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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欧李不同外植体对初代培养的影响及增殖阶段不同激素对增殖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欧李外 

植体以顶芽以下4—8个节位上的腋芽最为合适，萌芽率高，污染和死亡率低，植株生长健壮；增殖阶段不同生 

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对增殖有不同的影响，适合欧李增殖的生长素为NAA，适合欧李增殖的细胞分裂素为BA， 

适宜的激素浓度分别为0．04—0．06 ms／L和 1．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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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李(Pmnus／uan／／／s)系蔷薇科，桃李属，樱桃亚 

属，欧李树种的矮小灌木果树。欧李是中国特有、世 

界最矮的樱桃属野生果树，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利用价 

值。欧李果实含钙量很高，又称其为钙果，每百克鲜 

果含钙量为6o IIlg，而苹果只有9 mg，果实还含有丰富 

的氨基酸，据相关资料显示，氨基酸有 18种之多，总 

含量达到 338．3～415．7 mg／lOOg，特别是维生素 C、B2 

和E的含量，以及钾、磷、铁、锌、硒和赖氨酸的含量均 

高于现有常见果树品种，是儿童和老人的高级保健水 

果【1]。欧李根系发达，密集成网状，是防风治沙的优 

良生态树种，欧李种仁可以人药，具有助消化、利尿等 

功效，能治疗消化不良、肠胃停滞、水肿等疾病。目前 

大部分品种为野生品种，需要进一步驯化，山西农业 

大学的杜俊杰[2 ]对欧李进行了野生资源的调查和 

收集、生物学特性的研究和品种选育、栽培技术、利用 

等方面的研究，目前推出的人工栽培品种有“农大钙 

果3号”和“农大钙果 4号”，河北的张立彬 在燕山 

山区进行了野生欧李的实生选种工作，选育出了“燕 

山1号”大果型欧李新品种。欧李虽然可以采用扦插 

和分株等繁殖方法，但往往繁殖速度慢，不适应商业 

化的需求，并且在扦插和分株的过 程中，常常发生变 

异，不能保持原有的优良性状，因此采用组织培养的 

方法获得大量健康的种苗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 

以带芽的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培养，诱导形成植 

株，以获得无菌的再生苗。旨在为欧李组织培养找到 

适宜的培养条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为取自昌黎燕山山区的野生欧李，品种 

收稿 日期 ：2006—10—30；修改稿收期,'2006—12—10 

基金项目：北京京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秀丽(1980一)，女。河北遵化人 ，硕士，研究方向：植物营养生态。 

通讯作者：张毅功(1963一)，男，辽宁法库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植物营养方面研究和教学工作。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张秀丽等：欧李组织培养技术试验研究 63 

