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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 成 年 李 ( P r u n u s s a l i c i n a L i n d l ) 树 茎 段 周 年 培 养 过 程 外 植 体 的 消 毒 效 果 进 行 了 研 究 ， 结 果 表 明 ： 外

植体 在 生 长 前 期 ( 4 ～ 5 月 ) 、 生 长 后 期 ( 6 ～ 1 1 月 ) 及 休 眠 期 ( 1 2 ～ 3 月 ) 分 别 采 用 7 0 ％ 酒 精 3 0 s + ( O． 5 ％ N a
—

C 10 + 吐 温 一 2 0 2 ～ 3 滴) 1 2 ra i n 、 7 0 ％ 酒 精 3 b s + ( 1 ％N a C l 0 + 吐 温 一 2 0 2 ～ 3 滴) 1 5 m i n 、 7 0 ％酒 精 3 0 s +

( 5 ％N a C l 0 + 吐 温
-- 2 0 2 ～ 3 滴) 1 5 m i n 进 行 消毒 ， 均 能 取 得 较 好 的效 果 。 其 中 ， 生 长 前 期 带 茵 较 少 、 成 活 率

商 、 易 诱 导 成 苗 ， 为最 佳 取 材 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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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 P r u n u s s a l i c i n a L i n d l ) 原 产 我 国 ，是 适 应 性 很 强 的 果 树 树 种 之 一

， 在 我 国 果 树 生 产 中 占有 重 要 地

位 。 组 织 培 养 已 成为快 速 繁 殖 优 良苗 木 、 短 期 内建 立 新 的 栽 培 种 群 体 以 及 脱 去 植 物 体 内病 毒 的 有 效 手

段 Ⅲ
。 多数外植 体采 用 的 是 田 问成 年李树 ， 污 染 现 象 比 较严 重 ， 使研 究 受 阻

Ⅲ
。 外 植 体 消毒是 组 织 培 养 中

的关 键环 节 ，本试 验对 升 汞 ( H g C l 。 ) 和 次氯酸钠 ( N a C l O ) 2 种 消毒剂在 成年 李 树周 年培 养过 程 中外植 体 的

消毒效 果 进 行 了 研 究 。

1 材 料 与方法

1 ． 1 试 验 材 料

试 验材料取 自华 中农 业 大 学 标 本 园 3 年 生 成 年海 湾红 宝 石 李 树 ( P r u n u s s a l i c i n a L i n d l ． C V ． G u l f -

r u b y ) 。

1 ． 2 试 验 方 法

( 1 ) 预 处 理 将 田 间 取 回 材 料 的 叶 片 剪 掉 ， 将有 腋 芽 的茎 段 和 茎 尖 放 入 稀 释 的 肥 皂 水 浸 泡 1 0 m i n ， 然

后 流水 冲洗 1 h ， 放 置 于 超 净 工 作 台 上 。

( 2 ) 无 菌操作 无 菌条件 下 先用 7 0 ％酒 精对 外植 体进 行 表 面 消 毒 3 0 S ， 然 后 不 同时期 的三 年 生 外植

体采用不 同浓 度／时间 的 N a C IO 消毒 ：( 1 ) 生 长前期 ( 4 " - - 5 月 ) ：0 ． 5 9，6N a C l 0 1 0 m i n 、 1 2 m i n 、 1 5 ra i n ；( 2 ) 生

长后 期 ( 6 ～ 1 1 月 ) ：0 ． 5 ％ N a C I O 、 1
oA N a C IO 、 2

oA N a C l 0 、 3 ％N a C IO 1 5 m i n ；( 3 ) 休 眠 期 ( 1 2 ～ 3 月 ) ： 3 ％

N a C l 0 、 5 ％N a C l 0 、 8 N N a C IO 、 1 0 ％N a C l 0 、 0 ． 1 ％H g C l 2 1 5 m i n 。 无 菌水 冲洗 4 ～ 5 次 ， 接种 子 诱 导 培养基

中 ， 弱 光 下 培 养 5 d 后 置 光 下 培 养 。 培 养 温 度 为 ( 2 5 土 1 ) ℃ ， 光 周 期 为 1 6 h 光 照 ／8 h 黑 暗 ， 光 照 强 度 为 3

