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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莓 不 同 部 位 快 繁 技 术 比 较 

徐 启 红 ，王 子 成 ，任 平 国 ，张 胜 ，侯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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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漯河 462000；3．漯河天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河南 漯河 462000) 

摘 要：以童子一号草莓为试材，对草莓花药、茎尖和叶片等不同部位快繁技术进行比较 ，从 

生产的周期、移栽成活率以及节约生产成本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在草莓快繁技术的实际应用 

中，以采用草莓茎尖快繁技术最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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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Fragaria a~lTlassa Duch)是蔷薇科草莓属宿 

根性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世界性水果，其栽培面积和产 

量在世界浆果类水果生产中仅次于葡萄[1]。草莓具有 

适应性广、栽培容易、结果早、产量高、收益好等优点，是 
一 种经济价值较高的天然高档食品瞳]，除供鲜食外，还 

可加工成罐头、酱、酒、饮料等制品，并有较高的医疗保 

健作用[3]。因此，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引种。但由于长期 

的葡匐茎元性繁殖，易受病毒侵染而使品种退化 ]，产 

量、质量也下降明显。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进行病 

毒脱除，因而草莓品种脱毒在生产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而对于营养繁殖植物的脱毒目前可用的方法主要 

是采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针对这一情况，自2006年 

起开展了草莓试管苗低成本快繁技术的研究。该试验 

的目的是通过对 目前常用的草莓花药、茎尖和叶片等不 

同部位快繁技术进行比较，以期找出更为合适的选材部 

位和培养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漯河天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童子一号草莓。 

1．2 方法 

1_2．1 材料预处理 自田间选取健壮的童子一号草莓 

母株上的新鲜花药、生长充实而小叶尚为展开的匍匐茎 

顶芽(约2～3 cm)、30 d苗龄幼嫩叶片(中部切断)，用自 

来水冲洗2～3 h后，在超净台上进行灭菌处理。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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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的酒精消毒 30 S，再置于 0．1 的升汞中消毒 6～ 

10 m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6～8遍 。 

1．2．2 培养条件 以目前有报道的较优的各部位培养 

条件为基础：花药培养：诱导分化培养基为 MS+BA 

1．0 rng／L~2，4一D 0．5 mg／L，增 殖 培 养基 为 MS+ 

BA 0．5 mg／L+NAA 0．1 mg／L，诱导生根培养基为1／2 

MS+BA 0．2mg／L，温度 25℃、光强 为 1 200 lx、光照 

12 h／d[ 。茎尖培养：诱导分化培养基和继代增殖培养 

基均为 MS+BA 0．5 mg／L，诱导生根培养基为 MS+ 

IBA 800 mg／L，温度 20~30℃、光强为4 000~10 000 lx、 

光照 14 h／d【 。叶片培养：诱导分化培养基、继代增殖 

培养基及诱导生根培养基均为 MB+6一BA 3．0 mg／L+ 

IBA 0．5 mg／L，温 度 25℃、光 强 为 2 500 lx、光 照 

14 h／dE 。 

2 结果与分析 

2．1 诱导分化比较 

将经过灭菌后的草莓花药接种于花药诱导培养基 

中进行培养，20 d左右后，待愈伤组织形成明显丛生芽 

时，即移人增殖培养基进行培养 35 d左右，记录组培苗 

的增殖情况。切取0．5 iTlrn左右大小茎尖灭菌与处理后 

接种于茎尖诱导分化培养基培养 15 d，把诱导分化出的 

草莓小苗转接人继代增殖培养基，30 d左右继代 1次， 

并记录组培苗的增殖情况。取 30 d苗龄幼嫩叶片，在无 

菌下从中部剪断，预处理后近轴面向下接种于诱导培养 

基中培养 15 d左右，待再生不定芽后转接人继代增殖培 

养基培养4O d，记录组培苗的增殖情况。 

上述诱导分化需培养时间与丛生芽增殖情况分别 

见图 1和表 1。 

由图 1和表 l可知，以目前报道的各部位快繁技术 

对童子一号草莓花药嘲、茎尖嘲及叶片啪进行诱导分化 

和继代培养，茎尖快繁的诱导分化无论是培养时间，还 

是增殖系数和苗高都最为理想，其增殖芽数达到21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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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系数为7．13，平均苗高达到 1．05 cm。 

