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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草地早熟禾的小矮人品种耐寒变异植株无性系的建立进 行了研究#并成功 地诱导出 小矮人嫩叶 的愈伤

组织#分化出丛生不定芽%诱导愈伤组织的理想培养基是 X7i)*".(<O&̂ i!#’$U(<O&̂ $由愈伤组织 分化出

苗的理想培养基是(&!X7i)*".(<O&̂ i!#’$U".(<O&̂ $试管苗极易移栽成活#耐寒变异性状保 持不变%

关键词!草坪植物$小矮人$愈伤组织$组织培养$无性系

中图分类号!0-’%.("7#,,.’"""文献标识码!*

""小 矮人!!5$>#$()/*’*"属 禾 本科 早 熟禾 属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草 地早 熟禾 中的 一 个品 种((#!)#因 具

有 抗寒*抗盐 碱*覆 盖 性 和 保 绿 性 好 等特 点#已 被 广

泛 应用 于城 市草 坪 绿 化*果 园 草 坪 以 及 运 动 场 的 种

植 等%虽然 小矮 人 是 一 种 比 较 理 想 的草 坪 植 物#但

在 栽培 中 也 存 在 不 少 问 题#比 如 不 耐 高 温*需 水 量

大*冬季 枯 萎 时 间 较 长 等%(--,年 冬 季#我 们 发 现

了(株 明显 延长 保 绿 时 间 的 变 异 植 株#于 是 我 们 利

用 组织 培养 技术#对这 种 具 有 有 利 变 异 性 状 的 植 株

进 行了 无性 系建 立的 研究%

!"材料与方法

!#!"材 料及 灭菌

将 从田 间 采 集 的 小 矮 人 变 异 植 株 的 嫩 叶 放 入

!+"<G磨口 广 口 瓶 中#自 来 水 冲 洗!"<34左 右#再

用"."+C安利 溶液 洗涤("<34#将广 口 瓶移 至 超 净

工 作台 上#注 入&"C乙 醇 振 荡 灭 菌 约("I后倒 出#

用 无 菌 水 漂 洗!次 后#向 广 口 瓶 内 注 入 约 ’"<G

".(o‘OHG! 溶 液#灭 菌(<34#再 注 入 等 体 积 无 菌

水#振 荡 灭菌,<34后#将 灭 菌 液 倒 出#用 无 菌 水 振

荡 洗涤’次#即可 获得 无菌 材料%

!#""培 养条 件

基 本培 养基 为 X7和(&!X7#附 加 不 同 浓 度#

$)**@** 或!#’$U 三 种 激 素#X7上 蔗 糖 加

%"O&̂ #(&!X7加 蔗 糖(+O&̂ #培 养 基 的 胨 力 强 度

(,"O&D<
!(%)%培 养温 度 保 持!"!!’B#光 照!"""

!’"""G96#("!(!;&:%培养 基的R‘+.,!#."%

""结果与分析

"#!"愈 伤组 织的 诱导 和继 代培 养

将 灭 菌 后的 嫩 叶 切成".!!".’D<的 块 状#接

种 到 附 加不 同 浓 度)**@***!#’$U的 X7培 养

基 上##":观 察 统 计%由 表(可 见#在)*达 到 或超

过".’<O&̂ 时 基 本 不 能 诱 导 出 愈 伤 组 织$在)*

".(<O&̂ *@**和!#’$U的 浓 度 为(!!<O&̂

时#可以 诱 导 形 成 愈 伤 组 织#并 且 愈 伤 组 织 的 诱 导

率 与@**和!#’$U的 浓 度 有 正 相 关 的 趋 势%进

一 步 培 养观 察 表 明#虽 然 在)*".(<O&̂ i@**(

!!<O&̂ 或!#’$U(!!<O&̂ 的 激 素 浓 度 范 围

内#都可 以 诱 导 形 成 愈 伤 组 织#但 从 愈 伤 组 织 的 外

观 上 看#以 X7i)*".(<O&̂ i@**(<O&̂ 为

宜%在 该培 养 基 上诱 导 的 愈伤 组 织#呈 绿 色 的颗 粒

状#继代 培 养#代#愈 伤 组 织 的 生 长 速 度 及 长 势 均

保 持 不 变%这 说 明 X7i)*".(<O&̂ i@**

(<O&̂ 是 诱 导 小 矮 人 嫩 叶 愈 伤 组 织 的 理 想 培 养

基%

"#""愈 伤组 织的 分化 和继 代培 养

将 上 述 诱 导 的 浅 黄 色 颗 粒 状 愈 伤 组 织 接 到 以

(&!X7为 基 本 培 养 基#附 加 不 同 浓 度 的 )**

@**和!#’$U的 不 同 分 化 培 养 基 中 进 行 分 化

培 养%伴 随 着 颗 粒 状 愈 伤 组 织 的 缓 慢 生 长#!+:

左 右 在 愈 伤 组 织 的 上 部 出 现 绿 色 的 芽 点#+":可

分 化 出 大 量 的 绿 色 的 丛 生 不 定 芽%由 表!可 见#

愈 伤 组 织 在 (&! X7i)* ".(<O&̂ i@**

".(<O&̂ 培 养 基 上 的 分 化 率 为(""C#即 该 培 养

基 是 诱 导 小 矮 人 变 异 植 株 叶 片 愈 伤 组 织 分 化 的

理 想 培 养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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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同激素对早熟禾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G’))8,5.98/45-.-1!."1&"%,2$($354+

7’25-8,/-./*.42’45-.,+-26-.*

激 素‘F2<F45I
!<O"̂ #

#$)* @** !$’$U

接 种 外 植 体 数

@9<P52FL

56RGK48I

诱 导 愈 伤
组 织 数

@9<P52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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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 导 率!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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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同激素对愈伤组织芽分化的影响

