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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植物盐桦离体组织培养特-陛的研究 
梅新娣，张富春 ，王波 

(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新疆生物资源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目的：探讨新疆濒危植物盐桦离体组织培养的特性。方法：从盐桦原生地阿尔泰阿拉哈克盐湖边采摘盐桦休眠实生苗 

上的落叶枝条，待其萌发后分别取带芽嫩茎、嫩茎茎段及嫩叶芽尖三种不同材料接种于启动培养基，比较三种盐桦离体组织的诱 
导分化，继而设计不同激素、不同水平的单因子试验和正交试验，筛选适宜盐桦外植体芽增殖和生根的分化培养基。结果：诱导 
盐桦芽增殖的最佳外植体是带芽嫩茎，盐桦外植体增殖、壮苗最适培养基为 ：Ms+6一BA 1．Omg／L+IBA 0．5mg／L；盐桦外植体生根 

最适培养基为：1／2MS+IBA 0．5mg／L+蔗糖 30g／L+琼脂 7％+暗光处理 3d。结论：本研究筛选获得适宜盐桦芽增殖和生根的最 

佳培养条件，为高效扩繁和保存盐桦种质资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盐桦；组织培养；外植体；芽增殖；生根 
中图分类号：Q8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1X(2006)03—0079—03 

Study on Tissue Culture for Rare Endangered Plant Betula hatophita in Vitro 

MEI Xin—di．ZI~A．NG Fu—C}IUH ，WANG Bo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7，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Fechnology，Xinjiang University， 

Xinjiang Key Laboratory,of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Genetic tS,0neefing，U~umqi 830046) 

Abstract：Objectives：The research aimed to o induce the plant regeneration．For rare endangered plant Baula halophila in Xinjiang．The charac— 
teristics of shoc~t induction．differentiation，propagation and rooting in vitro culhue were sttl出ed．Methods：In tiffs experiment，stems with Hew 

nodes containing axillarv buds．the segments of shoot with bud and leaves of Betlda halophila were taken as explants and cultured n vitro．Re- 

suits：Th e immature stems are good explants for shoot multiplication；the multipllcation medium is MS+6一 BA 1．0mg／L+IBA 0．5mg／L；tI1e 

mediulll for rooting is 1／2MS +IBA O．5mg／L + sucrose 30g／L，after three or seven days in dark．Conclusion：The adventitious shoot culture op— 

timal condition of plant Betu／a ha／oph／／a WSS obtained． 

Key words：Betda halophila；tissue culture；explants；shoot mult~iplication；rooting；lnc~ tlnl 

盐桦是桦木科桦木属植物 ，是原生地已濒临灭绝的小 

乔木树种，仅存于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为新疆特有的濒危 

种，现已很难见到 J，因此对其进行研究保护是当务之急。盐 

桦无性繁殖研究在我国刚刚开始 j，为了高效地扩繁和保存 

盐桦种质资源，有必要建立一套完整、高效而稳定的种苗繁育 

程序，以便于对盐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保护。为此，本文对 

盐桦芽增殖的培养进行了系统研究。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材料 

2002年9月中旬从阿尔泰地区阿拉哈克盐湖边的休眠实 

生苗上采摘盐桦(Betda halophila)的落叶枝条，休眠芽经流水 

冲洗后，在 70％乙醇中浸泡 5min，实验室修剪扦插入水中 。 

待其萌发后取芽尖、茎段作为实验材料 。 

1．1．2 试剂 

实验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植物激素(6一苄氨基嘌呤，6 

一 BA)； 一萘乙酸(NAA)；赤霉酸(G )；4一吲哚丁酸(IBA)； 

吲哚乙酸(IAA)；激动素(KT)；赛苯隆(TDz)；聚乙烯吡咯烷酮 

(PVP40))均购于北京欣经科生物技术公司。 

1 2 方 法 

1．2．1 不同外植体的培养 

剪取盐桦茎段和叶片，先用毛刷蘸洗涤剂溶液轻轻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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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项目：国家科技攻关西部科技行动项目(No．2001B?O01A32)；国家 

“863 项 目(No．2004AA227110—2) 
作者简介：梅新娣(1970一)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植物生物技术 ， 

发表论文 1O余篇， tel：0991—8408882，E—mail：~axj．@126．com； 遗 
讯作者：张富存(1962一)，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物技术， 

