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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杨不同再生途径组培苗遗传稳定性的 RAPD检测 

张 琼 ，李周岐，侯万伟，周飞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学院．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运用 RAPD标记对河北杨不同培养途径获得的再生植株遗传稳定性进行检测，结果表明，以试管苗幼嫩叶 

片为外植体，通过直接不定芽发生途径获得的再生植株(2O株)与对照株间表现出相同的条带数，说明此途径具有 

较高的遗传稳定性；以试管苗幼嫩叶片为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 ，通过器官发生途径获得的再生植株(20株)中有 2 

株分别在引物 $268和引物 S104中各 出现一条多态性带 ，位点变异率为 2／288，植株变异率为 2／20，说 明此培养途 

径过程中发生体细胞无性系变异，遗传稳定性较前者低，因此河北杨不同培养途径再生植株间存在遗传稳定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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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D Analysis of Genetic Stability of Populus hopeiensis Tissue Culture 

Seeding from Different Regeneration M ethods 

ZHANG Qiong，LI Zhou—qi，HOU Wan—wei，ZHOU Fei—mei 

(College of Forestry Sciences，NorthwestA & 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In this study，RAPD markers were used tO analyze genetic stability of regenerated plant from different ways of Popu- 

lus hopeiensi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using the young leaves of vitro plantlets as explants，the RAPD bands were same be- 

tween the control and regenerated plant which was from the direct regenerating adventitious buds．The young leaves of vitro pla- 

ntlets were as explants tO induce the callus，and there was a polymorphic band respectively in the primer$268 and S104 on 2 re- 

generated plant which were from the way of organogenesis．The mutational rate of RAPD sites and plants were Z／ZS8 and 2120 

respectively．It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somaclonal variation during training by this way，and the genetic stability was lower than 

by the former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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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离体培养物和再 生植 株会发生各种各样 的变 

异[ ，Larkin和 Scowcroft[ 首次对有关 再生植株变异的资 

料进行了评述，并把这种现象称为体细胞无性系变异(soma— 

clonal variation)。大量研究表明，影响植物体细胞无性系变 

异频率的因素很多，包括源植株的基因型、外植体来源、生长 

调节物质及附加物、离体培养时问及再生方式等[4-5]。 

由于杨树具有生长周期短、离体操作容易、基因组相对 

较小等特点，被喻为木本植物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 

程研究的模式植物。目前．杨树已成为林木组织培养及生物 

技术育种中研究最多的树种之一 。 自从 Lester[ 于 1977年 

首次报道杨树杂种无性系组培苗在苗高、分枝数及叶片性状 

上存在无性系变异以来．有关杨树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的研究 

报道已有许多。GeJiao等【7 研究发现转基因杨树(P．nigra 

L．)在叶形等性状上存在无性系变异，并利用分子标记技术 

(RFLP，RAPD，SSR)进行了分析，认为变异是由于组织培养 

过程引起的，而与外源基因的插人无关。Son等[8]研究发现 

杂种杨树 (Populus alba L．×P．grandidentata Mich~)愈 

伤组织再生植株在生长速度、染色体倍性及蛋白质水平上存 

在广泛变异。可见，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在杨树中相当普遍， 

但从现有资料看．杨树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研究还不够深人， 

多数研究只是发现了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现象 ，有关体细胞无 

性系变异的影响因素虽有～些报道，但对变异原因的分析尚 

存在不足 。 

河北杨(P．hopeiensis Hu et Chow)又名串根杨，属杨柳 

科杨属重要造林树种，广泛分布于我国华北及西北地区，其 

根系发达，萌芽性强，耐寒、耐旱、耐风沙、耐瘠薄，适于高寒 

多风沙地区栽种．为华北、西北黄土丘陵峁梁、沟坡及沙滩地 

的重要水土保持和造林优良树种0]。 

本研究取河北杨幼嫩叶片为外植体 ，运用组织培养的方 

法，通过直接不定芽发生途径获得再生植株和经诱导愈伤组 

织通过器官发生途径获得再生植株。并对这些再生植株进 

行 RAPD分子标记检测．比较不同培养方式获得再生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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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还将在较高速度上持续一定时间。因此，今后在继续加大 

对废水的处理和利用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对废气和固体废弃 

物的排放控制和污染治理，努力降低工业“三废”EKC的峰 

值和曲率 。 

总体看来，山东省的环境质量状况不容乐观，经济增长 

与保护环境压力仍较大。到目前为止，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并 

未对环境产生显著的改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山东省正经 

历着工业化的增长阶段，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如能源、化工、 

机械、电子等在经济中占的比重不断攀升，势必对环境质量 

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随着人均 GDP的增长，山东省工业“三 

废”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将呈扩大趋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 

时期内仍继续肩负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重任。 

环境质量的改善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动发生。缓 

和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促进山东省环境质 

量改善的根本途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能源和资源利 

用率，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持续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之 

路。以循环经济的生态理念为指导思想，推动工业产业结构 

优化调整，淘汰落后的技术工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高能 

耗、高污染向环保型经济转变。同时，认真贯彻国家各项环 

境政策，加大环境污染治理资金的投入，加强实施环境综合 

整治，努力减少工业“三废”污染物的排放。此外，环境保护 

的基本推动力量是公众，因此 ，加强环境教育和宣传的力度， 

提高公众环境意识，鼓励公众参与，倡导绿色消费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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