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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变毛白杨组织培养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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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连民族学院 民族地区生物资源与环境研究所，辽宁大连 1 16600) 

摘要：以芽变毛白杨幼嫩枝条为外植体进行愈伤组织和茎段组织培养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芽变毛白杨诱导 

愈伤组织培养基为：Ms+6一BA 2．0 4．0 mg／L+2，4一D 1．5—2．0 mg／L+NAA 0．25 mg／L+KT 2．0 4．0 mg／L+ 

3％蔗糖，愈伤组织分化芽培养基为Ms+6一BA 0．5 mg／L+NAA 0．5 mg／L+KT 2．0 mg／L+3％蔗糖时，培养效 

果好。茎段培养时，适宜无根苗生长的培养基为Ms+6一BA 0．5 mg／L+NAA 0．1 mg／L+3％蔗糖，生根诱导适 

宜的培养基为1／2MS+IBA0．5—1．0 mg／L+1．5％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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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study on mutant Populus tomentosa in tissue culture 

ZUO Yong-zhong。，CUI Bao-lu ，LI Kun．xia ，LI Sbuai—y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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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ioengineering College ofDalian[，， ，Dali~ 11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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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duction of callus and stems of the mutant Pop tomen／osa was studied
．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e mO~llm for 

callus induction was MS+6一BA 2，0—4．0 me4L+2，4一D 1，5—2．0 me4L+NAA 0．25 me4L+Kr 2．0 me／L+3％ SU· 

croae；the best differentiation medium was MS+6一BA 0。5 rn L+NAA 0。5 ms／L+KT 0。5 mg／L+3％ sucrose；the best 

medium for stem was MS+6一BA 0．5 ms／t +NAA O．5 mg／L+KT2．0 ms／L+3％ suclv,se；the medium f0d rooting indue- 

tionwas 1／2MS+IBA 0．5～1．0“ L+1．5％ sucrose． 

Key words：the，rm of脚 以珊 m删 ；explants；tissue culture 

毛白杨易生根芽变品种是以易生根的大官杨作 

砧木，进行毛白杨一条鞭芽接时，由接口处的突变芽 

发育成的嵌合体单株。它的硬枝扦插芽萌动早、生 

根容易，成活率高，克服了毛白杨硬枝扦插不易成活 

这一缺点⋯，对其快速繁殖加大推广力度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芽变毛白杨品种虽容易生根，但扦插 

繁殖的速度远远不及组织培养l-2]。为此，本文对芽 

变毛白杨进行了组织培养试验的研究。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供试材料为芽变毛白杨，采集当年生枝条中上 

部半木质化新梢，截取茎段，作为外植体。用洗衣粉 

水进行洗刷，然后清水洗净，在超净工作台内用 

0．1％次氯酸钠和0．1％升汞各处理 10 min。最后用 

无菌水冲洗3遍。培养条件为温度(25±2)℃，光照 

强度2 000 lx，每日光照 12 h。 

2．1 试验设计和培养过程 

2．1．1 愈伤组织诱导及分化 诱导愈伤组织时将 

准备好的梢段截成0．5 13m的小段放在培养基上培 

养。本试验采用MS培养基，附加 KT、6一BA、2，4一 

D、NAA等4种不同浓度的激素，按正交试验设计， 

因素水平见表1，按正交表I．q(3 )设计4列不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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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配比 。9种试验处理见表4。 

