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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乔桑的组织培养与工厂化生产 

石文山，唐旭日，李树丽 

(滨州职业学院，山东滨州256624) 

摘 要：选取沙漠乔桑不同的外植体，通过芽的诱导、试管苗的快速增殖、试管苗生根和驯化移栽筛选 

出适宜的工厂化育苗工艺流程。3—6月份选取沙漠乔桑待萌发冬芽、萌发侧芽，流水冲洗干净后， 

70％酒精浸10s．然后用0．15％氯化汞灭茵5—10rain，以不同组合的培养基对外植体进行诱导、快速繁 

殖、生根。结果表明：以MS+BAI．Omg／l(单位下同)+NAA0．1作诱导培养基，用MS+BA0．5+NAA0．05 

作增殖培养基进行快速繁殖。以I／2MS+NAA0．2作生根培养基，移栽到草炭：珍珠岩：蛭石=3：1：2的混 

合基质中。通过试验筛选出了一套快速繁殖体系，建立了适宜于沙漠乔桑工厂化生产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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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issue Culture and the Mass Production of the Desert T柚 Mulberry 

Shi Whenshan。Tang XuRi，Li Shuli ’ 

(Department ofBioengineering,Binzhou Vocational c0 ，Binzhou，Shandong 2．56624) 

Abstract：The appropriate craft of mass production has been．obtained through the inducement bud and 

rapid multiplication and rootage and taming to transplant of tube seedling by selecting the different 

explants．Between March and June．the hibernacula and the lateral bud of the desert tall mulberry has been 

selected and washed．Th en by 70％ alcohol immersing them for 10s．puRing out the germ with 0．15％ 

Hg2CI2 for 5~i0 minutes，the explants has been induced and rapidly muhiplicated and taken root by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medium．The result showed that：the most suitable culture mediam of bud 

sprouting is MS+BA1．Oms／L+the NAA0．1 ms／L．Tl1e most suitable multiplication culture medium is MS+ 

BA 0．5 mCL+the NAA 0．05 ms／L．The most suitable footage culture medium is 1／2 MS+NAA0．2 mCL． 

I．Ile suitable transplanting medium is tuff：perlite：vermiculite=3：1：2．Tl~ough the experiments．a set 0f 

rapid multiplication system has been obtained and the craft process of the deseR tall mulberry production 

has been built up． ． 

Key words：Th e DeseR Tall Mulben ，Tissue Culture，，I．Ile Factory Turns the Production，Craft Process 

沙漠乔桑是人工选择与杂交而培育出的最新抗逆 

性优良树种，具有生长快、耐盐碱、耐瘠薄、耐风沙、抗 

干旱、抗寒、抗高温等特性 既能用于畜牧、养殖、酒水 

饮料加工、入药、造纸，蓄积木材又能防风固沙、绿化保 

土，作为一种生态建设和绿化经济树种具有广泛的发 

展前景【 。目前市场形势看好，合格苗木供不应求。沙 

漠乔桑的繁殖一般常用嫁接大方法，繁殖较慢、费工费 

时，满足不了市场的要求p棚。因此，自2002年开始笔者 

以沙漠乔桑的冬芽、萌发侧芽为外植体进行了组织培 

养研究圆，探索出了一套沙漠乔桑的离体快速繁殖体 

系，建立了适宜于沙漠乔桑工厂化生产的工艺流程。 

1材料和方法 

1．1试验时间、地点 

试验从2002年春天开始，于滨州职业学院植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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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中心进行。 

1．2试验材料 

由山西圣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购得。 

1_3试 验方 法 

1_3．1外植体的灭菌与处理 以沙漠乔桑待萌发冬芽、 

萌发侧芽作外植体。选长势良好、生长健壮、无病虫害 

的一年生枝条，春天3—4月份未萌发前切取待萌发冬 

芽，5-_6月份切取萌发的侧芽，置烧杯中用自来水冲 

洗 30min，取出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用70％的酒精进行 

表面消毒 10s，再用0．15％升汞消毒 10min(萌发侧芽 

5min)，无菌水冲洗5—8次。冬芽驳去鳞叶和外层几片 

较大幼叶，萌发侧芽剥去外层小叶，接种于表 1’的8种 

诱导培养基上，筛选出最佳诱导培养基。 

1．3．2试管苗的继代增殖与生根 苗高2cm左右时转 

接到不同的增殖培养基(表2所列 9种培养基)上，当 

苗高4,+5cm时继续分割成单芽茎段、侧芽等进行快速 

繁殖培养基的筛选，苗高4cm高时进行生根培养，以 

琼脂作生根培养基(表3的4种培养基)筛选出最佳组 

合。 

所有培养基的筛选采用正交与随机组合试验 ， 

逐步缩小范围，最后筛选出诱导、增殖和生根最优培养 

基。 

1．3l3驯化移栽 根长达0．5一一1．0cm时进行驯化移栽， 

以草炭3：蛭石2：珍珠岩 1的混合基质移栽成活率最 

裹 1不同激素组合对芽萌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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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为 50d的统计结果 