&’()*""K11*/4-19511*2*.4/-./*.42’45-.,-1+-26-.*,

-.,+--49511*2*.45’45-.12-6/’))8,

激素‘F2<F45I
!<O"̂ #

#$)* @** !$’$U

接种愈伤
组织颗粒数

@9<P52FL

DKGG9I

分化芽数

@9<P52FL

R2F:9D34OI;FF8I

分化率
!C#

N25k954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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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在上 述培 养基 上诱 导分化 的 丛生 不 定芽 分 成

小 块接 种到("!X7i@**".(<O"̂ 培 养 基 上$进

行 壮苗 培养$接种!":可以 长成 健壮 的丛 生不 定芽%

"#$"试 管苗 生根

将 分化 培养 的 健 壮 丛 生 不 定 芽 从基 部 剪 下$使

之 成 为 独 立 的 无 根 不 定 苗$接 种 到("!X7ib**

".!<O"̂ 培 养基 上进 行 生根 培 养%接 种&!(":可

见 形成 根原 基$!":左右 可 以 生长 为 具 有’!#条 长

".+!(D<根&生 长旺 盛的 生根 试管 苗%

"#%"移 栽

打 开上 述具 有 生 根 试 管 苗 培 养瓶 瓶 塞$于 光 照

度 约+"""G96&温 度为!"B左 右的 条件 下炼 苗%!’:

后$将试 管苗 从培 养基 中取 出$洗 去 基部 的 培养 基 移

栽 到上 面铺 着一 层 约+D<厚 的干 净 河 沙$下 面 为 肥

沃 园土 的 温 室 苗 床 或 花 盆 中%移 栽 成 活 率 接 近

(""C$极易 移栽 成活%

"#<"田 间观 察

将 在温 室中 移栽 成活的 试管 苗 小批 量 地移 植 到

草 坪上%通 过连 续%年 的 观 察 证 明$小 矮 人 变 异 植

株 嫩叶 愈伤 组织 试管 苗长势 与实 生 苗基 本 一致%但

试 管苗 除了 具有 冬季 枯萎 晚(":左 右&春天 返 青 早

约&:的 性状 外$还 具有 长势 整 齐&生 长 期叶 色 浓 绿

等 有利 性状%观 察 还 表 明$由 愈 伤 组 织 分 化 形 成 的

试 管苗 根系 相当 于实 生苗的!倍 左右%

!""(!!""%年 的(! 月 上 旬!即 将 枯 萎 的 时

候#$对 试管 苗和 实生 苗绿色 茎叶 进 行可 溶 性糖 分 析

表 明’试 管苗 可溶 性糖 含量 是实 生 苗的!."’倍%试

管 苗 可 溶 性 糖 含 量 的 提 高$有 利 于 耐 寒 和 保 绿%

!""%年秋 季$以 露地 栽 培 的变 异 植 株 试管 苗 的 嫩 叶

为 材料$进行 了愈 伤组 织的 诱导&试 管苗 培 养和 移 栽

试 验%虽然!""’年,月才 将试 管苗 移 栽到 露 地上$

但 当年 这样 的试 管 苗 仍 然 具 有 冬 季枯 萎 时 间 晚&春

季 返青 时间 早&长 势整 齐&保 绿时 间长 的特 点%

$"讨论

早 熟禾 及 草 坪 植 物 组 织 培 养 已 多 有 报 道(’!-)$

但 迄今 为止$未 见 城市 绿 化 主 要 草 坪 植 物 优 良 变 异

植 株叶 片愈 伤组 织 的 诱 导 及 无 性 系建 立 的 报 道$也

未 见草 地早 熟禾 的品 种***小矮 人 的组 织 培养 及 无

性 系建 立的 报道%本 研 究 不仅 获 得 了 具 有(""C分

化 率的 叶片 愈伤 组 织$而 且 由 愈 伤 组 织 所 建 立 的 无

性 系植 株优 良 性状 保 持 不 变%由 此证 明’通 过 叶 片

愈 伤组 织的 诱导 途径 能为草 坪植 物 优良 变 异植 株 繁

殖 和推 广提 供一 条可 行的途 径%这 条途 径 不仅 大 大

提 高了 繁殖 速度$而且 具有 成本 低&易于 批 量生 产 和

管 理&培 养出 的 试 管苗 在 种 植 中 所 具 有 的 主 要 的 经

济 性状 保持 不 变等 特 点%同 时$由 于 该 研 究 是 利 用

非 分 生 组 织***叶 片 为 材 料进 行 愈 伤 组 织 诱 导的$

由 此 也 证明$草 坪 植物***小 矮 人的 非 分 生 组 织 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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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也具 有全 能性!

所 获得 的小 矮 人 试 管 苗 冬 季 枯 萎晚"春 季 返 青

早#长势 整齐"高 温 季 节 叶 色 浓 绿#有 利 于 观 赏 和 保

绿!就 繁殖 速 度 而 言#由 于 愈 伤 组 织 具 有(""C的

分 化率#加之 生 根 试管 苗 极 易 移 栽 成 活#所 以#这 种

方 法的 繁殖 速度 可以 满足 生产上 的需 要!

正 是由 于该 研究 所 获得 的 愈 伤 组 织具 有(""C

的 分化 率#因 此#这种 方法 所获得 的 愈伤 组 织也 可 作

为 利用 农杆 菌转 基因 研究 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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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长阳"李建国"霍旺"邹翠霞"高"英""早熟禾品种耐寒变异植株无性系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