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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李茎尖组织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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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欧李3号、4号品种为试材，初步建立了茎尖组织培养的快繁体系。结果表明：欧李对激素反应比较敏感。分化基 

本培养基采用Ms优于 B5和White。在 Ms+0．25mg·L BA+0．1mg·L IAA的分化培养基上，萌发速度快，成苗率高。 

增殖培养时，增殖系数随BA浓度增大而提高；欧李3号在MS+0．5mg·L BA+0．075mg·L NAA的培养基上，增殖系数 

为5．43；欧李4号在Ms+0．4mg·L BA+0．05mg·L NAA的培养基上，增殖系数为4．56，增殖效果较好。壮苗培养时， 

欧李3号适宜的培养基为改良Ms+0．075mg·L～NAA，欧李4号适宜的培养基为改良Ms+0．05mg·L～NAA。生根培养时， 

欧李3号适宜的培养基为 1／2MS+0．4mg·L～NAA；生根率达72．3％，欧李4号适宜的培养基为 1／2MS+0．2mg·L～NAA； 

生根率达74．6％。移栽采用草炭、田园土、珍珠岩 (5：2：1)，成活率达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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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ot·tip Culture of Cerasus humilis 

JIAO Shu—hua ，LIN Li—hua ，LI Bao-jiang ，ZHANG Shu—hong 
【1 College ofHorticulture．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161．China： 

2 Ch归 Agriculture and Husbandry Vocational Schoo1．Inner Mongolia Ch ng 024005．China) 

Abstract：Rapid propagation of shoot—tip culture system was set up with Ouli3 and 4 as materials．The main results were as follows：Ouli 

was found sensitive to hormone．Medium MS was better for differentiation than B5 and white．The high rate of bourgeon and survival OC— 

curred in Medium MS+0．25mg·L BA +0．1mg·L～ IAA．As for muhiplication culture．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with mul— 

tiplication coefficient and BA concentration．The coefficients were 5．43 and 4．56 for Ouli 3 in MS+0．05 mg·L BA +0．075 mg· 

L一 NAA and for Ouli 4 in MS+0．4mg·L一 BA + 0．05 mg·L一 NAA．respectively．Th e modified medium MS+0．75 mg·L一 NAA 

was optimum for healthy seedling culture of Ouli 3．and the best one for Ouli 4 was MS+0．05 mg·L～ NAA．1／2MS+0．4mg·L～． 

NAA was the optimum medium for rooting culture of Ouli 3，while for Ouli 4，the optimum one was 1／2MS+0．2mg。L～ NAA．The roo— 

ting rate was,72．3％ and 74．6％ respectively．Survival rate was 72．7％ when the seedlings were transplanted in peat garden soil+ 

pearlite(5：2：1)． 

Key words：Cerasus humilis；shoot—tip：tissue culture 

欧李[Cerctstts humilis(Bge)Sok]为蔷薇科(Rosaceae)樱桃属(Cerastts)矮生小灌木。欧李植株根系发达，耐 

旱、耐寒 、耐瘠薄，适宜干旱地区栽培 J。欧李结果早，坐果率高 J，果实含有丰富的糖、蛋白质、矿质元素、维 

生素、氨基酸，尤其是钙和铁的含量较高。钙素多为活性钙，易被人体吸收，所以又被称为“钙果”。欧李植株 

矮小、栽培用苗量较大，如何提高繁殖速度是栽培和推广中的主要问题_4]。茎尖组织培养繁殖系数高，可在较 

短时间内为生产提供大量整齐一致的优良苗木，是快速繁殖优良苗木的有效途径 j。欧李茎尖培养可直接分 

化成苗，具有操作方便，容易成活，成苗时间短，幼苗生长势强等特点。本研究以欧李3号和4号为试材，以春 

季一年生健壮枝条的腋芽为外植体，初步尝试建立了欧李茎尖组织培养的快繁体系，为欧李栽培推广提供了较 

可靠的快繁技术。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用欧李材料取自辽宁省熊岳果树科学研究所，供试品种为山西农业大学选育的欧李 3号和4号，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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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株为4年生成龄树。 

1．1 外植体消毒 

2月中旬至3月上旬，取欧李3号、4号1年生休眠枝条在室内水培。当腋芽萌动时，剪成带有1～2个腋 

芽的茎段，用流水冲洗 20～30min。在超净工作台上，用75％酒精消毒30～40s，再用0．1％HgC1 消毒 6～ 

12m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3～4次，切取0．5～1．0mm的茎尖，接种于茎尖分化培养基上。培养温度为(25± 

