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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多元化砧木组织培养生根试验 
李晓梅。王国平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山西 太谷 030815) 

摘 要：以意大利多元化砧木品种 Penta组培试管苗为试材，进行了生根试验。结果表明，在培养 

基 1／2 SH(大)+MS(微)+IBA 0．2 mg／L+IAA 1．0 mg／L中。并添加 0．3 活性炭。该品种生根效果 

最好，生根率达 92．0 ，且所生根质量高，利于以后试管苗的移栽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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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多元化优 良砧木 Penta属欧洲李 

(Pruns domestica)类型，是意大利罗马果树所 

1982年从帝国(Imperial Epineusc)自然授粉实 

生苗中选出，称为帝国第二代。据有关资料报 

道该砧木具有抗再植病、抗线虫、耐盐碱、半矮 

化、适应性强等特点。我所 2001年从意大利引 

进，为迅速增加试验材料，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 

进行，我们对其进行了组培快繁研究，但其试管 

苗生根较为困难，为此，专门进行了组培苗的生 

根试验，现将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在山西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进行。试 

材为生长正常，高约 3．5 CEYl单株试管苗，生长 

在 MS+BA 1．0 mg／L+IBA 0．5 mg／L培养 

基上 。采用 比较试验法 ，基本培养基选用 MS、 

SH、1／2 MS、1／2 SH 、1／2 MS(大 ，指大量元 

素，下同)+SH(微，指微量元素，下同)、1／2 

SH(大)+ MS(微)，生长素用 1BA(0．2 mg／L 

4 000倍液的防效 78．85 9，6相对高 l4．46 ； 

3 000倍液防效为 80．07 ，仍比对照药剂高。 

表l 各处理对 mJC83叶片细菌性穿孔病的防效 

喷药前 最后 1次喷药后 lO天 
处理 病叶率 病情 病叶率 病情 防效 

( ) 指数 ( ) 指数 (％) 

A 32．OO 5．00 47．50 6．37 93．3l 

B 33．20 4．93 58．20 9．0l 80．07 

C 31．62 4．61 58．54 8．94 78．85 

D 33．25 4．89 84．89 25．36 — 

2．2 对黄露果实细菌性穿孔病 的防效 

从试验结果(表 2)看出，8 宁南霉素 AS 

2 000倍液对黄露果实细菌性穿孔病的防效为 

90．72％，效果优于对照药剂 72 农用链霉素 

SP 4 000倍液的防效 80．4l ，但 3 000倍液 

的防效略低于对照药剂。 

表 2 各处理对黄露果实细菌性穿孔病的防效 

处理 调查 零果数 平 率 防 骜果 
A 400 2．25 90．72 

B 400 5．50 77．32 

C 400 4．75 80．4l 

D 400 24．25 — 

3 小结与讨论 

1)宁南霉素属于新一代胞嘧啶核苷肽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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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类广谱杀菌剂，毒性低，兼具预防、治疗的 

作用。无论对叶片部位病害还是果实部位病害 

与 72 农用链霉素SP相比，8 宁南霉素 AS 

对桃树细菌性穿孔病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使 

用浓度以 2 000～3 000倍为宜，喷药间隔期为 

l0 d(天)左右，以连喷 2～3次较好。在实际生 

产应用中，最好与百菌清、安泰生、福星、多抗霉 

素等杀菌剂交替配合使用，这样既能增强对其 

他真菌性病害的防效，又能避免和延缓病菌抗 

药性的产生及发展。 

2)宁南霉素在深层发酵过程中，产生多种 

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因而对植物生长 

发育具有较好的调： 、促进作用 ，已被农业部确 

定为AA级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生产试验中观 

察，喷用宁南霉素的处理，树体叶片鲜绿，果面 

洁净，没有污染，在江苏、安徽以及山东烟台、枣 

庄、淄博等果区也有相似的使用效果，因而建议 

在优质桃果生产中可以进一步试验示范推广应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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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ag／L)、NAA(0．1 mg／L~ 1．0 rag／L) 

