培养基，其 中均附加 1．0 mg／I 6一BA，0．1 mg／I 

NAA，蔗糖 30 g／I ，琼脂 5 g／I 。 

1．2．3 培养条件的选择 选定基本培养基后，按照 

单因素简单对比试验设计，分别用光照强度 1 O00～ 

5 000 lx，温度 20～30 C，pH 5．0～7．2，并在其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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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条件(光照时间、湿度、通风等)不变的情况下进行 

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培养。 

1．2．4 取材部位的选择 剪取幼株的茎尖、茎段分 

别进行诱导，培养 3O d后统计株高、叶片数和分化 

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灭菌条件对大扁杏外植体的灭菌效果 

试验采用 3种不同消毒剂对大扁杏外植体进行 

灭菌处理。由表 1可知，利用消毒合剂的效果优于单 

独使用 HgC1 。进一步比较可知，利用第 Ⅱ组消毒剂 

(1 g／I HgC1 与 2O g／L NaHCO 按体积比1：1混 

合)处理 8 min。对大扁杏幼株茎段外植体的消毒效 

果最佳。成功率达 98 ，且外植体在培养基上生长 

状况良好，未出现褐变现象。 

2．2 不同培养基对大扁杳芽启动和增殖的影响 

表 2结果表明。在 WPM 培养基上生长的外植 

体分化数量少。生长状态较差，培养基褐化现象较严 

重，因此 WPM 不适合作为大扁杏组培的基本培养 

基。在 SH、MS和改良MS培养基上大扁杏外植体 

生长状态较好，其中在改良MS培养基上的生长效 

果最佳。因此，以改良MS培养基作为大扁杏组培的 

基本培养基。 

表 1 不同消毒剂对大扁杳外檀体的灭菌效果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sterilization effect on 

different antiscptic of Prunus armeniaca I 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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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培养基对大扁杏芽启动和增殖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t medium cultivation on bud startup and proliferation of Prunus armeniaca I．inn 

2．3 大扁杳不同取材部位的诱导生长效果 

剪取茎尖、茎段分别进行诱导生长，结果(表 3) 

表明，对于不同的外植体，芽启动需要的时间和出芽 

数均不同，以茎段的分化能力较低，这可能是由不同 

外植体在内源激素和养分含量上的差异造成的；而 

茎尖由于解除了顶端优势，分化能力较高。 

表 3 大扁杏不同取材部位的诱导生长效果 

Table 3 Effect of inducement in different location 

on Prunus armenlaca I inn．growing 

2．4 大扁杏不同培养条件对分化苗生长的影响 

2．4．1 光照强度 表 4表明，当光照强度为 1 000 

lx时，芽分化数少，且叶片发黄、狭小、萎缩，18 的 

外植体出现褐化；随光照强度增加，芽分化数明显增 

多。叶片增大。当光照强度为 2 000和 3 000 lx时， 

两处理间的芽分化数差异不显著，植株生长状况较 

好。叶片深绿色；当光照强度增加到 4 000和 5 000 

lx时。芽分化数逐渐减少，叶片深绿色。大扁杏属阳 

性树种，在光照充足的阳坡生长发育良好 。】，因此在 

大扁杏组织培养过程中适当增加光照强度。有利于 

芽增殖生长。 

2，4．2 温 度 温度是大扁杏组织培养中不可忽 

视的要素之一。由表 5可知，在 2O C时。组培苗无分 

化；在 21～24 C时，组培苗分化较少，且生长缓慢； 

25～27 C时，组培苗较早进入正常生长。生长状态 

最佳；28(：以上时则生长减缓，褐化和污染率均增 

加 。 

∞ 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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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pH值 培养基 pH值直接影响植物对离子 

的吸收，因此也影响大扁杏组培苗的生长。由表6可 

知，pH值低于5．2时，大扁杏外植体分化数较低，且 

培养 30 d时玻璃化苗比例升高。实践表明，在低 pH 

值条件下培养基常出现软化，不仅接种操作的难度 

增加，而且导致污染加重。而pH值高于7．o时，外植 

体生长减缓，叶片出现黄化或颜色加深，且褐化率升 

高。比较而言，以pH 5．6～5．8的处理效果最佳。 

裹 5 不同培养温度下大扁杳芽的生长状况 

Table 5 Different temperature cultivate on Prunus armeniaca Linn．bud growing 

裹 6 不同培养基 pH值对大扁杳外檀体生长的影响 

Table 6 Effect of different pH on Prunus armeniaca Linn．bud 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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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结果表明，基本培养基中 f(NH )： 植体的生长。据报道 -，-，提高培养基中P。K和S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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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低 Mn含量，有利于大扁杏组培苗生长，并减 

少褐化现象发生。 

玻璃化是大扁杏组织培养中最常见的问题。由 

于玻璃化苗的生长发育停止。生理活性降低，因此生 

根率和移栽成活率明显下降。本研究发现，茎尖外植 

体玻璃化的比例较高，而茎段外植体玻璃化的比例 

明显较低。这可能是由于较大外植体的分生组织远 

离培养基表面而使其生长环境的水分状况得到改善 

所致，这与郭生武等[7 的研究结果一致。本试验结果 

还表明。当培养温度低于 24 C或培养基 pH值低于 

[1] 

[2] 

[3] 

[4] 

[5] 

[6] 

[73 

[83 

[9] 

[10] 

[11] 

5．2时。大扁杏外植体玻璃化比例明显升高；另外在 

试验中还观察到，培养瓶的通气状况越好，组培苗玻 

璃化比率越低。因此，选择适宜的培养温度和培养基 

pH值，并选用通气性较好的封FI材料，可以有效减 

少玻璃化的发生-1 。 

本试验只采用了定量蔗糖作为碳源，除可为细 

胞生命活动提供能源外，在培养基中还起着维持一 

定渗透压的作用，有关蔗糖浓度与大扁杏组培苗玻 

璃化率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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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selection of basic medium and culture condition in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Prunus armeniaca Linn． 

QI Gao—qiang，ZHAO Zhong。ZHANG Cun—xui·ZHOU Feng—ii 

(College Forestry．Nm'thwest A 8 F Um'zJ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hina) 

Abstract：The key techniques including explants disinfection，basic medium 。suitable explant and cul 

ture condition were studied．By culturing the stems of P1 UnUS armeniaca I inn．in vitro。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ccess percentage of disinfection reached 98％ when the explants were treated by 1；1 mixture of 

1 g／L HgC12 and 20 g／L NaHCO3 for eight minutes；the modified MS(1／2 NH1NO3)was suitable for Prunus 

armeniaca Linn．a micropropagation；the optimal explants were stems with double axillary buds；and the 

cultures were kept under the temperature of 25— 27 C，light intensity 2 OOO一3 000 Ix。and pH 5．6—5．8． 

Key words：尸runus armeniaca Linn．；basic medium ；culture conditions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