2)℃，光照强度 1．5～2．0 klx，每天光照时间16h。 

1．2 茎尖接种 

将剥取的茎尖接种在基本培养基上(Ms、B5、White)，BA浓度分别为 0．25，0．5，1．0 mg·L～，IAA浓度分 

别为0．01，0．05和0．1mg·L～。试验采用L。(3 )正交设计，培养20d调查茎尖萌发率，35d调查成苗率，筛选 

适宜的茎尖分化培养基。每处理接种 15瓶，每瓶接种5～6个茎尖。 

1．3 增殖培养 

截取高 1．5cm，具有2个节问并带有顶芽的试管苗茎段，接种于基本培养基为 MS，BA浓度分别为0．2， 

0．4，0．5mg·L～，NAA浓度分别为0．05，0．075，0．10，0．15mg·L 的培养基上培养，探讨激素浓度对幼苗增 

殖生长的影响，筛选适宜的增殖培养基。 

1．4 壮苗培养 

截取高 1．5cm左右，具有2个节间并带有顶芽的试管苗茎段，分别接种于MS+(0．05，0．075，0．10)mg· 

L NAA和改良Ms(铁盐含量增加 1／4)+(0．05，0．075，0．10)mg·L NAA的培养基上，观察生长情况，筛选 

适宜的壮苗培养基。 

1．5 生根培养 

截取高度为 2．0～3．0cm的壮苗，接种于 1／2MS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的 IBA和 NAA，琼脂含量为 

6．5g·L～，蔗糖为15g·L～，pH值为6．2的生根培养基上，观察生长情况。培养20d时统计平均生根率和平 

均生根条数及根长。 

1．6 幼苗移栽 

当组培苗根长 0．5～1．0cm时，选择苗高2．0～3．0cm，茎秆粗壮，具有6～10片叶，叶片大而绿，根系质量好的 

幼苗进行移栽。移栽基质分别为河砂，珍珠岩、草炭 +田园土 +珍珠岩、(5：2：1)、草炭 +田园土 +蛭石(4：2：1)。 

移栽前，用50％的多菌灵和福美双消毒基质，装入营养钵中，浇透水后放置24h。移栽15d调查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培养基对欧李茎尖分化的影响 

接种2～3d后茎尖开始萌动，15～20d开始诱导出丛生芽，28～35d丛生芽逐渐发育成苗。 

表1 不同培养基对欧李茎尖分化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a on shoot—tip differentiation of Cerasus humilis 

由表1可以看出，欧李3号和4号品种在Ms培养基上萌发率均高于60％，成苗率最高达74．5％；在B5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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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上，萌发率均低于35％，成苗率均低于15％；在White培养基上，初期分化成黄白色丛生芽，后期形成愈伤 

组织，均未发育成苗。在MS+0．25mg·L BA+0．1 mg·L IAA培养基上，欧李3号接种35d时平均苗高 

1．7cm，节间长，茎秆粗壮，基部无愈伤组织，叶片大而平展；欧李4号平均苗高2．3cm，茎基部和中上部分枝多， 

叶小而狭长，基部无愈伤组织。可见，MS+0．25 mg·L BA+0．1 mg·L IAA的萌发率和成苗率均优于其 

他培养基 ，是欧李茎尖分化较适宜的培养基。 

2．2 激素种类和浓度对欧李嫩茎增殖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当 NAA浓度一定时，增殖系数随BA浓度的增加而提高。当BA浓度一定时，NAA浓度对 

欧李的增殖系数影响较小，嫩梢长度随 NAA浓度的增加而提高。但欧李 3号在 NAA浓度高于0．075mg·L～、欧 

李4号在NAA浓度高于0．05 mg·L 的培养基上，幼苗中上部易出现分枝，生长势减弱，不利于生根培养。欧李 

3号在 Ms+0．5mg·L BA +0．075mg·L NAA的培养基上，嫩茎粗壮，增殖系数为5．43，欧李 4号在 Ms+0．4 

mg·L BA+0．05 mg·L NAA的培养基上，嫩茎粗壮，增殖系数为4．56，增殖效果较好。 

表 2 不同比例的BA和 NAA浓度对欧李嫩茎增殖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BA and NAA concentrations on proliferation of Cerasus humilis 

2．3 培养基成分对欧李试管苗壮苗的影响 

欧李试管苗扩繁培养时，随着继代次数的增加通常导致幼苗叶片变小，茎秆变细，生长势减弱，不利于以后 

的生根培养。因此，筛选适宜的培养基，培养出健壮的试管苗是欧李茎尖培养的关键。从表3可以看出，欧李 

3号在改良Ms+0．075 mg·L NAA的培养基上，欧李4号在改良Ms+0．05 mg·L NAA的培养基上，幼茎 

粗壮，节间数多，叶片大而平展，叶色深绿，幼苗健壮。以上两种培养基可以分别作为欧李3号和欧李4号品种 

的壮苗培养基。 

表 3 不同培养基对欧李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a on seed ling growth of Cerasus humi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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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长素对欧李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从表4看出，欧李3号在NAA浓度为0～0．4 mg·L 的培养基上，随NAA浓度的增加，幼苗的生根率和 

