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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矮化中间砧 S2、S5和 PDR54的离体培养研究 

罗 娅 汤浩茹 李秀梅 王小蓉 

(四川农业大学林学园艺学院，l~lJ Jl雅安 625014) 

摘 要：以梨矮化中间砧 s：、s 和 PDR 试管苗为试材，探讨了培养基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梨矮化中 

间砧试管苗增殖和生根的效应。其结果表明：Ms培养基较 QL、As和 WPM培养基更有利于中间砧茎的增 

殖，2—3 mg·L一6一BA、0．1—0．2 mg·L IBA和 1—2 mg·L～GA3组合能有效促进 s2、s5和PDR54试管苗 

的增殖，其增殖倍数达 3．71—5．83。综合各品种增殖倍数、茎高度以及茎质量等指标表明，MS+3．0 mg· 

LI16一BA +0
．

2 mg·LI1IBA +2
． 0 mg·LI1GA3是 s2的最佳增殖培养基；Ms+2．0 mg·L。。6·BA+0．1 mg‘ 

L IBA+1．0 mg·L～GA 是 s 和 PD 增殖的最佳培养基。同时，s2、s5和 PDR 增殖的试管苗在不同的 

生根条件下分别获得了67％、50％和 86％的生根率。 

关键词：梨；矮化中间砧 ；快繁 

中图分类号：S 6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513—353X (2006)05·1063 

Study on Tissue Culture in Vitro of Pear Dwarfing Interstoeks S2，S5 and 

PDR54 

Luo Ya，Tang Haoru ，Li Xiumei，an d W ang Xiaorong 

(Forestry andHorticultural College，SichuanAgricultural University，Ya'an，Sichuan 625014，China) 

Abstract：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ultiplication coefficient，regeneration quality and rooting f0r ad· 

ventitious shoots of pear dwarfing interstocks S2，S5 an d PDR54 were studied．Th 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 

generation ability of adventitious shoots was infl uenced by genotypes，media and plant growth regulatom．MS 

medium Was more suitable for the proliferation of S2，S5 and PDR54 than QL，WPM and AS media．The mid· 

die concentrations of 6．BA(2—3 mg·L )in combination with lower concentrations of IBA(0．1—0．2 mg 
· L )and GA3(1—2 mg·L )could improve the proliferation of all the three interstocks，with prolifer· 
OUS index of shoots from 3．71 to 5．83．Th e best medium for S2 was MS+3．0 mg·L-16．BA +0

．
2mg·L一 

IBA +2．0 mg·L一‘GA3，while MS+2．0 mg·L一 6·BA+0．1 mg·L一 IBA +1．0 mg·L一‘GA3 Was the op· 

timal for S5 and PDR54 proliferation in comparison of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shoot quality，numbers and 

lengths．Th e regenerated shoots were rooted with a rooting percentage of 67％ ，50％ and 86％ respectively for 

S2，S5 an d PDR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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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材料与方法 

利用矮化砧或矮化中间砧是世界各国在果树矮化栽培中采用最多收效最显著的方式之一。s 、s 

和PDR 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贾敬贤等 选育的梨优良矮化中间砧，但由于生根困难，影 

响了其推广速度 。2O世纪 7O年代以后，梨矮化砧木组织培养的研究有一定的报道 。 ，但繁殖系 

数低，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本试验的目的在于提高梨矮化中间砧 s 、s 和 PDR 的增殖系数， 

探讨不同种类的基本培养基以及不同配比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试管苗增殖的影响，从而建立起一个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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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的梨矮化中间砧离体培养体系，为其在生产中广泛推广应用提供可靠的技术与理论依据。 

试验以2003年用 PDR54(Pyrus ussuriensis×P．communis)、S2(P．ussuriensis)和 S5(P． sM‘ 

riensis)茎尖获得的无菌试管苗为试材，并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 和本实验室的前期试验结果，按照 

4×4正交试验设计方法，选用 MS、AS、QL和 WPM等 4种基本培养基以及不同浓度的 6-BA、IBA 

和 GA'进行矮化中间砧离体培养的研究 (表 1)。其中蔗糖 30．0 g·L～，琼脂粉 6．0 g·L～，水解酪 

蛋白 (CH)250 mg·L～，培养温度25℃，光强4 800 lx，光照时间 16 h·d～。每处理接种 8瓶，每 

瓶接种4株苗，试验重复3次。35 d后统计增殖倍数 (／>0．5 cm的芽苗总数／接种时总芽数)、平均 

茎高度差 (35 d苗主干高与接种时苗主干高的平均高度差)和平均茎鲜质量。数据采用 DPSv3．01统 

计分析软件进行极差分析。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2．1 基本培养基对试管苗增殖的影响 

