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卷 第 1期 

2006年 2月 

中 南 林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FORESTRY UNIVERSITY 

VoI．26 No．1 

Feb．2006 

[文章编号]1000—2502(2006)01—0066—03 

翠冠梨茎段组织培养的研究 

何志祥，曾艳玲，谭晓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经济林育种与栽培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 以翠冠梨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研究，筛选出了较为适合该品种离体繁殖的基本培养墓为l／2Ms，井通过无芽茎 

段培养获得了愈伤组织．通过有芽茎段培养获得了无菌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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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issue Culture of Cuiguan Pear Stems and Leaves 

HE Zhi—xiang，ZENG Yan—ling，TAN Xiao—feng 

(Key Lab．of Non—wood Forest Product of Forestry Ministry。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Technology。Changsha 410004，Hunan，China) 

Abstract l Using the stems of Cuiguan pear as tissue culture materials．we screened out the basic medium which adapts to the tissue 

culture of Cuiguan pear stems．This mediun is 1／2MS．Moreover．we obtained some fine calli by culturing the stems without bud and 

gsined some aseptic seedlings in the sam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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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冠梨是我国南方重要早熟优质高产梨品种．该品种果形圆正，果皮细薄，色泽漂亮，果肉白色，细嫩松脆， 

无渣，汁多味甜；含可溶性固形物 12．5 ～13．5 0A；果心较小，其风味超过日本品种“幸水”；且耐贮运，是符合 

出口标准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的优良品种．梨及转基因育种国内外均有成功报道[1~le]，但翠冠梨的组织培 

养研究 尚未见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本实验采用的外植体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梨资源圃提供的翠冠梨树茎段． 

1．2 方 法 

将采集的新鲜翠冠枝条用饱和的洗衣粉水清洗干净，在自来水下冲洗 3～4 h，去掉叶片，将枝条剪成 8 cm 

左右长短，用蒸馏水冲洗 2次后在超净工作台上进行常规消毒，70 的酒精浸泡 30 S，不断地摇动以便充分杀 

菌．倒掉酒精，加入 0．1 的升汞溶液和 1滴吐温 80浸泡 8 rain，倒掉升汞溶液，用无菌水摇洗 3～5次，每次摇 

洗不得少于 1 min．切取带芽茎段长约 2～3 cm，基部切成斜面，插入已灭菌培养基中培养；无芽茎段则纵切去 

表皮后平铺接种于培养基上．每种培养基接种 6～10瓶，每瓶接种 2～3个茎段．本实验进行茎段培养所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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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培养基主要是 1／2MS、WPM、AS，宴验设计见表 1． 

所用培养基调pH值 5．8，激素均在高压灭菌前加入，高压灭菌条件为 121℃保持 20 min．培养条件为光照 

强度为2000 lx，日光灯光源，温度为(25i2)’C，光照时间 14 h·d～，25 d更换 1次培养基．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翠冠梨茎段培养基本 

培养基的筛选 

将外植体接种到培养基 

表 1 茎段培养基本培养基筛选方案 

Table 1 The basic medium screening scheme of stem culture 

上，1周后观察．有芽茎段有 1枝切El处出现少量的黄绿色愈伤组织，无芽茎段还没有明显变化，但部分开始褐 

化．15 d后观察，有芽茎段萌发较好，有的出芽约高0．8 CIT1，出真叶，但还未完全展开(见图1)；部分无芽茎段表 

皮变粗糙，两端出现黄绿色愈伤组织(见图2)．30 d后观察，有芽茎段新芽生长良好(见图 3)，但是无芽茎段愈 

伤组织未见分化． 

圉 1 翠冠梨有芽茎段出芽 图 2 翠冠梨无芽茎段愈伤 

Fig．1 The stem with bud of Fig．2 The stem without bud of 

Cuiguan pear budding Cuiguan pear callus 

接种 30 d后综合统计出芽绿率和再生率，如表 2所示． 

由表 2可知，翠冠梨茎 段组 织培 

养在激索水 平为 6一BA2．0 mg·1 

和 IBA0．2 mg·I -1的情况 下，选 取 

1／2MS为基本培养基可以获得高于 

以 WPM 或 AS为基本培养基 的外植 

体再生率． 

圉 3 翠冠梨有芽茎段无菌新苗 

Fig．3 The stem with bud of Cuiguan 

pear new asepsis seedling 

表 2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茎段培养再生的影晌 

Table 2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basic medium for stem culture 

2．2 翠冠梨有芽茎段与无芽茎段培养的差异 

为了区别有芽茎段与无芽茎段组织培养不同要求，本实验在综合统计分析的情况下，还对它们在不同培养 

基中的不同生长表现进行了观察分析(如表 3和表4)． 

表 3 有芽茎段在不同培养基中的生长表现 

Table 3 The different growing representati0n of stem with bud in different medium 

由表 2、3可以看出，有芽茎段倾向于直接出芽，可以省略诱导愈伤阶段．而无芽茎段培养则必须先进行愈 

伤诱导，就本研究所选用的 3种基本培养基而言，AS较适合无芽茎段的愈伤诱导，愈伤组织较健康，但是需要 
’ 

另外寻找适合的分化培养基．另外，该培养基组合诱导愈伤组织的得率偏低，仅 25％，因此需要就激索配比进 

行优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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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无芽茎段在不同培养基中的生长表现 

Table 4 The different growing representation of stem without bud in different medium 

3 讨 论 

在翠冠梨茎段组织培养中，有芽茎段和无芽茎段具有不同的再生方式，需要不同的培养条件．芽是植物体 

生长的中心，同时也是植物体合成生长素的重要场所．有芽茎段和无芽茎段在生理生化状况，尤其是在内源激 

素的水平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决定其具有各 自不同的离体培养表现．虽然有芽茎段容易直接出芽再生，但 

是很难获得较高的增殖倍数，而无芽茎段培养则必须寻找合适的芽分化培养基． 

一 般认为矿物元素浓度较高有利于茎叶生长，而较低时有利于生根．本实验选用的培养基为中盐或低盐型培 

养基，均获得了一定的再生频率，但是不同的培养基再生情况有明显的差别．在激素水平为 6--BA2．0 mg·L 

和IBA0．2 rng·LI1的情况下，选取 1／2MS为基本培养基培养外植体获得了高于以AS和 WPM 为基本培养基 

培养外植体的不定芽再生率．相对于WPM 培养基而言，1／2MS和AS培养基的显著特点是硝态氮含量较高，大 

约是 WPM 培养基的4倍．硝态氮含量的不同是否是影响翠冠梨茎段培养再生的制约因子尚待进一步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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