平均生根条数逐渐增高。在 1／2MS+0．4rag·L NAA培养基上生根率最高为72．3％。试管苗8d开始生根， 

11～13d为生根高峰期，生根方式为基部直接生根。在 NAA浓度为0．5rag·L 的培养基上，生根率为 

75．6％，但生根方式为愈伤组织生根。在以NAA浓度0．2rag·L 为基础，添加不同浓度IBA的培养基上，虽 

然幼苗的生根率和平均生根条数有增加的趋势，但幼苗的根系着生在愈伤组织上，移栽时易脱落，会降低移栽 

成活率。在试验中，欧李3号生根以1／2MS+0．4rag·L NAA培养基为最好。欧李4号试管苗在 NAA浓度 

为0～0．2mg·L 的培养基上，生根方式为基部生根，在 NAA浓度为0．2rag·L 的培养基上，试管苗7d开始 

生根，10～12d为生根高峰期，幼苗的生根率为74．6％。在 NAA浓度高于0．2 mg·L 的培养基上，生根方式 

为愈伤组织上生根。以NAA浓度为0．2rag·L 为基础，添加不同浓度的IBA，幼苗的生根方式也为愈伤组织 

生根。欧李4号生根效果以1／2MS+0．2rag·L NAA的培养基为最好。 

表 4 IBA和 NAA浓度对欧李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IBA and NAA concentrations on induction root of Cerasus humilis 

2．5 欧李试管苗移栽 

欧李试管苗移栽时，在草炭 +田园土+珍珠岩(5：2：1)的营养土中移栽成活率最高，可达70％以上(表 

5)。在河沙和珍珠岩中移栽成活率较低，均在40％以下。欧李4号在不同基质中的栽成活率均高于欧李3 

号。 

表 5 不同移栽基质对欧李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Table 5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ivating media on transplant livability of Cerasus humilis 

3 讨 论 

3．1 激素对欧李茎尖培养的影响 

欧李对生长素反应比较敏感。分化培养时，要求的IAA浓度不高于0．1 mg·L～；增殖和壮苗培养时，在 

含有 IAA的培养基上，部分试管苗顶梢易出现白化现象，在含有 IBA的培养基上试管苗叶色多为黄绿色，而选 

用NAA无上述现象发生。欧李3号在 NAA浓度高于0．075 mg·L 的培养基上、欧李4号在NAA浓度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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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mg·L 的培养基上，幼苗中上部易出现分枝。这说明欧李品种间基因型不同，对培养基的激素浓度的反 

应不同。欧李 3号比欧李4号植株生长势强，枝条健壮，适应的 NAA浓度较高。因此，应根据不同品种的特 

性，确定相应的生长素浓度。在茎尖培养时，BA浓度应不高于0．5mg·L 。BA和生长素配合使用比单独使 

用更有利于分化和增殖 J，MS+0．25mg·L BA+0．1mg·L IAA是欧李茎尖分化较适宜的培养基。欧李 3 

号在Ms+0．5mg·L BA+0．075rag·L NAA的培养基上，增殖系数为5．43，且试管苗嫩茎粗壮；欧李4号 

在 MS+0．4mg·L BA +0．05mg·L NAA的培养基上，增殖系数为4．56，且嫩茎粗壮。 

3．2 试管苗茎尖培养生长状态的影响因素 

欧李试管苗扩繁培养时，随着继代次数的增加导致幼苗叶片逐渐变小，茎细弱，生长势减弱，培育出健壮的 

试管苗是试验研究的重点。在预备试验中发现，当铁盐浓度大于 MS的1．5倍时，会使嫩茎木质化程度过高， 

不利于以后的生根培养。在铁盐浓度降至MS的1．25倍时，可使幼苗茎秆粗壮，叶片大，叶色深绿。因此，适 

量增加铁盐浓度有利于试管苗的健壮生长。这是因为适宜的铁离子浓度对叶绿素的形成、对呼吸光合和氮代 

谢等方面都起到良好的作用。但壮苗培养时间过长，也会使嫩茎木质化程度过高。一般在壮苗培养基上生长 

10～15d为宜。本研究发现，将欧李试管苗从较高的BA浓度(t>0．4mg·L )向较低浓度(≤0．1mg·L )的 

培养基上转接时，可加大幼苗健壮程度，但要根据试管苗的生长状态。当叶片较小、茎秆较粗壮时，及时进行壮 

苗培养。增殖培养不应超过20d，否则一旦叶片展开，再进行壮苗培养，会使幼苗徒长，不利于以后的生根培养。 

3．3 试管苗生根和幼苗移栽 

在试管苗生根培养时，欧李3号较适宜的NAA浓度为0．4mg·L～，欧李4号为0．2mg·L～，这和欧李不 

同品种的基因型有关。但欧李试管苗的生根率均不高于75％。暗培养、糖浓度的变化等对提高生根率有一定 

的效果，这方面还需进一步研究。赵玉军(1997)报道 的欧李生根生长素(IBA+NAA)最适的总浓度在 1．0 
～ 1．2mg·L～，生根率达82％。在此浓度范围内的试验结果表明，生根率确实较高(90％以上)，但根着生在 

愈伤组织上，移栽不易成活。欧李幼苗移栽时，需结合其生物学特性进行管理。欧李喜光性强 ，移栽初期要保 

证一定的光照；欧李耐旱不抗涝，移栽后尽量减少浇水次数和水量，以免引起烂根；欧李喜中性至微碱性的土 

壤，移栽基质中采用碱性较强的珍珠岩与草炭、田园土按一定比例混合，移栽成活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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