高，试管苗栽前用600倍多菌灵浸泡，栽后用600倍多 

菌灵喷洒至育苗盘浇透。 

1．3．4培养条件 以MS作为基本培养基，附加20％的 

市售葡萄糖，0．55％的琼脂，在此基础上添加不同浓度 

的BA、NAA等。用1N的盐酸或氢氧化钠调节pH值 

至5．7。培养室温度设定为25-27℃，光照强度3KLx， 

每天光照 13h。培养瓶要求透光、透气性好，用耐高温 

聚丙烯薄膜作培养瓶的封口膜。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激素组合对芽萌发的影响 

冬芽和萌发侧芽的诱导出芽需要的培养基基本 
一

致，接种1周后侧芽萌发、叶片膨胀约一倍。3 5周 

侧芽伸长达 1．5cm，其中以培养基MS+BA1．O+NAA 

0．1表现最好，出芽数和出芽率最高(见图1)。其结果 

见表 1。 

2．2不同激素组合对芽增殖的影响 

表 2不同激素组合对芽增殖的影响 

注：上表为接种19d的统计结果 

表3 不同激素组合对芽生根的影响 

丛  g 塑塑塾 (釜 根长 (era) 生根率 (％) 
O．1 

O．2 

O．5 

1．O 

4 

4．5 

3．4 

3．2 

3．5 

3．9 

3．4 

3．2 

94 

98 

95 

93 

注：上表为接种21d的统计结果 

萌发后的桑芽不断伸长，并且出现数量不一的分 

枝，当苗高4cm以上并且出现分枝时及时分切成单芽 

茎段接种于增殖培养基中，3 周桑芽长高并且又出 

现侧枝，每 3 周为一继代周期，其中以MS+BA 

0．5+NAA0．05培养基上的桑芽表现最好，愈伤少、侧枝 

多、苗高，增殖倍数在 3周后即达4．25倍，比较适宜于 

沙漠乔桑的继代增殖培养(见图2)。结果见表2。 

{}{卜 

BA浓度 (rag／L) 

围1 IIA浓度对试管苗增殖率的影响 

通过正交试验得出沙漠乔桑的增殖培养适宜的 

BA浓度在 0．5～1．0mg／L之间，继续采用随机组合试 

5  4  5  3  5  2  5  l  5  0  

4  3  2  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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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进一步缩小范围怫t明(见表2)，试验结果显示，BA 

浓度为0．5mg／L增殖率最高，试管苗长势好。随BA浓 

度继续增加，增殖率有下降的趋势，结果见图1。 

2．3不同激素组合对芽生根的影响 

将高4era左右的桑芽接种于表 3所述的生根培 

养基(以琼脂作生根基质)中，10d左右开始发根，2周 

根 长 达 0．5～1．0era 时 即 可 出 瓶 移 植 。 以 

1／2MS+NAA0．2生根数和生根率最高(见图3)。结果 

见表 3。 

2．4不同的移栽基质对试管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图 1萌发的侧芽 

圈3 试管苗生根 

冈  I
．．．． ．．．．． ．．．．． ．．．．__J 

试管苗根长达 O．5~1．0era时移到温室，经3-5d的 

驯化后，移栽到混合基质中，试管苗先用600-800多 

菌灵浸泡，栽后用多菌灵喷洒，覆膜保湿。其中以草炭 

裹4 不同的移栽基质对沙滇乔桑试管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3：蛭石2：珍珠岩 1的混合基质中成活率最高 (见图 

4)，结果见表4。上述基质中的珍珠岩颗粒较大，疏松 

透气又保水，可以有效地提高非洲菊试管苗的移栽成 

圈2 试管苗增殖 

70％酒精10秒+0．15％氯化汞1o~ff钟 

圈4 移栽成活的沙漠乔桑试管苗 

MS+BA1．0rag／L+IAA0．1 mg／L 

70％酒精10秒+0．15％氯化汞5分钟 

草炭 3：蛭 石2： 

珍珠岩 1 

驯化移栽 I．．．．．．． ．．．．．． 

1／2MS+IAA0．2mg／L 

生根培养 

圈 5 工厂化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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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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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率。加上生根苗的药剂浸泡和栽后药剂喷洒会有效 

的抑制杂菌孳生，提高移栽成活率。 

3 结论 

冬芽和萌发的侧芽是沙漠乔桑离体培养适宜的外 

植体，冬芽一般来自冬剪沙藏的枝条，萌发的侧芽来源 

比较丰富，结合春天修剪、去顶等选取生长旺盛的母株 

作为外植体的来源。冬芽外植体的适宜灭菌时间为 

O．15％氯化汞 10rain，萌发侧芽的适宜灭菌时间为 

O．1 5％氯化汞5rain，外植体灭菌成功率最高。 

侧芽萌发诱导的最适宜培养基为MS+BA1．0 

+NAA0．1。 

沙漠乔桑快速增殖的适宜培养基为 MS+BA 

O．5+NAA0．05，一般以3 周为一继代周期，增殖倍数 

可达4倍，最适合沙漠乔桑试管苗的增殖和生长。 

1／2MS+NAA0．2是沙漠乔桑生根的适宜培养基， 

诱导生根所需时间短，生根率高，根粗壮，植株挺拔、生 

长健壮。 

在混合基质草炭 3：蛭石2：珍珠岩 l中移栽沙漠 

乔桑生根苗，试管苗用600-800倍多菌灵浸泡并栽后 

喷洒相同倍数的多菌灵，移栽成活率最高，植株移栽后 

缓苗快，生长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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