在 l6个处理中，3品种的增殖能力差异较大，增殖倍数在 0．76～5．83之间 (表 1)。Kauppin． 

en  ̈研究认为基因型是影响茎增殖的重要因素。在本试验中，s 的分化能力最强，接种5～7 d后就 

开始进行芽的分化，而s：和 PDR 芽的分化较之晚3～4 d。接种后35 d，S 的增殖倍数高达5．83，而 

s：和 PDR 的最大增殖倍数分别是 3．88与3．7l。将试验结果进行极差分析表明，s：在 AS培养基中增 

殖倍数最高，而S 和 PDR 在 MS中增殖表现较好 (表2)。虽然 S：在 AS培养基中有较高的增殖倍 

数，但茎质量差，叶片发黄并卷曲；s：在MS培养基中增殖倍数稍低于 As，但茎健壮，叶片翠绿。在 

试验过程中，我们发现各砧木品种在高盐培养基 MS中产生的茎叶片大，叶色浓绿，茎健壮，生长速 

度快；在低盐培养基 WPM中产生的叶片小，叶色黄绿 ，生长速度慢；在中盐培养基 QL中产生的茎 

各项指标均介于MS与WPM培养基之间，茎较壮，叶色翠绿；在As培养基中，试管苗叶片发黄，卷 

曲，生长非常缓慢。综合3个品种在不同培养基中的生长表现认为，适合3个砧木增殖的基本培养基 

是 MS。 

表 1 梨矮化中间砧 s2、s5和 PDR54的离体增殖4×4正交试验方案与结果统计 

Table1 Treatments and statistics of onl1og0nal experiraent蚰 the proliferationin vitro ofpeardwarrm~interstocks s2，ss andPDR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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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试管苗增殖的影响 

极差分析表明，6-BA、IBA和 GA，三者比较，6-BA对梨矮化砧木增殖的影响较大，其次是 IBA 

和 GA (表2)。在各浓度配比下，s2在6一BA 3．0、IBA 0．1和GA3 2．0 mg·L～，s5在6一BA 2．0、IBA 

0．2和 GA 1．0 mg·L～，PDR 在6-BA 2．0、IBA 0．1和 GA3 4．0 mg·L 时的增殖效果最好。同时茎 

的增殖与鲜质量随6-BA浓度的升高而增加，但6-BA浓度过高 (5．0 mg·L )，则会在叶腋处形成 

大量0．5 em左右长度的无效茎，且玻璃化现象非常严重。这与王乔春 和 Ascension等¨̈ 的研究结 

果相似。 

表2 基本培养基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梨矮化中间砧 s2、ss和 PDR 离体增殖的极差分析 

Table 2 Discrepancy analysis o1'the ba c Media and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the proliferation in vitro 

o1'lfllelllr dwarfing interstoeks S2，Ssand PDR 

注：L代表各处理水平上增殖倍数总和；R代表处理中最大增殖倍数与最小增殖倍数之差。 

Note：L stands for the sum of proliferous multiple in all deal；R stands for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maximum proliferous multiple and mini— 

mum proliferous multiple in dea1． 

试验中我们还发现，在培养基中添加一定浓度的IBA和 GA 可促进茎的增殖和试管苗高度的增加。 

表1的试验结果分析表明：在 16个处理中，培养基中若只加入6-BA(处理1)，S 、S 和PDR 平均增 

殖倍数分别为 1．35、3．o6和 1．42，平均茎高度差分别为0．73、0．47和 1．11 em；若培养基中添加6-BA 

与IBA (处理7，12和 14)，平均增殖倍数分别为 2．13、3．79和 1．92，茎高度差分别为 0．57、1．06和 

0．99 em；若培养基中添加 6-BA与 GA3(处理6，11和 16)，平均增殖倍数分别为 2．16、3．16和2．92， 

茎高度差分别为0．68、1．03和 1．03 em；若6-BA，IBA与GA 同时加入培养基中 (处理2、3、4、5、8、 

9、10、13和 15)，3品种的平均增殖倍数分别为 1．97、3．68和2．39，平均茎高度差分别是0．79、1．19 

和 1．O1 em。由此可见，3种生长调节剂共同配合使用不仅能促进试管苗茎的分化，同时还能促进茎的 

伸长，这对下一步生根试验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培养过程中，梨矮化砧木试管苗反映出自身生物学特 

征，生长特别矮小而紧凑。因此，提高试管苗高度对后期生根非常必要。 

综合各品种增殖倍数、茎高度差以及茎鲜质量等指标认为，3号处理 Ms+3．0 mg·L 6．BA+ 

0．2 mg·L IBA+2．0 mg·L～GA3是 s2较适合的增殖条件，2号处理 Ms+2．0 mg·L～6．BA+0．1 mg 
·

L IBA+1．0 mg·L～GA3是 S5和 PDR54较适合的增殖条件。 

2．3 试管苗的生根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长约2 em、生长健壮的单苗进行生根试验表明：S 、S 和 PDR 分别在1／2 

QL+5．0 mg·L IBA+5．0 g·L 蔗糖，1／2MS+5．0 mg·LI1IBA+15．0 g·L 蔗糖和 1／4MS+2．5 

mg。L IBA+15．0 g·L 蔗糖的生根培养基中暗培养 10 d后再分别转入 a／2QI~+5．0 g·L 蔗糖 + 

0．5 g·L一。AC、1／2MS+15．0 g·L。。蔗糖 +1．0 g·L一。AC和 1／4MS+2．5 mg·L一。IBA+15．0 g·L一。 

蔗糖 +1．0 g·L Ac的培养基上培养 20 d，其生根率分别为67％、50％ 和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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