表1 诱导愈伤组织因素水平 mg·L-1 

Table 1 Factor level of callus induction 

1．0 

1．5 

2．O 

1．0 

2．O 

4．O 

1．O 

1．5 

2．O 

0．25 

O．5 

0．75 

2．1．2 愈伤组织分化芽 采用 MS培养基，附加 6 

一 BA，NAA，KT等3种不同浓度的激素，正交试验设 

计因素水平见表2，按正交表 (3。)设计3列不同浓 

度的试验配比。9种试验处理见表5。 

表2 愈伤组织分化芽因素水平 lllg·LI1 

e 2 Factor leveI for shoot differentiation of callus 

2．2 茎段培养 

消毒后的嫩枝条截成长0．6—1．0 cm带腋芽的 

茎段接种到培养基上。本试验采用 MS培养基，附 

加6一BA、IBA，两种不同浓度的激素的随机试验配 

比，4种培养基两种激素的正交试验设计因素水平 

见表3。9种试验处理见表6。 

表3 茎段繁殖培养因素水平 mg·L 

Table 3 Factor level of stems cultivation mt~lun 

2．3 生根培养 

无根试管苗长到高 3 cm以上时，截成 1．5～2 

cm 长的苗段，每段带 1～2片小叶，接在生根培养基 

上培养。本试验采用 1／2MS培养基，附加 IBA 3种 

浓度进行对比，3种培养基为①1／2MS+IBA 0．25 

mg／C+1．5％蔗糖；②1／2MS+IBA 0．5 mg／C+1．5％ 

蔗糖；③1／2MS+IBA 1．0 mg]L+1．5％蔗糖。 

3 结果与分析 

3．1 愈伤组织的诱导 

芽变苗茎段接种 8 d后，形成了明 的愈伤组 

织，依培养基中的激素浓度配比不同，愈伤组织的结 

构、大小、颜色各不相同，16 d时分别对各愈伤组织 

的直径进行了测量，不同处理的愈伤组织平均直径 

测量结果见表4。由表中尺值大小可以看出不同因 

素的影响力：6一BA>2，4一D> AA>KT，6一BA和 

2，4一D的 R值远远大于 NAA和 KT。因此，影响芽 

变毛白杨愈伤组织形成和生长的主要因素是6一BA 

和2，4一D。从 均不同水平分析，6一BA以2和3 

水平、2，4一D以2和3水平、NAA以 1水平、KT以3 

水平T值较大，表明不同因素水平的最适宜组合为： 

6一BA 2．0 mg／L+2，4一D 2．0 nl L+NAA O．25 n ；，L 

+KT 2．0 m L。本试验的5号处理与这种组合近乎 
— — 致，为6一BA 2．0 m L+2，4一D 2．0 mg／L+NAA 

O．25 m I +KT 1．5 rl L，其结果愈伤组织生长较 

快，16 d直径达O．7 cm。不同因素最佳组合在本次 

试验的9个处理中没有出现，有待进一步验证。 

3．2 愈伤组织分化芽 

将诱导的愈伤组织放在愈伤组织分化芽培养基 

上培养，15 d后观察芽的分化情况，不同浓度激素配 

比对分化苗高也各不相同(见表5)。观察6 d后，前 

6种培养基都能分化出小苗，但 15 d后，其中②、④、 

表 4 愈伤组织诱导试验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s for experiment of callus 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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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Conltnuedtotilde4 

裹5 愈伤组织分化芽试验结果 

T批 5 n埒悯 lI协 oil"shoot d埘erlmflalto．of cl皿暇 

⑤、⑥培养基中不能长成大苗，小苗丛生，并且有黄化 

现象，而在①、③培养基中能够长出壮苗，生长势良好。 

由表5的 值大小可以看出，不同因素对芽分 

化的作用顺序是：6一BA>NAA>KT，6一BA的 尺值 

达0．7，显著超过 N从 和KT的 兄值。因此，影响芽 

变毛白杨愈伤组织芽分化的主要因素是6一BA。从 

均不同水平分析，6一BA以 1水平、N从 以3水 

平、KT在 l和3水平时 值较大，这样搭配为好。 

本试验的③号处理与此组合一致，即6一BA 0．5 

mg／L+N从 0．5 nlg，L+KT 2．0 m6L，该处理的无根 

苗生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处理。方差分析表明差异 

达到显著水平(F=12．0>F 。)。该处理分化率 

较高，有效分化系数达到6以上。 

3．3 茎段培养 

将带芽茎段接种到茎段培养基上培养 15 d后 

观察各玻璃瓶中的小苗生长情况，见表6。 

衰6 茎段繁殖培养试验结果 

Table 6 The results oil"oall~re oil"st臼n p| 呻掣IlI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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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中的 值大小可以看出影响力：6一BA 

>NAA。同时 平均又表明了6一BA、NAA的浓度分 

别为O．5 mg／L、0．1 mg／L时苗生长得最好，相同时间 

内所获小苗最高 叶色正常，生长正常。因此可以认 

为，茎段培养无根苗适宜的培养基为 MS+6一BA 

3O．5 mg／L+N从 30．1 mg／L+3％蔗糖。 

3．4 生根培养 

将试管苗接种在生根培养基上，10 d后小植株 

基部即有根产生，15 d后观察，②、③号培养基都能 

较快生根并且根系粗壮，生根平均数达4条，小苗生 

长也很健壮，①号培养基虽也生根但很细弱。试验 

说明生根培养基 1／2MS+IBA 30．5～1．0 mg／L+ 

1．5％蔗糖比较适合。 

生根组培苗高度达到3 cm以上时，既可过渡培 

养后移人大田，又可再剪成 1．5—2 cm的苗段，接种 

到生根培养基进行继代繁殖。 

4 小结和讨论 

芽变毛白杨是毛白杨的突变体，在外部形态和 

解剖构造上很多性状类似毛白杨，但其枝有棱、易生 

根、抗逆性强等方面表现了大官杨的特点⋯。芽变 

毛白杨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及适应性与毛白杨有一定 

差异。在组织培养建立再生体系的过程中，芽变毛 

白杨对培养因素的要求表现出不完全等同于毛白 

杨。愈伤组织培养条件上两者都需要较高浓度的细 

胞分裂素和2，4一D【4J。而芽分化过程中，毛白杨所 

需要的6一BA的浓度为1 3 mg／L ，远远高于芽变 

毛白杨所要求的O．5 m#L。生根培养过程中，毛白 

杨需要的生长素浓度也稍高于芽变毛白杨 ]。 

试验结果表明，芽变毛白杨诱导愈伤组织的较 

好培养基为Ms+6一BA 2．0 mg／L+2，4一D 2．0 mg／L 

+N从 O．25 mg／L+KT 1．5 mg／L+3％蔗糖，愈伤组 

织分化芽培养基以Ms+6一BA 0．5 mg／L+NAA O．5 

mg／L+lcI．O．5 mg／L+3％蔗糖较为适宜。茎段培养 

时，诱导无根苗生长的培养基为 MS+6一BA O．5 

mg／L+NAA 0．1 mg／L+3％蔗糖。诱导无根苗生根 

的培养基为 1／2MS+IBA O．5—1．0 mg／L+1．5％蔗 

糖。芽变毛白杨组织培养虽已在生产上应用，但进 
一 步加快繁殖速度，提高成苗率和繁殖系数，有待继 

续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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