暂定为“燕山1号”，采其带腋芽的茎段作为外植体。 

1．2 无菌培养材料的获得 

在生长季节从无病虫害的健壮植株上采取欧李 

枝条，采取时间在晴天的下午。去掉叶子，剪取顶芽 

茎段、带腋芽的4～8节位中部茎段、中下部 9～14节 

位茎段。用自来水冲洗 30 nfin，洗涤灵浸泡 5 min，再 

用自来水冲洗30 min，置于超净工作台上，70％的酒 

精浸泡 3o s,0．1％的HgCl 溶液消毒 8 rain，无菌水冲 

洗 4 6次，将消毒好的带芽茎段，切掉和消毒液接触 

的切口端部，在超净工作台无菌条件下，切成 1 era左 

右大小，接种到诱导培养的培养基中，每瓶接种一个 

材料，每个处理 1O瓶，3次重复，接种结束放人封闭的 

培养室中培养。 

1．3 继代培养 

待培养的幼苗长到 3～4哪 高时进行继代培养， 

从三角瓶中取出幼苗，切成单芽茎段(腋芽以开始萌 

发为标准)，接种到继代培养基中，每瓶接种 3个茎 

段，每个处理10瓶，3次重复，继代周期为4周。 

1．3．1 不同种类和浓度的生长素对继代增殖的影响 

生长素选用 NAA和 IBA，NAA采用浓度为 0．04、 

0．06、0．08、0．1 nag／L；IBA采用的浓度为 0．1、0 2、0．3、 

0．5 mg／L，细胞分裂素为 6一BA1．0 mg／L，以不添加任 

何生长素为对照，4周后统计增殖倍数(增殖倍数 = 

接种 4周后芽数，接种时芽数，下同)和平均茎伸长 

量。 

1．3．2 不同种类浓度的细胞分裂素对继代增殖的影 

响 细胞分裂素选用 6一BA、KT和 ZT，6一BA浓度 

为0．5、1．0、2．5 mg／L，KT和 zr分别采用浓度为 0．5、 

1．0、1．5 mg／L，生长素为NAA 0．06 mg／L，以不添加任 

何细胞分裂素为对照，4周后统计增殖倍数和平均茎 

伸长量。 

以上所用培养基 pH值均为5．8，培养温度为(25 

±2)℃，每天光照 l2～13 h，光照强度为1 200～2 000 

k。研究工作在河北农业大学山区研究所组培室进 

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的选取对诱导培养的影响 

植物的任何器官在理论上都可以用作离体培养 

的外植体，但是不同器官和组织，其形态发生的能力 

是不同的，即使是相同的器官，由于生理学和发育年 

龄的差别，也会影响其自身形态发生的类型及方式。 

因此，在培养时，应根据培养 目的来选择适宜的外植 

体。 

本研究对欧李不同外植体的诱导情况作了比 

较，结果见表 1。由表 1可知，顶芽的污染率较中部 

带腋芽的茎段和中下部茎段差异显著，基本没有污 

染发生，但由于欧李顶芽过于稚嫩，很容易被消毒剂 

杀死，它的死亡率也与其他两个处理差异显著，所 

以，在培养过程中，采用顶芽作为外植体要谨慎处 

理。中部带腋芽的茎段其萌芽率与顶芽和中下部茎 

段相比差异显著，可高达 80％的萌芽率，此外，它的 

死亡率和污染率也是较低的，是合适的诱导外植体。 

中下部茎段由于其处于枝条的基部，抽条较早，不如 

幼嫩部位生长力旺盛，它具有较高的污染率和较低 

的萌芽率。 

表1 不同外植体对初代培养的影响 

Table 1 llae effect otdifferent expbm~ on the inilial culture 

注：表中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方差分析差异显著(P≤O．05)。 

2．2 不同种类和浓度生长素对欧李增殖的影响 

本试验选取 NAA和IBA两种生长素作为参试 

因子，它们对继代培养的增殖倍数、平均茎伸长量的 

影响结果见图 1、2。分别对两项指标作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各处理之间差异显著。图 1是 NAb．不同 

浓度对继代培养增殖倍数和茎伸长量的影响结果， 

可以看出，随着 NAA的浓度升高，增殖倍数数值呈 

增长趋势，后又随浓度的不断升高有所下降，当 

NAA的浓度达到 0．06 mg／L时出现最大增殖倍数 

5．53，同样的规律也出现在不同处理的茎伸长量上。 

当NAA浓度大于0．08 mg／L时，增殖倍数的数值与对 

照相比差异不显著，但茎伸长量与对照相比差异显 

著。因此，可以证明生长素的显著作用就是促进试管 

新梢的生长和促进培养组织的延伸生长。图2是 IBA 

不同浓度对继代培养增殖倍数和茎伸长量的影响结 

果，可以得出，当IBA浓度在 0．2—0．3 mg／L时，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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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数较其他处理差异显著，并且当IBA为O．3—Ilg，L 