0 0 0 I x 。 5 d 后 开 始 观 察 ， 3 0 d 后 对 试 验 结 果 进 行 分 析 。

2 结 果 与分 析

2 ． 1 不 同 消 毒 时 间对 生 长 前 期 外 植体 培 养 的 影 响

4 " - ' 5 月 正 值新 梢抽 生 季 节 ， 此 时进 行 茎 段 培养 ， 只 采用 0 ． 5 ％N a C l 0 消 毒 就 能 达 到 很 好 的 效 果 ， 污 染

率低 ，成 活率高 。 表 1 结 果 表 明 ： 采 用 0 ． 5 ％ N a C l 0 1 0 、 1 2 、 1 5 m i n 消 毒 ， 污 染 率 分 别 为 2 0 。 o H 、 1 6 。 7 ％ 、

1 5 ． O％；成活率分别为 6 1 ． 7
og 、 6 6 ． 7 N 、 6 1 ． 7 9，6 ，没 有差 异 性 。 综合考虑 ， 此 时期采用 0 。 5 ％N a C l 0 消毒 1 2 r n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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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适宜，污染率、褐化率均较低， 

分别为 16．7％、26．7 ，成活率 

较高，达 66．7 。 

2．2 不同浓度的 NaCIO对生长 

后期外植体培养的影响 

6～l1月外植体采用春梢或 

秋梢，各种真菌、细菌污染较轻， 

此 时期 采 用 0．5 ～ 3．0 

NaC10消毒15 min就能达到试 

验要 求。表 2结 果 表 明：3 

NaC10消毒 15 min污染率最低， 

仅为 13．3 9／6，但褐变率最高，达 

41．7 ；2％NaC10 15 min污 染 

率 次 之 (15．2 )，褐 变 率 为 

36．7 ；0．5 NaClO 15 min污 

染率最高，达 29．2％，褐变率为 

27．7Z。结合成活率，此时期采 

表 1 生长前期不同消毒方法对外植体培养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sterilizing methods 

on explant culture at the early stage 

注：部分外植体同时发生污染和褐变。同一列数字后的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 

显著(LSD分析，P<0．05)。下同。 

表 2 生长后期不同消毒方法对外植体培养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sterilizing methods 

on explant culture at the late stage 

用 1 NaC10消毒 15 min，效果较好，成活率比 0．5 NaC10、2 NaC10、3 NaC10分别提高 6个百分 

点、8．6个百分点和 1O个百分点，与其他 3种处理相比差异性显著。 

2．3 不同消毒剂对休眠期外植体培养的影响 

12～3月处于休眠期，尤其 

是 3月，处于休眠后期、早春萌动 

期，藏在鳞片及叶柄处的真菌、细 

菌在适宜的温度下开始大量繁 

殖，在培养过程中，外植体污染现 

象严重(表 3)。接种后 3 d污染 

现象就表现出来，5 d后 出现大 

量 污 染。此 时 期 采 用 3 

NaClO、5 oA NaClO、8 NaClO、 

表 3 休眠期不同消毒方法对外植体培养的影响 

Table 3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sterilizing methods 

on explant culture during dormancy 

1O％NaC10、0．1 HgC1。处理各 15 min，结果表明，采用 NaC10消毒污染率、褐变率均很高，成活率低，且 

三者之间差异性显著；1O NaC10污染率最低，为 46．3 ，褐变率高达 68．3 ，成活率仅为 10．0 9／6；3 

NaC10、8％NaCIO成活率仍很低，为 15．oZ左右；5 NaC10消毒成活率高于其他浓度，可达到 2l-7 。 

而采用 HgC1。消毒虽污染率低，仅为28．0 ，但褐变率高，达 56．o oA，萌芽率低，成活率低，为18．0 ，且生 

长缓慢，叶片畸变，玻璃化现象严重。 

因此，此时期不适合田间取材接种。若此时期接种培养，采用 5 9／6NaC10消毒 15 min或将休眠枝条 

取回，放在室内培养，促进萌发，待抽出新梢后再进行常规消毒接种培养效果较好。 

3 讨论 

在成年李树组织培养中，外植体所带的外生菌和内生菌导致材料污染严重，是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 

通过成年李树周年试验，为防止材料污染，取材时期十分关键，过早取材带菌较多，不易杀死，成活率低；过 

晚取材芽多数处于休眠状态，较难诱导成苗[3]。本试验认为在 4～5月取材，此时外植体正处于萌发生长 

阶段，带菌较少，成活率高，易诱导成苗。6～l1月取材，除个别月份污染率较高、成活率略有降低外，也能 

达到较为满意的培养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表面消毒剂对于植物组织也是有伤害的。因此，应当正确选择消毒剂的浓度和处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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