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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姬红无花果茎段离体快繁研究 

吴钦荆 (临沂师范学院农林学院，山东临沂276004) 

摘要 渡姬红无花果茎段快繁中，以MS+BA 1．0 mg／L+NAA 0．2 mg／L+：~30 g，L+琼脂7 g／L为分化和增殖培养基，分生倍数可达9以 

上；以 1／2MS+IBA0．5mg／L+~2O g，L+琼脂 g／L为生根培养基，生根率可达90％；试管苗移栽成活率达85％以上，移栽前期保温保 

湿是提高成活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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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花果(冗c caricaL)为桑科榕属落叶果树，现被列入 

第3代水果范畴，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生产中多采用扦插繁 

殖，繁殖系数低，季节性强，不能满足品种更新的需求。为 

此，笔者对鲜食大型红色波姬红(A132)无花果进行了苗木 

快繁试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外植体处理 从温室内培养的 A132无花果植株上剪 

取5 cm嫩梢，用洗衣粉刷洗表面，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后，用 

75％酒精浸泡 4～5 S，放入 O．1％升汞溶液浸泡 6～7 min，再 

用无菌水冲洗4-6次，在以上过程中要不断地摇动，最后在 

无菌条件下将嫩梢切成 0．5 cm左右的带腋芽茎段，并接种 

于诱导培养基中。 

1．2 培养基试验 

1．2．1 大量元素试验。设4个处理：2MS,MS、1／2MS、1／4MS， 

附加 BA 1．0mg／L+NAA 0．2mg／L+糖 30 g／L4琼脂7 g／L，4次 

重复，培养4周。 

1．2．2 激素试验。设 16个处理，BAO．5、1．0、1．5、2．0mg／L，NAA 

0．2、0．4、0．6、0．8 mg／L，附加 MS+糖 30 g／L+琼脂 7 s／L，4次重 

复，培养4周，研究植物激素对无花果分生倍数的影响；设 5 

个处理 ，1／2 MS+IBA 0．1、O_3、O．5、0．7、0．9 mg／L+糖 20 g／L+ 

琼脂7 ，4次重复，研究植物激素对无花果生根的影响。 

1-3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为(25±2)℃，光照 1 600 lx左右， 

每天光照 1O～12 h。4周后调查无花果分生倍数和平均株 

高，生根培养 2周后调查生根率，并将生根植株经炼苗后进 

行移栽。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量元素对无花果分生倍数的影响 F值检测表明， 

各处理问存在差异。表 1表明，分生倍数随大量元素增加而 

增加；平均株高以MS培养基为最高，达到3．4 cm。综合考 

虑，无花果培养基中的大量元素以MS为好。试验中还观察 

到，提高大量元素的浓度或加入适量的活性炭，可防止培养 

基褐变。 

2．2 植物激素对无花果分生倍数的影响 F值检测表明， 

裹 l 大量元素对无花果分生倍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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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间存在差异。表 2表明，当NAA浓度一定时，BA浓度 

低或高都对繁殖不利；当NAA浓度为 0．2 mg／L时，BA浓度 

与繁殖系数可用2次 3项式描述： 

Y=--0,2476+11．1662 _54677 。(R ．9999 )。 

在 ；1．021 1处 ，】，达极大值。培养基为 MS+BA1 mg／L+ 

NAA 0．2 mg／L+糖30 g／L+琼脂7 g，L时，有利于提高无花果 

的分生倍数。 

表2 植物激素对无花果分生倍数的影响 

2．3 不同浓度IBA对无花果生根的影响 表 3、图 1表明， 

随着IBA浓度的增加，生根率也随之增加。当IBA浓度为 

0．5 mg／L时，生根率最高，平均根长最长，根粗细正常，生根 

时间较短；当IBA浓度超过O．5 ms／L时，生根率有所下降； 

随着 IBA浓度的提高，生根时间越短，根逐渐变粗。所以， 

O．5 m L IBA为无花果生根较理想的浓度。 

表 3 不同浓度IBA对无花果生根的影响 

图 1 波姬红无花果组培苗生根 

2．4 试管苗移栽试验 在温室内打开已生根植株三角瓶 

盖，炼苗5-6 d后取出，洗净根际营养液，移至通气、透水好 

的蛭石或营养土中，放于温室中，保持温度 20～25℃，湿度 

80％～90％，经 2～3周后，移至自然光下炼苗1～2周，最后移 

栽至大田中进行正常管理，其成活率可达85％以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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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内添加 1％硫酸亚铁可脱去27．97％毒率。饲粮中加入含 