和IAA(O．2 mg／L~1．0 rag／L)。其他附加物 

为绵白糖 3 、琼脂粉 0．6 ，培养基 pH值为 

5．8。同时试验了暗培养和添加活性炭对 Pen— 

ta生根的影响。培养条件为：白天 25℃，晚上 

20℃，日光照 14 h(／l,时)，光强2 400 Ix。试管 

苗接人 25 d(天)时，调查和统计各种培养基的 

生根株数和每株生根条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 

由表 1可以看 出，供试砧木品种在 MS、 

SH培养基上不能生根，而在 1／z MS(大)+ 

SH(微)和 1／Z SH(大)+MS(微)上生根率分 

别为45．0 oA和62．5 ，明显高于其他处理，尤 

其在 1／z SH(大)+MS(微)上生根率最高，说 

明砧木品种生根对大量元素需求量低，这和樱 

桃、李等品种生根时对大量元素的要求相似。 

培养基 曩 曩 蓑蒙 
MS 40 0 0 0 

SH 40 0 0 0 

1／z MS 40 7 17．5 1．1 

1／2 SH 4O 12 30．0 1．3 

t／z MS(大)+SH(微) 4O 18 45．0 1．5 

1／2 SH(大)+MS(微) 40 25 62．5 1．7 

注：所有基本培养基均附加 NAA 0．5 mg／L。 

2．2 不同生长素对 Penta生根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在以 1／z SH(大)+MS 

(微)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 NAA、IBA 

与 IAA都可不同程度地诱导砧木品种生根，但 

以 NAAO．1 mg／L+IAA1．0 mg／L组合 生根 

率最高，达 96．0 oA，NAA 0．5 mg／L+IAA 0．5 

mg／L组合生根率次之，达 88．0 oA。但是发现 

二组合生根苗根基部均有愈伤组织存在，移栽 

表 2 不同生长素组合对 Penta生根的影响 

激素组合 接种 生根 生根率 株均生 

(rag／L) 株数 株数 ( ) 根条数 

IBAO．2+ IAA1．0 40 34 85．0 2．0 

IBAO．5+IAAO．5 40 19 47．5 1．5 

IBA1．O+IAAO．02 40 31 77．5 2．4 

NAAO．1+IAA1．O 50 48 96．0 3．7 

NAAO．5+IAAO．5 5O 44 88．O 2．9 

NAA1．O+IAAO．2 5O 32 64．0 1．7 

注：以1／z SH(大)+MS(微)为基本培养基 

时易将根滞留于培养基或碰掉，影响成活率。 

而生长素组合 IBA 0．2 mg／L+IAA 1．0 mg／ 

L中，生根率虽然为 85．0％，但其基部愈伤少， 

有利于移栽。所以综合考虑，较适宜的生长素 

组合为 IBA 0．2 mg／L+IAA 1．0 mg／L。 

2．3 暗培养和添加活性炭对生根的影响 

我们在进行不同培养基和激素配比试验的 

同时，进行了暗培养和培养基中添加 0．3 活 

性炭对砧木品种的生根影响试验。结果表明， 

试管苗在 1／z SH(大)+MS(微)+ IBA 0．2 

mg／L+IAA 1．0 mg／L培养基上，暗培养达 12 

d(天)时叶片几乎全部呈水浸状，生根率为零， 

说明该砧木不适合暗培养。在培养基中添加活 

性炭而不进行暗培养时，生根率达 92．0 oA，比 

不添加活性炭时生根率提高 7个百分点，且根 

系基部愈伤少，叶片正常。 

3 结论 

1)Penta砧木试管苗最佳的生根培养基为 

1／z SH(大)+MS(微)附加 IBA 0．2 mg／L、 

IAA 1．0 mg／L、0．3 活性炭 ，生根效果最好， 

达 92．0．oA。 

2)该砧木生根适宜激素为IBA和IAA组 

合。NAA虽能诱导更高的生根率，但因根基 

存在愈伤组织，使移栽成活率降低而不宜使用。 

3)生根时，添加活性炭更有利于诱导形成 

高质量的根，并可提高生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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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 讯 · 

果蔬常温保鲜技术问世 
据《中国园艺文摘》2006年 5期报道，河北省玉田 

县康庄新资源技术研究所最近研发成功一种实用型果 

蔬保鲜新技术。该项技术采用一种具有综合功能的水 

性可食用复合涂膜，使常温下低成本、长周期果蔬保鲜 

成为现实。该膜液 由抑菌剂、抗氧化剂、生长抑制剂、 

成膜剂等复合而成。采用此法保鲜，不仅周期长、范围 

广，而且成本低廉，保鲜 1 kg果蔬仅花 3分钱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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