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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笃斯越桔去叶带芽嫩茎为试验材料 ,对长白山笃斯越桔组培繁殖育苗技术进行 了研究 。结果 表

明 ,笃 斯越 桔的 外植 体诱 导丛 生芽 的最 佳培 养基 配方 为 WPM + 2ip310 mg·L - 1
,分化率可达 73% ;最佳继

代培养基配方为 WPM + 2ip1510 mg·L - 1
+ NAA012 mg·L - 1

,增殖系数达 712倍 ;最佳生根培养基配方为1Π4

MS+ IBA0110 mg·L - 1 ,生根率达 97%以上 。生根小植株 在阔叶腐 殖土上 ,经温 室炼苗 45 d ,圃地移 栽成

活率可达 8517%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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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eedling techniques of ti ssue culture to Vacci nium ul igi nosum distributing in Changbai Mountain were

studied , which taking the defol iati ng youngbranchwi th buds as trial material s1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best medium

formula for inducing shoot clusters by explants was WPM + 2ip310 mg·L - 1
wi th differentiation rate of 73 %; best

formulaof subculture medium wasWPM + 2ip1510 mg1L - 1
+ NAA012mg·L - 1

, thepropagationcoefficient reached

712 times; the best formula for the rooting medium was 1Π4MS+ IBA0110 mg·L - 1with rooting rate of over 97%1
After 45d greenhouse acclimatization in broad - leaved humus, transplanted survival rate of the rooting plantlets in

nursery was up to 8517 %above1
Key words:Vaccinium ul igi nosum ; propagation by ti ssue culture; seedling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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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笃斯越 桔 ( Vaccinium uliginosum L1 ) ,又名

甸果、地果 、笃斯 ,为杜鹃花科越桔属灌木 ,自然

分布于 我国 东北 的大 、小 兴安 岭及 长白 山林

区
[1 ]

。在长白山区其垂直分布于海拔 700 m以

上的泥碳藓沼泽草甸中 ,与苔草 、落叶松 、油桦、

细叶杜香 、越桔、蔓越桔等植物种混生 ,成片集

中分布呈大群落
[ 2 ,3 ]

。由于野生笃斯越桔蕴藏

量大 ,分布集中 ,便于采集利用 ,商业开发价值

很高 。每当采收果实季节 ,大量客商涌入长白

山抢购 ,由于利益驱使 ,人们在采摘果实时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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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树体 ,掠夺式采集 ,给这一资源带来毁灭性灾

难 ,自然资源量正逐年下降 。为保护和合理开

发这一珍稀植物资源 ,抚松县已启动了大面积

地对笃斯越桔天然群落进行封禁 、人工恢复和

人工栽培工作。

生产实践发现 ,采用笃斯越桔实生苗进行

人工栽培的最大障碍是单位面积产量低 ,选育

高产品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自然群落

中 ,笃斯越桔浆果类型变异多 ,通过选种有提高

品质的可能性
[3 ]

