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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松丛生芽的增殖研究 

黄宝祥 符树根 舒惠理 

(江西省林业科学院。江西南昌 330032) 

摘要 以湿地松种子无茵带子叶顶芽为外植体进行丛生芽诱导和继代培养，随着继代次数的增加，丛生芽的分化能力下降，通过改变 

培养条件可以改善不定芽增殖能力。试验结果表 明：当培养基为改良DCR+6一BA 3．0mg／L+NAA0．1mg／L+IBA0．5mg／L时，最大诱导率这 

73％．增殖倍数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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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松生长快，干形通直，松脂产量高，是我国南方的 

主要造林树种之一。运用组织培养技术是解决湿地松优质 

种苗短缺的重要途径之一，以胚、子叶和下胚轴等幼态材料 

作为外植体进行丛生芽诱导已有报道，并且获得了较好的 

结果，但是随着继代次数的增加，芽的老化现象严重，分化 

能力显著下降。研究湿地松不定芽的增殖，提高增殖系数， 

是湿地松组织培养育苗技术的关键，本试验特研究经多次 

继代后的湿地松丛生芽的增殖培养技术。 

1 材料与方法 

1．1 外植体的培养 

采摘无病虫害、长势旺的优良湿地松成熟种球，经 4~C 

低温处理 4周以上。取出种子，用 0、1％高锰酸钾浸泡 1~2 h， 

无菌水冲洗3~4次。在超净工作台上，70％酒精灭菌30s，无 

菌水冲洗 3~4次 ，0．1％升汞灭菌 3~4rain，无菌水冲洗 3~4 

次。将种子接种于无激素DCR培养基上获取无菌实生苗。 

1．2 丛生芽的诱导 

当接种于无激素DCR培养基上的种子长出带子叶的 

完整植株时，取其带子叶顶芽接种在丛生芽诱导培养基上 

诱导。 

13 不定芽的增殖 

切取丛生芽诱导培养基上2cm左右长的单芽，接种于 

DCR+6一BA 1．0mg／L+NAA 0．05mg／L进行继代培养 ．继代 

周期 25~30d。 

1．4 多次继代后不定芽的增殖 

选取经上述多次继代培养，当芽生长势出现衰退现象、 

诱导率和增殖 系数明显下降时 ，从丛生芽上切取单芽进行 

增殖培养试验 ，基本培养基为改良 DCR，研究激素水平对 

不定芽增殖的影响。每个处理接种25个芽，3次重复。 

培养条件 ：温度(25±2)oC，每天光照时间 14 h，光照 

强度 1 500~2 000Lx，培养基pH值为5．8，灭菌温度 121~(2， 

灭菌时间 20rain。 

2 结果与分析 

2．1 继代次数对增殖的影响 

湿地松幼嫩组织在 DCR+6-BA 1．0mg／L+NAA 0．05mg／L 

条件下培养，最大增殖倍数可以达到 4．0。但是，多次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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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芽出现老化，甚至死亡现象，生长势下降显著，约 6~7次 

继代后的增殖系数下降至2以下，说明上述培养条件已不 

再适合作为其继代培养条件。 

2．2 细胞分裂素的影响 

从带子叶上胚轴诱导丛生芽到丛生芽增殖培养 ，约 6~7 

次继代后，切取生长势出现衰退的单芽接种在改良DCR培 

养基上．当固定NAA 0．1mg／L时，6-BA浓度分别取1．0mg／L、 

2．0mg／L、2．5mg／L、3．0mg／L、3．5mg／L、4．0mg／L 和 5．0mg／L， 

研究细胞分裂素对丛生芽诱导和增殖的影响。试验结果表 

明。多次继代后的不定芽随着 6-BA浓度的增大，诱导率和 

增殖系数增大。但是，6-BA浓度大于3．0mg／L时，诱导率开 

始下降。6-BA浓度超过 5．0mg／L时，针叶发红，芽衰萎。因 

此 ，细胞分裂素适宜的浓度为2．5~3．5mg／L，最大诱导率 

61％。增殖倍数 2．3(见表 1)。 

表 1 不同浓度 6-BA对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二璺 堡 !： ． ： ： ： ： ： 
诱导率∥％ 33 42 49 61 52 48 47 
增殖倍数 1．3 1．7 1．9 2．3 2．0 1．7 1．7 

