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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以新疆特色葡萄品种木纳格幼嫩茎段为繁殖材料，相继进行增殖培养和生根培养，从而获得优质 

组织培养苗木。试验表明：最佳增殖培养基为：B5+BAO．5删 ，L+IBAO．05 mg／L+NAAO．05 mg／L；最佳生 

根培养基为：1／2MS+IBA O．5 mg／L+NAA O．5 mg／L。研究为木纳格葡萄的快速繁殖生产及生物技术育种 

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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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used Munake Grape as regeneration materials and its young stems as explants．Th e 

explants were incoulated on culture lncKlluln which were induced to take root．Then-the multiplication culture and 

rootage culture were made in order to get tissue culture seedl ． experin~nt indicated：the best bud 

multiplication culture mediunl is：B5+ BA 0．5 mg／L +IBA 0．05 mg／L +NAA 0．05 me／L；the best 

culture medium of roo~ g is：1／2MS+IBA 0．5 mg／L +NAA 0．5 mg／L．This experiment provided soHle 

for the study on Munake Grape propagation and production and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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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纳格葡萄，别名克孜木纳格，欧亚种，起源于我国新疆喀什地区。木纳格葡萄植株适合生长在新 

疆及西北干旱、积温较高的地区，在新疆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自治州阿图什市栽培较多u J。 

木纳格为穗大粒大，色泽艳丽，耐贮运的优良晚熟鲜食品种，该品种为典型的东方品种群品种，曾在第二 

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获金奖。随着自治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的葡萄产业将有更 

加广阔的发展前景L2J。 

近年来，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遗传转化方法和遗传转化体系的建立，通过基因工程， 
一 批与葡萄抗逆性有关的基因已陆续被克隆出来。新疆已成为我国最大的葡萄生产省区，因此，以新疆 

特色优质鲜食葡萄品种木纳格为材料，利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开展葡萄的转基因抗性育种和品种改良 

研究，扩大其生产，对促进新疆特色林果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其必需 

建立在成熟的葡萄组织培养技术平台基础之上。研究木纳格葡萄的离体芽的诱导、继代增殖培养及生 

根培养，以期为今后更好的开展木枘格葡萄的快速繁殖和生物技术育种工作打下基础L3．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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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及处理 

实验采用乌鲁木齐县果蔬研究所引进栽培的木纳格葡萄健壮植株上的茎段为试材进行繁殖。 

将采取的嫩梢，除去叶片，剪成具 2～3个节位的枝条，放在清洁的玻璃瓶中。先用洗洁精或洗衣粉 

洗去表面尘土，再置于自来水下冲洗 12～20 min。清洗过的茎段移至超净工作台，在70％的酒精液内消 

毒3O s，再用0．1％的升汞[5]浸泡3～4 min，表面消毒时要不断振荡，使材料与消毒溶液充分接触。消毒 

后用无菌水冲洗 2～3次，将幼嫩茎段截取 1～1．5 cm长，接种至组培瓶中，每瓶接 3个，重复 1O瓶。后 

放置培养室里培养。1个月后，进行增殖培养。 

茎段培养所用的诱导培养基是以B5为基本培养基[引，添加 BA(O．2 mg／L)，附加白沙糖30．0 g／L，琼 

脂6．0 g／L，pn在培养基灭菌消毒前调至5．8E3,4,6J 

1．2 培养条件 

培养室温度 20—28℃，光照强度 3 000～5 000 Ix。光照时间 12 h／d。 

1．3 增殖培养 

从诱导产生的无菌嫩茎中取 1．5 cm左右的嫩茎接种于不同处理组合的增殖培养基上，以B5为基 

本培养基，BA(O．5、1．0和 1．5 mg／L)、ⅢA(O、0．05和0．1 mg／L)和 (O、0．05和 0．1 mg／L)，实验采用 

正交试验设计方案 to(34)。30 d后统计增殖倍数。实验重复3次，接入过程中要求无菌、快速、防止污 

染及防伤口失水影响试验结果。最后，放置在培养室中培养，并定期观察，统计出嫩茎的增殖倍数。实 

验设计及结果采用正交试验设计检验法统计分析。 

1．4 壮苗培养 

取继代培养3代以上 1～1．5 cm的茎段为材料培养壮苗。 

确定适合培养壮苗的BA浓度，仍采用 B5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试验BA 0．1和0．2 mg／L两种培养 