。笔者从 2000 年起就在笃 斯

越桔天然群落中进行丰产单株的选择及评比测

定工作 ,目前已 初步选 择出 13 个 丰产结 实单

株 ,这为人工栽培及今后进一步的杂交育种奠

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为能在短期内大量繁殖

这些丰产优良单株 ,从 2005 年 6 月起又开展了

笃斯越桔组培繁殖育苗技术的研究工作 。经近

2 a 的大量试验研究 ,解决了笃斯越桔组培繁殖

育苗的难题 。

1 材料与方法

111试验材料

于 6 月份从入选的优良个体上采集当年生

嫩枝 ,用苔藓包裹 ,带回试验室备用。

112 试验方法

11211 材料处理

将带回试验室的嫩茎去除叶子 ,用洗洁精

水溶液浸泡 20 min 后 ,然后用自来水流水冲洗

15 min ,再 将其 放入 超净 工作 台内 ,用 011 %的

升汞液浸泡 2 min ,并不断搅动 ,再用无菌水漂

洗 5次 ,用无菌滤纸吸干材料表面水分 ,最后将

茎条切分为 110 cm左右长的带芽茎段 ,接种。

11212 培养基配方及培养条件

在初始培养阶段 ,选取 MS、WPM 为基本培

养基 ,附加不同含量的细胞分裂素 6 - BA、KT、

2ip 及生长素 NAA 、IBA ;在继代增殖阶段 ,选取

WPM 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不同含量的细胞分裂

素6 - BA 、KT、2ip 及 生长素 NAA、IBA ;在诱导

生根阶段 ,选取 MS、1Π2MS、1Π4MS、WPM 为基本

培养基 ,附加不同含量的生长素 NAA 、IBA。

上述培养基中均含有 3 %的蔗糖 、pH512～

518。高压灭菌 20～25 min ,培养室温度 22 ℃～

25 ℃,光周期16hΠ8h ,光照强度1 200～1 500Lx ,

湿度 60 %～70%。

表 1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外植体的分化效果

基本培养基种类 分化速率Πd 分化率Π% 生长状况

MS 36 19 愈伤组织诱导率较分化率高 ,诱导出的嫩茎细弱 ,丛生芽分化少

WPM 28 73 嫩 茎细 弱 ,丛生芽分化多

2 结果与分析

211无菌培养的建立

比较试验发现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笃斯越

桔外植体 诱导分化速 度反应明显 不同 。WPM

培养基较 MS培养基更适合笃斯越桔丛生芽的

诱导 ,MS培养基有诱导外植体更易分化出愈伤

组织的倾向 ;不同激素组合方面 ,以单独的细胞

分裂素 2ip 可诱导分化 ,2ip 与 2 种生长素的多

种含 量组 合 ,诱导分化效果不如单独的 2ip 理

想 ;单独的细胞分裂素 6 - BA 或 KT 均未使腋

芽分化 ,其与 2 种生长素的多种含量组合也未

使腋芽分化 ,结果见表 1、表 2。从表中不难看

出 ,诱导笃斯越桔的外植体诱导丛生芽的最佳

培养基配方为 W M + 31 ·L 。

212 继代与增殖

继代与增殖的主要目的是在无菌培养建立

后大量扩繁丛生芽 。比较试验发现 ,不同激素

及含量组合 ,对诱导分化丛生芽的效果明显不

同 ,要达到无菌培养建立时的茎条粗度 ,培养基

中细 胞 分裂 素 2ip 的 含量 直 线上 升 ,当 达到

1510 mg·L
- 1

时 ,才能获得满意效果 ;要保证继

代丛生茎条旺盛生长 ,生长素是必需的 ,试验结

果见表 3。从表 3 中不难看出 ,笃斯越桔最佳

继代培养 基配 方为 WPM + 2ip1510 mg·L
- 1

+

NAA012 mg·L - 1 ,增殖系数达712 倍 。

213 生根培养

比较试验发现 ,笃斯越桔组培茎条生根状

况与基本培养基、茎条质量 、生长素种类及质量

浓度密切相关 。基本培 养基 以 ΠMS最 为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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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茎条以中下部材料生根率高 ,不同生长素种

