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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葵试管苗快繁体系优化初探 

崔 翠 何凤发 周清元 王季春 黄远新 
(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重庆 400716) 

摘 要：通过最优回归设计，利用 6-BA、NAA和维生素 C不同浓度配比对山葵试管苗增殖系数进行 

调查。结果表明：当6-BA、NAA、维生素C的浓度分别为 1．2504、0和 1．9668 mg／L时，增殖系数可达到 

6．8380。壮苗比较适宜的生根培养基为 1／2MS+NAA 0．01 mg／L或者 1／2MS，生根率达 90％以上。未生根 

的壮苗试管苗可直接移栽驯化，且生根率可达 80％以上，能进一步降低种苗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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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Optimizing Production of W asabi Plan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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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concerntration of 6一BA，NAA and Vitamin C affected plantlet pro— 

pogation coefficients of Wasabi through optimization regression analysis．As a result，the suitable combination 

was selected．the proliferation coefficient might increase to 6．8380 when treated by MS medium with 6一BA 

1．2504 mg／L and Vitamin C 1．9668 mg／L．In rooting culture．1／2MS medium or 1／2MS with 0．01 mg／L 

NAA were suitable for root development and growth．and rooting~equency reached above 90％ ．In acclimati— 

za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rong plantlets without rooting were fit for culture out of door with around 80％ 

rooting~equency，therefore，production cost of wasabi seedlings decreased greatly without rooting ph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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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材料与方法 

山葵种苗生产通常是利用分株繁殖，繁殖速度慢，且连续无性繁殖会导致种性退化。通常认为退 

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病毒感染所致，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通过组织培养方法脱病毒。山葵的组 

织培养存在着繁殖系数较低，生长速度慢等问题。细木高志等在对 ‘岛根 3号’、‘真妻’等的增殖 

培养中，选用 MS基本培养基附加6一BA 0．1～0．2 mg／L，获得了增殖系数4．0和3．9的结果  ̈。我国 

部分学者对山葵组织培养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J，发现最佳增殖培养基为 MS+6一BA 0．5 mg／L 

或 KT 0．5 mg／L+NAA 0．05 mg／L，增殖系数达5．1 J。由于山葵本身含有多酚氧化酶，培养基的细 

胞分裂素物质 (如 6一BA)有提高多酚氧化酶活性的作用，从而在培养基内产生并积累了酚、酮类深 

褐色色素物质。这类物质常产生毒害，严重时组织完全褐化而死亡。因此有人提出适当添加维生素 c 

或者PVP，以克服或者减轻褐化现象 J。 

本研究采用最优回归设计，以试验因子 6-BA (X。)、NAA (X )与维生素 C (X，)的质量浓度 

为自变量，以增殖系数 (Y)为目标函数。为了使回归关系标准化，消除量纲和自变量取值的影响， 

对试验因子 (自变量)的设计水平进行无量纲线性编码代换，以便把因变量 Y对 自变量的回归关系 

转化为Y因子对空间坐标轴x上编码值的关系，其编码代换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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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 翠等：lII搂试管苗快繁体襄优化栅探 877 