Tel：991—8583517，Fax：991—8583517，E—mail：de@xju．edu．etl。 

洗，将刷洗后的茎和叶片段置于烧杯中，用纱布封口后流水冲 

洗 2～3t,。接种前，用 70％酒精浸泡 30s，然后用 0．1％升汞溶 

液灭菌4 6min，之后立 即用无菌水 冲洗 6—10次，最后用剪 

刀、镊子将茎段剪成约 1．5cm左右、叶片沿叶脉剪几个裂 口， 

接种于已灭菌的启动培养基上。30d调查分化率、死亡率及平 

均每个外植体的分化芽数(统计数据为 3次试验结果的平均 

值)，比较三种不同外植体间分化培养的差异 。 

1．2．2 芽增殖培养 

}殳汁不同激素、不同水平的单因子试验和正交试验，每一 

处理重复3次，每次接种 2O个左右茎段，增殖培养 30d后，统 

计盐桦芽增殖系数和芽生物量(统计数据均为 3次试验结果 

的平均值)25,7 3，选出最适宜芽增殖的分化培养基。 

芽增殖系数 =增殖后有效芽数，接种芽数 

芽生物量 =：增殖后试管苗重(g)一增殖前试管苗重(g)的 

差值j／增殖芽数 

1．2．3 生根培养 

根据前面的实验设计三种生根培养基进行试验 ，生根培 

养 20d后 ，统计生根率和生根系数b ，选出最适合的生根培 

养基 
生根率 =(有生根现象的茎段数，接种茎段数)×100％ 

生根系数 =生根条数／有生根现象的茎段数 

1．2．4 培养条件 
实验所采用的基本培养基是 MS培养基，附加各种激素， 

每升培养基加糖30g，琼脂 7g，pH值调为5．8—6．0。组培室温 

度条件为24 26~C，光照度为 2000—30001x，光照时间为 14— 
16h／d／ ·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外植体的培养 

经过初步试验和前人的研究结果，本试验选择的启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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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为：MS+BA 1．0~,／L ，首先进行最佳外植体的筛选(表 

1)。结果表明，用带芽嫩茎作为外植体时，芽分化率最高，平 

均每个外植体分化芽数也最多，死亡率最低。因此确定盐桦 

带芽嫩茎为诱导分化的最佳外植体。 

表 1 不同外植体的分化情况比较 

Table 1 Comp~ son ofdifferentiation ofdifferent explants 

2．2 芽增殖培养 

2．2．1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芽增殖的影响 

根据预备试验，把 NAA固定在 0．2mCL浓度条件下，研究 

细胞分裂素不同种类及浓度对增殖的影响(表 2)。方差分析 

结果(表3)显示：细胞分裂素不同种类问对增殖系数和生物量 

有显著差异。Q一检验(表 4)显示：对增殖系数而言，TDZ对 

增殖系数的影响优于 6一BA和 KT，其中 TDZ 1．0raCE对增殖 

系数的影响最为有利。但对芽生物量而言，细胞分裂素 KT对 

增殖的影响优于 6一BA和TDZ，其中 KT 0．2—1．0mg／L对芽生 

物量的影响最为有利。综合增殖系数和生物量看，最佳细胞 

分裂素种类为 6一BA。 

表 2 细胞分裂素不同种类及浓度对芽增殖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cytokinin kinds and d／fferent cytokinin 

