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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石楠组培增殖技术研究 

朱志国，黄承钧，陶陶，郭丽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农学园艺系，安徽芜湖24l00o) 

摘要 对红叶石楠茎段增殖培养的研究结果表明：1．0Ⅱ L6-BA+0．5mg／LNAA对红叶石楠增殖效果最佳；不同琼脂浓度、pH值及光照 
强度对其增殖都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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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石楠(photinia×fraseri)是蔷薇科石楠属杂交种的 

统称，也被称为蔷薇科石楠属的栽培品种群。为常绿阔叶小 

乔木或多枝丛生灌木，其叶片红色，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在 

园林绿化上的应用广泛。笔者以红叶石楠茎段为主要试材， 

研究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及其浓度、琼脂用量、pH值及光照 

强度等对红叶石楠茎段增殖的影响，旨在研究发现茎段增殖 

的最佳培养方法，为红叶石楠的规模化育苗提供有效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取红叶石楠当年抽生枝条，按常规方法消毒后 

切成带 1 2个腋芽的茎段。 

1．2 方法 

1．2．1 不同激素组合试验。基本培养基为MS，同时加入30 

g蔗糖，NAA浓度设 0．5、1．0、1．5,2．0 mg／L，添加 6 BA 0．5、 

1．0、1．5、2．0mg／L，每个处理 30瓶。光照时间 12 h／d，温度25 

℃，50 d后统计结果，计算增殖系数。增殖系数 =增殖丛生 

芽总数／增殖外植体数。 

1．2．2 琼脂加量试验。基本培养基为Ms，加入30 g蔗糖，设 

液体培养基，添加 0．2％、0．4％、0．6％和0．8％琼脂培养基。 

每处理接入外植体 30个，放在25℃环境条件下，光照 12 14 

h／d，50 d后统计芽增殖数和植株高度。 

1．2．3 培养基 pH值试验。培养基灭菌前，pH值分别设为 

5．0、5．5,6．0、6．5。每处理15瓶，选用MS基本培养基，添加蔗糖 

30g，在25℃条件下，光照 12—14h／d，50 d后统计结果，并计算 

增殖系数，增殖系数=外植体增殖总数／接种外植体数。 

1．2．4 光照试验。选用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蔗糖 30 g， 

光照强度设自然光 1 000、1 500、2000lx，日光灯 1 500、2000、 

2 500 lx，每处理接 入外植体 30个。25℃条件下，光照 

12 h／d，培养时间50 d，计算增殖系数。增殖系数同1．2．1。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组合对红叶石楠增殖的影响(表 1) 不同激 

素组合对红叶石楠增殖影响有明显差异。以6-BA0．5 1．0 

mg／L较好，诱导形成的丛生芽较多，芽健壮，增殖系数增 

加；随6。BA浓度的增加，外植体被诱导形成的芽数反而减 

少，增殖系数下降。NAA浓度 0．5—1．0 mg／L增殖效果较 

好，大：于1．0mg／L时增殖系数下降。 

2．2 不同琼脂量对红叶石楠增殖的影响(表 2) 琼脂量直 

接影响红叶石楠芽器官的形成和植株高度。随着琼脂量的 

增加，形成的芽的个数和植株的高度减少。但如果不加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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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完全利用液体培养基，由于外植体浸没于其中，形成的 

芽器官不多，植株生长速度较快，植株的高度较高。因此， 

在生产中利用近似流体态的0．2％琼脂培养基效果较好。 

表 l 不同激素组合对红叶石楠增殖的影响 

液体培养基 

0．2％琼脂培养基 

0．4％琼脂培养基 

0．6％琼脂培养基 

0．8％琼脂培养基 

30 

30 

30 

30 

30 

5．43 

6．48 

5．67 

5．20 

4．36 

4．83 

4．62 

3．98 

2．76 

2．45 

2．3 不同pH值对红叶石楠增殖的影响(表 3) 培养基 pH 

值 6．0时效果最好，芽数量多，苗生长健壮；pH值 6．5次~；pI-I 

值5．O效果较差，形成芽数量较少，增殖系数低，苗纤细。 

表3 不同pH值对红叶石楠增殖的影响 

2．4 光照对红叶石楠增殖的影响(表4) 不同光照强度对 

红叶石楠增殖情况有明显差异，光照过强对继代增殖不利， 

叶片颜色变黄；光照过弱，叶片细长，植株生长纤细。光照 

强度 1 500lx，红叶石楠增殖效果较好，叶片较大，颜色浓绿， 

植株生长健壮。光质对红叶石楠影响不大，在自然光 1 500 

lx或日光灯 1 500 lx下均生长良好，但以自然光为好，其芽 

增殖系数、苗高度和植株生长状况都优于相同光强 日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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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抑制氧化固醇与 LXRs的结合而抑制 LXRs的作用。最 

近，YosbSkawa等发现脂肪酸实际上是抑制了LXRs／ (RQ异 

源二聚体与lYdtE的结合过程，从而降低了靶基因的启动子 

活性。 

3 结语 

众所周知，多不饱和脂肪酸具有双重的生理作用，一方 

面可作为机体的能量来源和结构组成成分；另一方面，多不 

饱和脂肪酸还可通过改变基因表达而改变机体的代谢状况。 

因此，多不饱和脂肪酸影响着动物体的多种生理功能，在动 

物的正常生长和健康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尽管 

目前关于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基因表达的影响已有许多报道， 

其作用机制方面也有较多研究，但其作用机制方面尚有许多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脂肪酸的结构与基因表达的 

关系；脂肪酸影响的转录因子和具体过程以及在同一细胞中 

存在的不同的脂肪酸调节途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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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植株。 

表4 光照对红叶石楠增殖的影响 

3 小结 

(1)采用固体培养基对红叶石楠增殖时，1．0 mg／L 6-BA 

+0．5 L NAA对其增殖效果最好。 

(2)红叶石楠继代增殖过程中利用低浓度的琼脂有利 

于芽器官的形成和植株的生长。 

(3)不同pH值培养基影响苗生长状况，对增殖具有一 

定影响，采用 pH值 6．0效果最佳。 

(4)自然光 1 500 lx对红叶石楠的增殖和生长状况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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