2004 f ，将保仔的山蒌 岛根 3号’绁培试管苗接人 【J种培养基 (表 【) 基水培养基为Ms， 

3％蔗糖．卡拉胶0．45％ ～0 50％．pH 5 8 每瓶内接种4株外植体．每个外植体带有2个芽，质量 

0．16 g藏 姆个处理接种 l0～I5瓶不等，培养温度l7～19℃，每天光照12 h．培养35 d后，对试 

管曲进行统计增殖后的总芽数 并计算平均增碴系数 (平均增殖系数 =总芽数 接种幼芽数) 试验 

数据采州 DPs v3．{)I数据处理系统估算 归方程和最优 比 

将增殖昕得部分无菌卣转接剑 l／1Ms或耆 MS培养基中壮茁 30·j，然后切成单芽分圳接种到8种 

生根培养基t (丧2)进，亍生根培养．35 d后统计生根率：2次不同时间接种构成2状重复，每次重 

复每个处删接种3～5瓶 

将已经， 根和只经壮苗的l尢菌 管苗，揭开封口膜，在室温下 (20~C左右 炼苗3～4 d．用自 

米水洗挣琼脂 ．并用 0．】n L牛根粉处理未进行生根的无菌试管苗 2～3 h，然后I司q-粮试管菌一起 

移栽在营养钵中，l／2Ms大量元素营养液浇透 在人工气候室 (I 8 ：、光照强度 10 ooo Ix、光照时 

间 12∽ 驯化，F长 每日适 浇水，30 d后统汁I存活率和生根率 以不同时间进行处理为3次重复． 

每个处理每次驯化移栽荫25株左_打 

2 结果分析 与讨论 

2．1 山葵种苗增殖体系的优化 

接种35 tI后，刘酞管陌叶色、 生芽l_乏势、 

苗基啦褐化情况、叶片大小、增殖系数等疗而进 

行调查，10弓培养壁 (MS+L．0『l1 l_6一BA+2 5 

mg／1 维 I 素c+3．O％蔗糖 +0．7％琼脂)山罄斌 

管苗nt 色浓绿，丛  ̂芽紧凑、整齐，长势旺盛， 

基部无褐化 ．_尤愈f，』．叶缘黑斑最少．叶片大小 

均匀 ( 1．表 【1 获得较高的增殖系数． 

由丧 I数据建也r山缕增殖系数 Y与各自变 

量因子 6 BA (x．)、NAA (x2)、维 生 

素c (x )的多项式 【亘『归方程为： ： 

3 6298 + 0 l657x 一 0 5740x 一 

0．3I8I x 一 0 4283 XI + 0．339l x 一 

0 4274x 一0．0988x X 一 0 0543x x + 

0．3460x x 利ff】陔方程得到理沦增殖 

系数 J实际增硝系数中H符，其回归片程 

的柑关指数为 =0．9833，表明方程各 

因子与试验结果的拟合效果非常好 对 

缓多项式回lJJ j]f稃进行极值求解．当 

6-FIA、 AA、维生素 t：的水平编码值 

分 别 为 O．5009、 一2 000 一 1．2133 

时，即它们浓 度分别 为 1 2504、0、 

1 9668 nl I 时 ．增 殖 系 数 可 达 

6．8380 根据筛选出的最佳组台配制增 

殖培 养基MS+6一BA l，2504rag／L+维 

闰l 10号培养基和 3号培养基上山蓥试昔昔形态比较 

Fig． I Plaltflets wa~ bi oilthe Illth and 3 Ih medlum 

表 I 6-BA．NAA．维生索 C组台调查结果 

Table 1 The eambination af 6-BA ．NAA．Vi~m i C and 

the  smrvey result treatment 

注：括 呼内为 因 r不同水平编码丰日刈成的{在度 L1 
Nm —Numtler irl I】m kel i，t-cll1c n【Int J 1n 

生素 C I 9668 mg／I ．将试管苗分割成只有双芽的外植体接人增殖培养基 】5瓶．35 d焉统计 n尖繁系 

数．结果丧叫．增确系数介于6 82—7．】3之间．平均为6 930．与理论增殖系数差异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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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壮苗与生根 

将增殖酞管苗切分成3—4芽转接到壮苗培养 

基1／2MS或 MS中，培养30 d左右．获得长势较 

强的无菌苗 (图2，A)：在壮苗培养过程中较少 

有试管苗生根，可能足由于植株体内较高的6-BA 

浓度所致 

将经过壮苗培养的试管苗切成尊芽转接到生 

根培养鹱巾，3O d后统计平均生根率 ．并进行显 

著性榆骑 (表2)．结果显示：】／2MS培养基中平 

均 I三根 茬远远高于MS培养基的，差异达极显著 

水平：说明适当降低_~1s培养基中大量元素的浓 

度有利于山萎根的生长。从 N,atA对生根的影响中 

可 看到．随着 NA,at浓度的增加，山葵生根率逐 

渐降低，该研究结果和前人研究结果 丰日符；在 

】,／2IV]S培养基巾 矫加 NAA或者添加少量的 

AA(0 O1 n1 L)获得了较高的生根率．二者 

差异不显著，但是添加少量的 NAA (0．01 111g／L) 

所产牛的单株生根数目比小添加 NAA所产生的 

株颓根数目多，因此在生根培养中添加低浓度的 

NAA对生根是有利的。 

将已经生根培养和未生根培养的无菌试管茁 

图2 山葵试管苗的壮苗与生根 

 ̂ 苗培荐錾iIi的l_I咎试管前：B：无 战前茁直接髂栽后生根 

Fig．2 Strong and rooted● wa~bi seedlings 

A：StmnK~edlmg：B： R(̈lI {se~dli rig 

表 2 不 同培养基 对山垫 生根的影 响 

Table 2 The effect oF difierent medium Oll takinR roots 

注：袁中不同太写字母表示 1钟啦 下墨异疆著性 
N,~Le Different letter~ in the ⋯ cuhunn indicate significant 

同时祷取80株左右炼苗3～4 d，移栽在营养钵 “ “ 一 “ 

中，驯化30 d后统汁存活率和生根率 结果显示：进行过生根培养的无菌试管苗存活牢达到 92 6％． 

没有进行过生根培养的无菌试管苗生根率和存活率均达到84．6％ (圈 2，B)，二者差异不显著 由 

于牛根培养的时lhJ较长，在种苗生产中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选取壮苗培养后的山葵无菌试管 

苗，用0．I mg／I 生根粉浸泡后电能获得较好的生根效果一那么不通过生根培养阶段而直接移栽驯化． 

将极大地节约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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