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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取树莓当年生的幼嫩枝做外植体，培养于附加不同种类和不同浓度激素的MS培养基上，在诱导培养基 

MS+6-BA0．5mg／I+NAA0．05mgl&：~ 20d左右，腋芽开始分化增殖。在芽的增殖试验中发现加入一定量的GA3~-J大大提 

高增殖率，适宜的培养基为6-BAI．0mg／l+NAA0．05mg／l+GA30．5mga，有效增殖系数达338。用I／2MS+NAA0．4mga时生根 

效果较好，生根率达9O％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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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莓 (Rubus idaeus)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浆果类灌木树种，在欧美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其果实昧酸甜 含 

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还是蜜源植物和药用植物，具有止渴、除痰、发汗、活血的功效n’ ，近年来在国际市场上 

走俏，成为果树行业的增长热点之一。红树莓与其他树莓品种相比，除了营养价值高之外，其浆果较大，品质较 

好。目前生产上主要采用扦插、压条和分根蘖繁殖，不仅繁殖系数低、速度慢，而且品质易退化，难以得到迅速 

的推广和发展。利用组织培养快繁技术，既可保持其优良种性，又可在短期内使优株迅速扩大繁殖。通过多年研 

究，采用组织培养方法快速繁殖红树莓的技术已经成熟，为大规模工厂化生产提供了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供试材料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温室栽培的红树莓品种图拉美，于其生长季节，剪取当年新发健 

壮枝条进行试验。 

1．2方法：接种当天从温室采取幼嫩茎段，用自来水冲洗表面，除去表面污染物，在超净工作台上用刀片去掉茎 

段上的刺和绒毛，放入大烧杯中，用70％酒精灭菌3 ，再用0．1％升汞溶液浸泡后，用无菌水冲洗45次，将茎段 

横切成约0．5em的小段 (带一个腋芽)，接种到培养基上进行培养。 

1．3培养条件：培养室温度为25℃，以室内自然光为光源，每天连续照射约10h。 

1．4培养基：整个培养过程中采用MS为基本培养基 ，再附加不同种类和浓度的细胞分裂素 (6BA，KT)和生 

长素 (NAA)，组成各种不同种类和浓度激素水平的腋芽诱导培养基和增殖培养基，蔗糖含量为30#，琼脂 

嘲 ，PH5，8。 ． 

2结果与分析 

2．1树莓腋芽的诱导培养 

2．1．1丛生芽诱导培养基的筛选 

将带有腋芽的茎段分别接种于MS46-BA0．5m 和MS+6-BA0．5mg／I+NAA0．05mg／l的两种培养基中，可以看到腋 

芽在第—种培养基中萌动慢，而在~JH6-BA和NAA的培养基中，萌发整齐，生长良好，叶面舒展，生长较快。所 

MS+6-BA0．5mg／I+NAA0．05mg／I+蔗糖30g／l+琼脂4 可以作为树莓腋芽生长的诱导培养基。对萌生的幼芽每隔 

20d重新转接一次，经过2,--,3次继代培养，生长速度加快，芽分化能力增强，芽主茎生长到2～3cm，基部可产生 

2～3个分蘖苗，再切成单芽进行增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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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外植体消毒时间对消毒效果的影响 

在 4月 下旬 将 半 木 质 化 的 带 芽茎 段 经 过 0．1 升 汞 消 毒 处 理 不 同 时 间后 ，接 种 在 Ms+6- 

BA0．5mg／I+NAA0．05n~ +蔗糖30 +琼脂4 的诱导培养基上，实验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随着升汞消毒时 

间延长，虽然污染率可以降低，但是褐变死亡率却加剧。当0．1％升汞浸泡带芽茎段20nfin后，由于升汞的杀伤力 

较强，消毒时间太长，也会将幼嫩组织杀死。据此，选择0．1％升汞消毒lOmin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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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树莓丛生芽的增殖培养 ’ 

在丛生芽诱导过程中，单独附~H6-BA或KT，丛生芽不萌动，只有少量愈伤组织生成。但同时附加不同浓度 

的6-：BA和NAA0．05mg／l，对芽的诱导有效，如表 1所示。当 为0．05m 时，6-BA浓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丛 

生芽的诱导萌发，使得萌发时间推迟，萌发率降低，萌发芽数减少。当6-BA浓度为1．5mg／IH~，还有玻璃化苗产 

生。当6-BA为1．0Ⅱ 时，萌发芽数增多，萌发时间缩短，在此基础上再加入( 0．5mg／l配合使用时，效果最好。 

培养9d可见萌动，不仅可以防止玻璃化现象，而且芽增殖效果好，其伸长较快，产生小分枝较多，有效繁殖系数 

达到3．38。因此选择6一BA1．0mg／l+GA30．5mg／I+NAA0．05删 作为树莓丛生芽诱导的最佳激素组合。 

j 表1激素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激素 接种芽数 芽萌发天数 萌发芽数 有效繁殖系数 