concentration 01q multiplication 

表3 细胞分裂素的方差分析 

Table 3 Variance analysis of cytokinin 

表4 细胞分裂素的多重比较 

Table 4 Q—testof cytokinin 

2．2．2 不同生长素对芽增殖的影响 

在前面试验的基础上，把 6一BA固定在 1．0raCE浓度条 

件下，研究生长素不同种类及浓度对增殖的影响(表 5)。 

表5 生长素不同种类及浓度对芽增殖的影响 

Table 5 Eff ect of an~dn kinds and different anxin 

concentration on multiplication 

表6 生长素的方差分析 

Table 6 Variance analysis of auxin 

表 7 生长素的多重比较 

Table 7 Q—tea of awdn 

方差分析(表 6)和 Q检验(表 7)结果表明：生长素不同水 

平问对增殖系数和芽生物量有显著差异，而生长素不同种类 

问差异不显著，综合增殖系数和生物量看，最佳生长素种类为 

IBA。当 IBA 0．2mg／L对增殖系数影响最为有利；IBA 2．0mg／L 

对芽生物量影响最为有利。 

2．2．3 不同激素配比对芽增殖的影响 

在前面两次试验的基础上，选择 6一BA和 IBA进行 2因 

子 4水平的正交试验(表 8)。方差分析结果(表 9)和 A×B各 

组合的 Q检验表明，激素不同种类和浓度间均差异不显著，二 

类激素的交互作用显著。当细胞分裂素 6一BA 1．0raCE、生长 

素 IBA 0．5raCE或 IBA 2．Omg／L对结果影响最为有利，进一步 

验证了以上结果。考虑到节省成本的缘故 ，最佳的增殖培养 

培养基配方定为：MS +6一BA 1．Onc／L+IBA 0．5mg／L。 

2．3 生根培养 

根据前人经验，选取三种生根培养基进行实验 J，每一处 

理接种 50个茎段，20d后统计结果(表 10)。 

M2：MS+NAA 0．2mg／L+蔗糖 10 L+琼脂 7％。 

M3：1／2MS +IBA 0．5mg／L+蔗糖 30g／L+琼脂7％+暗光处 

理 3d。 

M4：Ms+I从 0．2mg／L+夏蔓糖 30 L+萄 脂 7％。 

由表 10、表 11的结果表明：M4虽生根率较高，但生根系 

数较低，根稀少而长，茎节短、粗，茎基部无愈伤组织形成，有 

利于移栽后的成活；M2生根系数上升，但生根率下降，根稀少 

而长，茎节高大、粗壮，叶片大、薄、绿，茎基部无愈伤组织形 

成，有利于移栽后的成活；m 虽然生根率不是最高，但生根系 

数最高，根短、粗、须根多，且无愈伤组织形成，也有利于移栽 

后的成活。因此，生根培养基的最佳配方应为：M3：I／2MS + 

IBA 0．5mg／L+蔗糖 30∥L+琼脂 7％ +暗光处理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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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增殖培养基对芽增殖的影响 

T Il1lr 8 Comparison oi、arious propagation m(xliums 

表 9 增殖培养的方差分析 

Table 9 Variance ana1)sis of various propagation media 

图1分化培养基上的嫩芽分化出丛生芽后单生芽 

N2 M3芽在生根培养基上生根 N3 M3芽在生根培养基上生根 

V()1．16，No．3：8l 

Jun．2006 

表 l0 不同生根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 

T~d)lc 1 0 Compafis<)n of、arious n~ting mediums 

表 l】 生根培养基的方差分析结果 

l'~d)lc l】 Variance an~dysis of、aft(ms rooting mediunrs 

3 讨论 
3．J 适宜盐桦 离体培养的最适外植体和培养基 

通 ：盐伴离体培养的最适外棉体为带芽嫩茎，增殖的最 

培养聃为：Ms+6一BA 1．0m L+IBA 0．5rag／L； 卜根培养琏 ： 

l／2MS+IB 、0．5mg／L+蔗糖 30g／L+琼脂 7％+暗光处理 3(1 

3．2 Krnlal·等 (1972)认为 ： 组织培养中，通过器官发 卜途 

T}ff，I 悄株的 本方式有 -：,Ph，一是先分化芽，待芽伸长 

后 J L幼 部长根，形成完整值株 这种方式在母本植物 

培养 ft较为酱遍；二是先分化根，再在根 E产生芽 形成 

完祭似株； 足愈伤组织的不同部化分别形成根和芽，然后一 

的维管 织 口连接形成完整植株。本实验的结果符合第 
一 刊l情况，即 盐桦芽增殖分化培养 ·}1先分化芽，待芽伸长 

J e幼拳坫郎长根，形成完整值株 木研究发现： 盐桦的 

增 培养cf1．产 愈伤组织很少，盐桦足以腋芽形成 q 芽的 

办式进 增馆的j这一增殖途径埘保证盐桦组培苗遗传性状 

稳定较为有 利 盐桦离体培养过程 中，芽增殖 系数高达 

1．773． 均乍物旨口J达3．49g，试管苗生长健壮，生根率高达 

96c／~，能较好地满足离体快繁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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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桦无菌材料的成功获得及其试管苗移栽定植成活的方法 

嚣 蔷黧 旁 N以新~疆濒83危o04植6物)盐桦 
当年 淼 蒋 畿 雾 筹 檗雾 橥 ’ 橥 
、光 水鬈 燃 嚣： }] 专 ?节 升95求％7以N13 5 95 r ? 簇 率为 

．
3％一盐桦组培试管 移裁定植中，以4月lf】，j]～ 月t}，，1J成 半较 ， ’均成7占 军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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