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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 结 

4．1 通过对供试草种的物候期、抗逆性、生长速度和 

再生强度、鲜草产量、鲜干比、茎叶比、耐刈性、青绿期、 

结实性、营养成分等指标的观测可知，所有供试牧草品 

种综合性能表现较好，适合于贵州中部地区及相同生 

态条件地区推广种植，是建立优质人工刈牧兼用型草 

地的理想草种。 

4．2 由于我省立地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类型多样，不 

同生态条件下可能供试的牧草品种表现不尽相同，因 

此，各地应用前应做好品种的引种试验工作。 

4．3 由于时间和条件原因，各供试草种间的混播组合 

设计未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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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豆组织培养芽增殖培养基筛选研究 

刘 洋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作物所 西宁 810016) 

摘要：试验采用三因素饱和D-最优设计，以N6为基础培养基， 

研究了NAA、6一BA、肌醇在蚕豆组织培养中对芽增殖的影响，筛 

选出最适芽增殖的培养基。结果表明，蚕豆芽增殖系数3～6 

的培养基NAA、6-BA、肌醇的浓度分别为0～1．0、1．0～3．0、 

200～50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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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培养技术已成为生物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 
一

，对植物生理、生化、病理、细胞分化、细胞器功能、染 

色体遗传、基因标记定位、基因工程、细胞融合等诸多 

方面的研究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组织培养在育种 

中也有较多应用，育成品种在生产上也在推广应用。 

尤其是用组培快繁技术繁殖优异品种种苗，经济效益 

明显‘2 J。蚕豆是青海主要的优势作物和经济作物，但 

蚕豆属常异花授粉作物，异交率在 10％ ～50％，品种 

青春期短、混杂退化快，且蚕豆繁殖系数较低，制约了 

青海蚕豆产业化发展。为提高蚕豆繁殖系数，尝试通 

过组织培养技术进行蚕豆种子快繁，为蚕豆产业化发 

展提供种源。通过 NAA、6．BA、肌醇对芽分化及增殖 

的影响，筛选出一套适合蚕豆组织培养芽增殖的培养 

基，以达到快速繁殖蚕豆种子的目的。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经初代培养的小芽。 

收稿日期：2006-04-25。 

作者简介：刘洋(1971一)，女，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蚕豆遗传育种工作。 

1．2 方法 

试验设计采用三因素饱和 D一最优设计 ]，采用 

最优设计 “311．A”表。试验 以 NAA(X ，0～1．0 

mg／L)、6-BA(X2，0～4．0 mg／L)和肌醇 (X3，100～ 

500 mg／L)为决策变量。在 N 培养基中按试验方案加 

入三因素的浓度，设 8个重复，20 d后统计芽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3个试验因素与芽增殖的数学模型 

经试验数据统计分析，NAA( )、6一BA(X2)、肌 

醇 ( )与芽数符合二次函数模型，其回归数学模型 

为： 

Y = 128 + 6．521 X1 + 9．467 X2 + 1．313 + 

6．375 X1 +0．021 X1X3—13．533 X3—4．531 X1 一 

7．281 一 18．75 X3 

通过 F测验(见表 1)，F=1 124．752 8>F。
．

05 = 

240．543，达到显著水平，说明 、 和 与 y有真实 

的回归关系，利用该数学模型模拟各决策变量对芽增 

殖的影响是可行的。 

表 1 多元回归方差分析 

SOURCE df SS 

9元回归 9 106921．8l 

离回归 l 10．562 5 

总变异 10 106932．38 

F F0 05 

1 124．752 8 240．543 

2．2 试验因素对蚕豆组织培养芽增殖的影响 

2．2．1 NAA对芽增殖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若将 (6-BA)、 (肌醇)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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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0水平，NAA在低水平时，随着浓度的增大，芽数 

增加较快，当NAA浓度接近 1．0 mg／L时，芽数最多， 

如继续加大浓度，芽数反而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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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NAA与肌醇对芽增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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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BA与肌醇对芽增殖的影响 

2．2．2 6一BA对芽增殖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若将 (NAA)、 (肌醇)固定 

在 0水平，6-BA在低水平时，随着 6-BA浓度的增大， 

芽数随之增加。当6-BA的浓度接近 3．0 mg／L时，芽 

数最多，如继续增大6-BA的浓度，芽数缓慢下降。 

2．2．3 肌醇对芽增殖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若将 。(NAA)、 (6-BA)固 

定在0水平，肌醇在低水平时，随着肌醇浓度的增大， 

芽数随之增加。但到一定限度，即当肌醇的浓度在 

300．0 mg／L时，芽数最多，继续增大肌醇的浓度，芽数 

反而急剧减少。 

2．2．4 6一BA与肌醇对芽增殖的影响 

从图2可以看出，等高线纵向分布呈密集状态，横 

向分布疏散，6-BA和肌醇中，肌醇的影响效应比较大。 

在一定 6一BA浓度的条件下，肌醇浓度达到一定限度 

后，随肌醇浓度的增大，芽数将会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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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NAA与肌醇对芽增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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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NAA与 BA对芽增殖的影响 

2．2．5 NAA与肌醇对芽增殖的影响 

从图3可以看出，等高线纵向分布呈密集状态，横 

向分布疏散，说明NAA和肌醇中，肌醇的影响效应比 

较大。在一定 NAA浓度条件下，肌醇浓度达到一定限 

度后，随肌醇浓度的增大，芽数将会随之减少。 

2．2．6 NAA与6一BA对芽增殖的影响 

从图4可以看出，等高线纵向分布呈密集状态，横 

向分布疏散，说明 NAA和6-BA中，6-BA的影响效应 

比较大。在一定 NAA浓度的条件下，6-BA浓度达到一 

定限度后，随6-BA浓度的增大，芽数将会随之减少。 

3 讨 论 

3．1 三因素的效应 

通过数学模拟研究，结果表明：NAA、6一BA与肌醇 

在春蚕豆组织培养中对芽增殖的效应显著。在三因素 

中，6-BA和肌醇对芽增殖的影响比较大，二者在低浓 

度时，有利于芽的分化，使芽快速增殖，但当二者浓度 

达到一定限度后，芽数反而会剧降，抑制芽的产生。 

3．2 芽增殖培养基最优方案 

采用频数分析法，将蚕豆组织培养芽增殖的约束 

条件定为：培养时间20 d，芽数增殖在 80～100之间， 

培养基最优方案为iN 培养基中NAA、6-BA、肌醇的浓 

度分别为0～1．0、1．0～2．0、200．0～500．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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