类及质量浓度生根效果差异明显 ,试验结果见

表 4。对试验结果经比较认定 ,笃斯越桔组培

生根 最佳培养基 配方为 1Π4MS+ IBA0110 mg·

L
- 1
,生根率达 97 %以上 。

214试管苗练苗及移栽

将已生根并达到移栽要求的培养瓶瓶口打

开 ,在培养架上继续培养 4 d ,取出试管苗于常

温水中 ,小心去除粘附于小植株根系上的培养

基 ,移栽至过细筛 、经灭菌处理并装入穴盘的阔

叶腐殖土上 ;将穴盘置于有遮阳网的温室中 ,并

在穴盘上做拱型架 、覆盖地膜以保湿 ,15 d 后去

掉地膜 ,30 d后去掉温室遮阳网 ,45 d 后即可移

栽至苗圃地中。经多次试验 ,移栽成活率可达

8517 %以上 。

表 2 不同含量的激素组合对外植体的分化效果

激素含量与配比Πmg·L - 1 诱导分化速率Πd 诱导丛生芽数量Π个 生长状况

2ip110 33～41 3～5 茎条细弱 ,叶红

2ip310 32～39 6～9 茎条较为粗壮 ,叶红绿

2ip510 28～37 6～7 茎条较为粗壮 ,叶红绿
2ip110 +NAA011 33～52 2～4 茎条细弱 ,叶红

2ip310 +NAA011 34～48 3～5 茎条细弱 ,叶红
2ip510 +NAA011 30～46 3～6 茎条细弱 ,叶红

2ip110+ IBA011 36～59 1～3 茎条细弱 ,叶红
2ip310+ IBA011 35～54 2～4 茎条细弱 ,叶红

2ip510+ IBA011 32～44 2～4 茎条细弱 ,叶红

表 3 不同水平激素含量对继代增殖的影响

激素水平组合Πmg·L - 1 增殖倍数 40 d平均苗高Πcm

2ip310 214 茎条细弱 ,高 013～116 cm ,基部组织黑色

2ip510 218 茎条细弱 ,高 015～118 cm ,基部组织黑色

2ip1010 311 茎条细弱 ,高 016～211 cm ,基部组织黑色
2ip1510 415 茎条 较粗 壮 ,高 017～215 cm,基部组织黑色

2ip2010 415 茎条 较粗 壮 ,高 016～215 cm,基部组织黑色
2ip1510 +NAA011 516 茎条 较粗 壮 ,高 018～219 cm,基部组织绿色

2ip1510 +NAA012 712 茎条 较粗 壮 ,高 110～315 cm,基部组织绿色
2ip2010 +NAA012 613 茎条 较粗 壮 ,高 015～311 cm,基部组织绿色

2ip1510+ IBA011 412 茎条 较粗 壮 ,高 017～213 cm,基部组织黑色
2ip1510+ IBA012 418 茎条 较粗 壮 ,高 019～214 cm,基部组织黑色

表 4 不同 含量 生长 素对 生根 的影 响

生长素种类 含量 平均 每株 生根 数Π个 平均根长Πcm 生根率Π%

NAA 0105 114 116 7919

0110 216 119 8513
0120 213 212 8415
0150 215 118 8212

IBA 0105 318 211 8816
0110 617 213 9717
0120 419 211 9311
15 13 15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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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311在笃 斯 越 桔组 培 无 菌培 养 建 立 时期 ,以

WPM+ 2ip310 mg·L
- 1

组合的培 养基诱导外 植

体分化效果最佳 ,在 28 d 时间里 ,分化率可 达

73 %。

312在笃斯越桔组培继 代与 增殖 时期 ,以 WPM

+2ip1510 mg·L - 1
+ NAA012 mg·L

- 1
组合的培养

基继代效果最佳 ,增殖系数达到 712 倍。

313 在 笃 斯 越 桔 组 培 生 根 时 期 , 以 1Π4MS +

IBA0110 mg·L
- 1

组合的培养基生根效果最佳 ,

生根率可达 9717 %。将根 系完好 的小植株 移

栽至阔叶腐殖土上 ,在温室中炼苗 45 d 即可移

栽到圃地中 ,移栽成活率可达 8517 %以上 。

314在组培试验中发现细胞分裂素可促进外植

体腋芽的快速形成 ,从而使嫩茎获得增殖 ,这是

快繁的一个重要途径
[ 4]

。本试验发现笃斯越桔

也遵循这一规律 ,只是对细胞分裂素要求特殊

和较高而已。比较发现 ,本试验所选择的培养

基配方繁殖速率较快 ,繁殖系数较高 ,遗传性状

稳定 ,适合于产业化繁殖育苗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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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生长素组合对紫叶稠李生根的影响

NAAΠmg·L - 1
IBAΠmg·L - 1 接种植株数 生根植株数 生根率Π%

0100 0100 50 34 68

0100 0110 50 42 84

0100 0150 50 50 100

0110 0100 50 35 70

0110 0110 50 31 62

0110 0150 50 41 82

0150 0100 50 28 56

0150 0110 50 36 72

0150 0150 50 30 60

1100 0100 50 19 38

1100 0110 50 22 44

1100 0150 50 15 30

3 结论

在紫叶稠 李 组织培 养 过程 中 ,6 - BA 与

NAA 的配 比对 外植 体的 诱导 具有 显著 影响 。

在初代 培养 阶段 ,MS + 6 - BA0160 mg·L
- 1

+

NAA0105 mg·L - 1 培养基对外植 体的脱分化 效

果最好 ,分化率达到 100100 %。在继代增殖培

养阶段 ,MS+ 6 - BA0150 mg·L
- 1

+NAA0105 mg
·L

- 1
+ GA30150 mg·L

- 1
培养基的增殖倍数 最

高 ,达到 8117 倍 ,且 苗芽生长健壮 。在生 根培

养时 ,1Π2MS+ IBA0150 mg·L - 1培养基的生根效

果最 好 ,生根率达到 %,且苗 形美观 ,色 泽

深绿 ,移栽后生长旺盛 。在移栽阶段 ,在蛭石 +

草炭土(体积比为 1 :1)基质中 ,移栽 30 d 后平

均苗高为 1213 cm ,有利于试管苗移栽的成活与

后期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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