时，茎伸长量为最大值 O．94 om，同样的，用 IBA处理 

过的茎伸长量与对照差异显著。综合比较两种生长 

素的处理结果，使用NAA的处理优于IBA处理，并且 

N从 的适合浓度在 0．o4～0．06 IIlg，L之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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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N从 不同浓度对欧李增殖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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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BA不同浓度对欧李增殖生长的影响 

Fig．2 EIIec~ ofdiffere~ IBA o明x魍删 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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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种类和浓度细胞分裂素对欧李增殖的影响 

本试验选取 3种细胞分裂素 BA、KT、ZT作为参 

试因子，它们对继代培养的增殖倍数、平均茎伸长量 

的影响结果见图 3 5。分别对两项指标作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各处理之间差异显著。BA和 ICr增 

殖倍数都随浓度的升高先升高再降低，zT却有随浓 

度升高而下降的趋势，BA浓度为 1．0 n1异，L时的增 

殖倍数都显著高于其他处理，达到最大增殖倍数 

7．03。茎伸长量最大值是 zI1为 1．0-~o／L时，达到 

4．42 om，显著高于其他处理，但 ZT各个处理的增殖 

倍数较低。根据试验过程观察，BA处理生长多为丛 

生苗，叶片正常，茎节较短，植株较正常；在 KT处理 

中，叶子偏大，茎节短，植株较矮，多为单苗有少数丛 

生苗；在加入 zI1的培养基中生长的幼苗生长健壮， 

叶大，叶脉清晰，茎节长，基本为单苗，极少有丛生苗 

现象。综合上述研究结果，BA是欧李增殖生长阶段 

适宜的细胞分裂素类型，且以 1．0—n L浓度为宜。 

籁堇 

0 0．5 l 2．5 

BA浓度／(mg·L1) 

BA concentratiOil 

图 3 BA不同浓度对欧李增殖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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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KT不同浓度对欧李增殖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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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zr不同浓度对欧李增殖生长的影响 

№ ．5 Effects of different zT concentrat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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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1)塞罕坝华北落叶松人工林群落土壤节肢动 

物组成丰富，变化复杂。弹尾目、蜱螨目、膜翅目和 

啮目是其优势类群；优势类群和常见类群是土壤节 

肢动物的主要组成。 

(2)本研究中，落叶松人工林的Shannon—Wiener 

指数、均匀度指数和密度类群指数基本上均低于天 

然次生林群落，而 Simpson指数则高于天然次生林， 

表明天然次生林比落叶松人工林具有更高的多样 

性，系统更稳定，对负反馈具有更大的控制力；另一 

方面计算Jaeeard相似性系数，发现华北落叶松人工 

林和天然次生林仍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表明就 目前 

来看落叶松比较适应塞罕坝的自然地理条件，林木 

生长较好，林内植被比较丰富，土壤节肢动物也比较 

活跃。 

(3)本次调查对落叶松人工林的土壤肥力从生 

物指标来看，天然次生林土壤节肢动物中腐食性类 

群比例更大，但人工林的类群数和个体数更多，这可 

能是人工林群落环境对土壤节肢动物的影响比较 

小，或者尚未完全体现，因此目前要准确评价落叶松 

人工林的土壤肥力状况及其对土壤节肢动物的影响 

还比较困难，还需进一步的土壤养分分析和更长期 

的定位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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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欧李外植体的选择以顶芽的污染率最低，而且 

茎的伸长也较快，但顶芽在接种过程中容易死亡，而 

且萌芽率较低，中部茎段是较理想的外植体材料。 

在欧李继代增殖的过程中，不同种类不同浓度生长 

素、细胞分裂素对增殖也有显著的影响，本试验中发 

现 BA的增殖作用很大，但叶片偏小，而加入 KT、ZT 

的处理中叶子较大，而且叶脉清晰，可以考虑以后的 

试验中 BA与 KT或 zr配合使用。 

本试验对欧李初代培养的外植体选择和继代培 

养适宜的激素种类和浓度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其 

他影响因子对该植物组织培养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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