基对木纳格葡萄品种的壮苗效果，每瓶接种3个嫩茎，重复 1O瓶。20 d左右，以壮苗的株高、生长状况 

为指标观察，确定适合培养壮苗BA浓度。 

通过确定壮苗培养适合的BA浓度，选出最适的培养方法培养壮苗，在培养期间，采用大型三角瓶 

有利于试管嫩梢的延长，繁殖效率高[ 叫。 

1．5 根系诱导 

为了选择促进小苗生根快，根系发育好的生长素，试验以1／2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的 

mA(O、0．1、0．5、1．0和 1．5 mg／L)和 (O、0．1、0．5、1．0和 1．5 mg／L)。最终选择适宜的生根培养基， 

以培养出优质的试管苗[10,11]。 

2 结果与分析 

2．1 增殖培养 

分别安排因素A、B、c，确定了9个实验方案。其中 l、 、 为各列对应1、2、3水平增殖率之和。 

Xl=Tl／3、 = ／3、1"3=／'3／3依次表示各列对应 1、2、3水平的平均增殖率；对试验结果分析选取最 

好的水平搭配。先从极差最大的因素c人手，选取平均增殖最高水平c2再从极差次之的因素A中选取 

平均增殖最高水平A2，最后选取B2，三者的搭配 A2B2C2，即BA 1．0 mg／L+IBA 0．05 awL+NAA 0．05 

mg／L。即是最佳的实验方案。 

研究表明，第4号实验方案A2B。C2增殖率最高，为了进一步摸清三因素增殖率的影响，需要再对这 

两个方案进行试验，其结果是A2Bl C2的增殖率为3．56；而 A2B2C2的增殖率为4．55，结合试验和理论分 

析，得出木纳格葡萄增殖培养的最佳培养基配方为： +BA 1．0 mg／L+IBA 0．05 mg／L+NAA 0．05 mg／ 

L。表 1 

2．2 培养壮苗的 BA浓度 

在一些植物的微繁殖中，伸长培养是同增殖及生根培养阶段结合在一起的，也可以将伸长培养作为 

单独一个培养阶段，这是因为增殖培养后形成的微型枝芽在培养后期的阶段中单个嫩茎很不便于操作， 

而且据经验，不够健壮的枝芽在生根培养中反应也极差，如生根率低或单株生根的根数少等问题，从而 

直接影响到以后移栽成活率。实验发现在 +BA 0．1 mg／L培养基中，木纳格葡萄组培苗平均株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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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叶片较大，叶色浓绿，茎节粗壮，植株生长势强，表现出很好的壮苗效果。 

表 l 木纳格葡萄增殖培养正交试验设计方案1_9{34)及统计分析 

Table l Anal~ 09 design proposal[9{34)of orthogollal experiment 

of proliferation culture of Munade Grape and its staljs results 

2．3 根系诱导 

在没有生长素的对照组中，接种30 d后，试管苗没有生根，而在培养基中附加IBA和NAA对木纳格 

葡萄试管苗生根有明显促进作用，但IBA效果明显高于NAA，在 IBA处理组中，当IBA浓度为 1．0删 L 

时，接种25 d之后，生根率可达90％以上，但苗基部膨大，组织疏松，根系虽然发达，但根脆易断，移栽成 

活率不高；NAA和IBA配合使用，在 IBA为0．5 ne／L+NAA 0．5 ne／L时，30 d时生根率也可达90％，而 

且根系发育较好，在温湿度适宜的条件下，移栽成活率及生长比较理想。表2 

表2 木纳格葡萄试管苗生根诱导试验情况 

Table 2 Experiment of rooeng induoement of test—-tube seedling of Munake Grape  

2．4 试管苗的驯化和移栽 

将已生根的瓶苗移出培养室，放置散射光较强处炼苗，使瓶苗在出瓶前充分进行光、湿、温的锻炼。 

移出3 d后拧松瓶盖，5 d后将瓶盖揭开，7 d后小心倒出瓶苗，用自来水冲洗，洗净培养基，并直接移植 

到塑料小拱棚或温室内的苗床上。相对湿度大于80％的条件下，经过 10 d，移栽苗的叶大而绿，生长势 

强，据最后统计，组培木纳格葡萄苗成活可达90％。需要注意的是瓶苗出瓶前，先拧松几天后方可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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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不能一下揭开，否则瓶苗容易萎焉。另外，据观察出瓶移植成活率与生长季节有关，3～4月、8～9月 

成活率较高，5～7月及 10月之后成活率开始下降[4,8,9,11,12]。 

3 结论 

3．1 研究采用微繁殖技术，以茎段芽器官离体培养繁殖，以芽繁芽，芽器官未经愈伤组织阶段，有利于 

各优良无性系遗传性状的稳定。 

3．2 葡萄组织培养玻璃化现象是一个影响正常生长的关键问题，不但导致扩繁速度慢、效率低、成本 

高，同时对下一步的移栽成活造成较大影响，实验中发现BA浓度过高，在超过1．0 meCL时，玻璃化现象 

较严重。实验中应注意控制激素浓度。另外环境因素也与玻璃化有关。使用 27～30~C的适当高温及 

使用一定透气性培养容器有利于降低玻璃化现象，而用橡皮塞及棉花塞的三角瓶培养的苗玻璃化现象 

较严重。 

3．3 在组织培养增殖培养之后，在加有较高浓度的BA及一定量的IBA、NAA的增殖阶段后紧接着进行 

一 个低浓度的BA壮苗阶段可以改变植物体内内源激素水平的平衡，从而有利于后面的生根培养。实 

验中，从茎高、茎粗、叶数、叶间距等形态特征出发来综合评价壮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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