有高剂量的铜、锌、碘等微量元素和其他物质配制的专用添 

加剂，是目前菜粕脱毒的较好途径。易中华等试验表明，含 

4．5％、9％和 13．5％菜粕的 5周龄肉鸡饲粮中，试验组加入 

l％菜粕型肉鸡饲粮专用添加剂，对照组不加，在相同营养 

水平和饲养管理下饲养 21 d，结果表明试验组平均 13增重 

和饲料转化率显著提高。 

3 选择和培育低毒作物新品种 

目前，我国已选育出低棉酚棉花新品种，其棉酚含量仅 

为0．02％，除去在榨油过程中的棉酚破坏，棉籽饼粕中棉酚 

含量在安全限内。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所培育的双低 

油菜品种中双4号硫甙含量 12．20I~mol／g(不含吲哚硫甙)， 

达到了国内外营养和卫生组织规定的小于 30 Ixmol／g优质 

标准。刘振利等报道在肉鸡日粮中添加双低菜粕，试验中对 

各组日粮的能量、粗蛋白、可消化赖氨酸及可消化含硫氨基 

酸进行了平衡，结果表明试验组比豆粕对照组表现出更好 

的生长性能，0～21 13龄添加 12．4％，22～42 13龄添加 14-2％ 

时，肉鸡增重和饲料转化率最佳。以适宜双低菜粕比例替 

代豆粕时，由于2种饼粕的必需氨基酸互补平衡，提高了肉 

鸡对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 

4 使用酶制剂 

棉粕、菜粕、葵花粕等用量较高的饲粮中抗营养物质主 

要是粗纤维(菜粕达7％)、果胶(菜粕含 11．5％)和乙型甘 

露聚糖(芝麻粕5．6％～7．0％、菜粕 1．12％、棉粕0．7％)，添 

加特定酶制剂(如纤维酶、果胶酶乙型甘露聚糖酶等)可裂 

解植物性饲料的细胞壁，使家禽顺利消化营养物质，明显提 

高家禽小肠中消化酶活性，提高饲粮利用率，改善生产性 

能。张顺珍等分别在日粮含菜粕 3％、5％和 10％的饲料中 

添加0．05％复合酶(内含真菌、B聚糖酶、果胶酶、内切B葡 

聚糖酶、半纤维素酶)，观察对生产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l5～28日龄和29～42日龄阶段菜粕加酶组平均体重高于豆 

粕组和菜粕对照组，饲料利用率提高i％~5％。孙万岭等在 

玉米一豆粕—棉粕型肉仔鸡日粮中添加 Q1％爱维生 XP 1 500 

f酶制剂)可以提高采食量、重量和成活率。杨育才等在以棉 

籽粕、菜籽粕、花生粕为蛋白质来源(棉籽粕9．00％、菜籽粕 

7．26％、花生粕 10．00％)的低成本饲料中添加溢多酶868B 

(木聚糖酶≥6 000 U／g、果胶酶~>400 U／g、蛋白酶≥300 U／g， 

有部分纤维素酶、淀粉酶)，结果表明在杂粕饲粮中添加 0．1 

％饲用复合酶制剂能提高蛋鸡产蛋率，降低破蛋率，增加平 

均蛋重，此外由于酶制剂属微生物发酵产物，在发酵过程 

中，微生物还分泌维生素、蛋白质和一些未知生长因子，也有 

利于改善蛋鸡产蛋陛能。 

植酸是饲料中的重要抗营养因子。由于植酸的强螯合 

作用，它能牢圊螯合带正电荷的锌、钙、铜、镁、锰、储 、铁等 

二价或多价金属离子，形成难溶性植酸盐螯合物，从而降低 
一 些必需矿物质元素的生物效能。植酸也能有效螯合蛋白 

质分子，生成植酸一蛋白质二元复合物或植酸一金属阳离 

子一蛋白质三元复合物，复合物的形成明显降低蛋白质可 

溶性，也大幅降低蛋白质的生物学效价和消化率，还影响蛋 

白质的一些功能特性。此外，植酸及其不完全水解产物还能 

抑制蛋白质水解酶、淀粉酶和脂酶等一系列酶活性，严重影 

响畜体正常代谢与生殖能力。棉粕、菜粕等杂粕中含有较多 

植酸，如去壳大豆饼粉的植酸含量 为1-4％ 1．6％。而菜籽 

饼粕和棉籽饼粉中含量分别为 1．6％～2．2％和 2．9％ 4．8％。 

去皮芝麻饼粉中含量则高达3．6％。在杂粕13粮中加入植酸 

酶不仅可降解各种杂粕植酸磷，提高磷利用率，减少粪便磷 

对环境的污染，而且还能将被植酸螯合的钙、锌、铜、铁和蛋 

白质释放出来，恢复被抑制的淀粉酶、脂肪酶和蛋白酶活 

性，提高多种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利用率。 

5 利用可消化氨基酸平衡理论设计日粮配方 

配合饲料中可消化氨基酸含量及其平衡程度是影响复 

合饲料品质和饲料效率的重要因素，所以应完全按照饲料 

原料表中氨基酸化学分析值设计 13粮配方。因不同原料氨 

基酸的利用率不同，配制的13粮饲养效果难以控制。如杂粕 

氨基酸消化利用率比豆粕要低的多，豆粕蛋氨酸、赖氨酸的 

利用率分别是83．9％和．89．2％，而棉子饼和菜子粕的蛋氨 

酸、赖氨酸利用率分别为75．6％、72．7％和 74．8％、76．9％。 

若按照常规方法配制 日粮，表面上氨基酸水平符合要求，但 

实际上可消化利用的氨基酸不足。可消化氨基酸不平衡，必 

然会降低饲料利用率，影响家禽的生长和生产。利用可消化 

氨基酸平衡理论设计日粮配方，添加人工合成的氨基酸，可 

以合理 、有效利用杂粕中氨基酸，改变饲料品质，提高杂粕 

中氨基酸利用率，并减少氮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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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移栽前期保湿、保温是提高成活率的关键。 

3 小结 

无花果茎段离体快速繁殖时，分生培养基以 MS+BA1．0 

mg／L+NAA 0．2 mg／L+~dt 30 g／L+琼脂 7 g／L为佳；生根以 

1／2MS+IBA 0．5 mg／L+糖 20 g／L+琼脂 7 g／L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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