注：以上数据培养基为改良 DCR+NAA 0．1mg／L+6一BA 3．0mg／L+ 

3％蔗糖．诱导率和增殖倍数为平均值。 

2．3 细胞生长素的影响 

添加细胞生长素NAA有利于芽的诱导和生长，当6一 

BA的浓度为 3．0mg／L时 ，观察 NAA浓度分别为0mg／L、 

0．03mg／L、0．05mg／L、0．1mg／L、0．2mg／L和 0．3mg／L时 ，丛生 

芽的诱导和生长变化。试验结果表明，没有附加NAA时，不 

仅芽点小。生长缓慢，而且诱导率低。而随着NAA量的增 

加，诱导率先升后降 ，当NAA浓度大于 0．3mg／L，丛生芽基 

部严重愈伤化，影响了芽的分化和生长，因此适宜的NAA 

浓度为0．05~0．2mg／L(见表2)。 

表 2 不同浓度 NAA对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6-BA和NAA对湿地松丛芽的诱导非常重要，尤其是 

初代培养阶段，NAA的协同作用效果明显。考虑到湿地松 

丛生芽增殖困难，本试验研究了IBA对其增殖的影响，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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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为 DCR+6-BA3．0m L+NAA0．1mg／L，附加 0．1 mg／L、 

0．3mg／L、0．5mg／L、1．0mg／L的 IBA，诱导率和增殖有显著的 

提高，结果表明，附加 0．5mg／L的IBA诱导率增加 20％，增 

殖倍数 2．9(见表 3)。 

表 3 不同浓度 mA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2．4 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基本培养 基 DCR+6-BA 3．0mg／L+NAA 0．1mg／L+ 

IBA 0．5mg／L中分别加入 GA 和活性炭 ，均未发现它们对芽 

的伸长有促进作用。 

3 讨论 

(1)首次进行对湿地松幼态组织经多次继代培养后 ，生 

长势明显下降的芽的增殖培养试验。 

(2)细胞分裂素对湿地松丛生芽的诱导最为重要，当外 

植体为幼嫩状态时，要求低浓度水平细胞分裂素，何月秋等 

认为 DCR附加 6-BA 1．0mg／L和 NAA 0．03mg／L有利于初 

代丛生芽的诱导。而在本试验中，对于多次继代的芽 ，需要 

较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促使其分化，诱导水平随 6-BA浓 

度的增大先升后降，适宜的浓度为 2．5~3．5mg／L。 

(3)附加生长素能显著地促进芽的分化和生长，当NAA 

大于 0．3mg／L，基部严重愈伤，生长势下降，适宜的浓度为 

0．05"0．2mg／L。 

(4)附加IBA能显著地提高诱导率和增殖倍数，可能是 

由于 NAA用量高于 0．3mg／L时，丛生芽严重愈伤化 。加入 

IBA弥补了NAA用量受到限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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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页) 表 2 马铃薯新品系随机区组试验特征特性考查结果 

注：茎色中的“绿紫”或“绿褐”一般表示茎杆绿色，但茎基部带有紫色或褐色。 

的晚疫病发病进程较缓慢，仅在收获前才达到上述最高病级。 

3 小结与讨论 

(1)综合产量及薯形 、块茎品质等多方面特征特性而 

言．初步可 以认为 SD28、SD4、SD11、SD20、SD8、SD37、SD2、 

SD42和 SD3等 9个新品系是较有高产潜力的品种类型 ，其 

理论产量达到或超过了发达国家马铃薯生产的平均单产水 

平。其中，SD28植株生长直立、繁茂性强，中晚熟；块茎卵圆 

形，白皮淡黄肉 ，芽眼中等深 ，淀粉含量高，可以作为高产高 

淀粉含量的抗病品种类型作进一步地试验研究或开发； 

SD4、SD11、SD20、SD8和 SD37等，块茎圆形或卵圆形、淀粉 

含量中等偏上、白皮白肉或淡黄肉、芽眼浅，可以考虑作为 

油炸加工品种类型作进一步地评价筛选；而 SD2、SD42和 

SD3等品系，块茎椭圆形或长椭圆形，淀粉含量较高，黄皮 

黄肉或淡黄皮淡黄肉，可以作为菜用鲜食或油炸薯条加工 

的品种类型研究开发。对于另外的SD23、SD5、SD9、SD15、 

SD35等 5个新品系，可以考虑在其他生产季节作进一步地 

评价筛选试验，以了解其在不同季节的产量表现差异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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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等的更详细情况。 

(2)从初步的试验结果来看 ，晚疫病抗病性强 弱与品种 

的产量表现并不完全一致 ，如一些植株表现完全 不发生晚 

疫病的品系 ，其块茎产量结果并不理想；而一些晚疫病最终 

病级达到了9级的品系，其块茎产量却较高。究其原因：这 

些产量表现较高但植株有晚疫病发生的品系，其晚疫病的 

发病进程较缓慢．临近收获时才达到8．5级或 9级的最高病 

级(似有晚疫病水平抗性品系的抗病表现)，对块茎产量的 

形成影响不大。但真正原因，有待开展多年或多点的随机区 

组试验及抗病性鉴定试验等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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