6．BAo-3+NAAo、05 

6-BAo．5+NAAo 05(mg 

6．BA 1 O+NAAo．05 

6．BA1．5+NAAo 05 

6．BA1．O+NAAo．O5+KT0．5 

6-BA1、0+1、jAAo．05+GA30．5 

l3 

l3 

l3 

I3 

l3 

l3 

l7 

l2 

l l 

l3 

l2 

9_一l0 

6 

7 

l l 

5 

l0 

l l 

1．42 

l‘35 

3．10 

I．57 

2．40 

3．38 

注：有效繁殖系数是指平均每次继代培养中由一个苗或一个芽段得到的有效新苗的个数。 

2．3 生根培养 

据资料介绍，蔷薇科许多植物试管苗较易生根，可在无激素的培养基中正常长出大量根系 。将增殖培养获得 
的树莓无根苗选取3cm以上的大苗壮苗切取接／X．1／2MS生根培养基中，2(M后观察，在基部有少量愈伤组织生成， 

并无生根迹象。说明此种培养基不适合于树莓生根，改用1／2MS附加不同浓度NAA，25d后观察，结果如表2所 

示。 

表2 激素对生根培养的影响 

表 栗表明__l 夏过低时 根多但过于细长，不便移栽；NAA浓度过高则抑制根的诱导。在NAA为 

0．4mg／l~，诱导出的根数量适中，生长均匀，生根率超过90％。因此可以选择1 Ms+NAAJD．4m 作为树莓的生根 

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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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炼苗及移栽 

炼苗开始时将培养瓶的封口薄膜掀开 让瓶中的生根苗在室内环境中适应2～3d。然后取出，洗净根上附着的 

培养基栽入温室沙壤土中，每2～3d浇适量的水，7d后漫灌一次浇透水，促使根系生长。经过1个月的生长，发出 

新梢，‘移至大田栽植。 

3结论与讨论 

3．1取树莓当年生的幼嫩枝做外植体，在诱导培养基MS+6一BA0．5mg／I+NAA0．05mg／l上培养效果较好。在芽的增殖 

试验中发现加入一定量的GA 可大大提高增殖率，适宜的培养基为6-BA1．Omg／I+NAA0．05mg／l+GA~0．5m~，有效增 

殖系数达3．38。用1／2MS+NAA0．4H 时生根效果较好，生根率达9O％以上。 

3．2树莓离体培养初始外植体的接种时间的选择非常重要。本实验表明：以4月中旬至5月初的新生枝条带有腋芽 

的茎段作为外植体接种效果较好，萌芽率和成苗率较高。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问接种，腋芽茎段褐变坏死现象严 

重。5月下旬以后由于温度过高，接种时污染严重。所以选择4月中旬至5月上旬这段适宜接种时间，可迅速建立 

起无性繁殖体系。 

3．3氧化褐变是组织培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能否防止氧化褐变直接关系到组织培养的成败。不同植物发生的程 

度不同 ，防止褐变的方法也各异，何琼英 曾用抗坏血酸来阻缓或防止褐化，但是某些抗氧化剂如抗坏血酸不 

耐高温，如果作为培养基的附加成分，进行高温灭菌时破坏了其性质。在本实验中我们分别采用连续转接和培养 

基中加入N巩SO 的方法，结果表明：培养基中加入Na2 O 防止褐变效果不理想，采用连续转接的方式，可以减轻 

并防止褐化现象发生。 

3．4试管植物的玻璃化现象是一种生理性病变，在组织培养中发生极为普遍 。在许多植物上玻璃化现象已引 

起人们重视，并做了初步研究，师校欣 在苹果砧木上曾用PvA防止玻璃化苗效果最好，胡继金 用青霉素清除 

香石竹玻璃苗取得良好效果，孔祥生 在甜柿组培中采用提高琼脂浓度可有效防止玻璃化苗的产生。本实验在增 

殖培养阶段发现GA 对腋芽生长十分重要，在培养基中GA 与6一BA同时存在时，不仅对腋芽的生长和增殖有利， 

而且可以防止玻璃苗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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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嘶 t Tender stems picked fwm one year branches of FREEBERLY as explant were disinfected by common way to induce shoots and 

cultivated in MS m~ unl of different Phyhermon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xillary buds were stimulated and s~ tched on M 

BAO．5mg／I+NAA0．05m~．About 20 days later differentiation and multiplication b~gan ．The rate．of proliferation Was gre~atly enhanc~ed k 叫se of 

the,supplement of GA3 in the shoot mulfiplication experiment．The suitable muhiplication medium of axillary }砌(1s 惝 M 

BAO．5mg／I+NAA0．05mg／l+GA30．5 ．The effective propagation coefficient Was 3．38 ．M than 90％ of shoots were roots on 

1／2MS+NAA0．4mg／I． 

w(mts： 豫 ti,~ure cuhnue；inducement；propagation；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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