2．2 诱导生根比较 

将结果的健壮的无根苗分别接种于对应的生根培 

养基中，其根的诱导情况如表 2。 

啊花药 

一茎尖 

口叶片 

需培养时间，d 

图I 童子一号草莓禾同部位快繁诱导分化所需时间 

表 l 童子一号草莓不同部位快繁丛生芽增殖情况比较 

表2 童子一号草莓不同部位快繁诱导生根情况比较 

由表2可知，草莓花药才始生根所需天数最长，而 

根的健壮程度和生根率却最差。茎尖和叶片的诱导生 

根情况相差不大，且相对花药较优，但茎尖诱导中生根 

所需时间较短。考虑到缩短生产周期和节约成本的因 

素，三者中以茎尖诱导最为理想。 

圜花药培养 

■茎尖培养 

口叶片培养 

移栽成活率，％ 

图2 童子一号草莓不同部位快繁苗移栽成活率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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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移栽成活率比较 

将组培苗在适温、高湿条件下进行移栽，移栽的前 

3 d，中午前后盖遮阳网以防止光强过大，3 d后撤去遮阳 

网，当棚内温度超过33℃时再加盖遮阳网。移栽2O d后 

观察成活情况。比较各自成活率发现：花药培养快繁苗 

移栽成活率为 92．7％，茎尖培养快繁苗移栽成活率为 

99．3 ，叶片培养快繁苗移栽成活率为 99．4 (见图 2)。 

由比较结果可知，三者中花药培养快繁苗移栽成活 

率最低，而茎尖培养快繁苗和叶片培养快繁苗移栽成活 

率比较理想，并且相差不大。 

3 讨论 

对于多年生营养繁殖植物而言，病毒对产量和品质 

具有巨大的危害作用。草莓生产中，各种病毒危害而造 

成的损失也非常大。控制病毒危害的主要方法就是进 

行草莓病毒的脱除。多例研究的病毒检测表明，来自草 

莓花药培养的再生檀株，其脱毒率可达 100 [8-~3。覃 

兰英等[10]的试验表明草莓茎尖培养也有脱病毒作用，而 

且茎尖越小，脱病毒机会越大。而毛碧增、李德葆[1 的 

研究则可使草莓茎尖脱毒率达到i00 9／6。而对快繁体系 

进行研究，对于脱毒苗的生产具有重要的价值。 

而通过该试验的比较研究分析，从生产的周期、诱 

导生根率、移栽成活率以及节约生产成本等各方面因素 

综合考虑，在草莓快繁技术的实际应用中，以采用草莓 

茎尖快繁技术最为理想。当然，也可能因所选草莓品种 

的不同而会出现结果上的差异，这还有待于以后作进一 

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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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荷 茎 段 诱 导 愈 伤 组 织 的 研 究 

李 延 红 

(开封教育学院 自然科学系，河南 开封 475004) 

摘 要：研究了6-BA和NAA 2种激素的不同配比，茎段的取材部位和放置方式(茎段横放， 

竖放)对茎段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以 B5为基本培养基，6一BA 0．4 mg／L、 

NAA 1．2 ng／L的培养基上愈伤组织长势较好。在以B5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6-BA 0．4 mg／L、 

NAA 1．0 mg／L的培养基上，茎段横放对愈伤组织的诱导优于竖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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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为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具香气，可全草人药， 

有发汗，解热，驱风，健胃之效。薄荷还可以用来提取薄 

荷油，薄荷脑，薄荷酮，薄荷素油等物质，广泛用于制造 

饮料、牙膏、牙粉及皮肤黏膜局部镇痛剂等。我国种植 

薄荷的历史久远，出产的薄荷香味纯正，油质好，薄荷脑 

含量高，在国际市场上，被誉为“亚洲之香”。但 目前生 

产上栽培品种退化严重，单产及原油质量逐年下降，直 

接影响到经济效益和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薄 

荷品种的改良与更新成为我国发展薄荷生产，提高国际 

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改良薄荷 

新品种是目前切实可行的一条途径，现就薄荷茎段愈伤 

组织的诱导进行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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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取材与处理 

选择当年春季生长的无病健壮植株，剪去叶片，放 

入稀释洗衣粉液中漂洗 5～10 min，自来水冲洗 5～ 

10 rnin，滤纸吸干其表面备用。 

1．2 培养基的配制 

采用B5培养基附加 6一BA(O．4 rng／L)和不同浓度 

的NAA，琼脂(8 L)，蔗糖(20 g／L)。调整培养基的 

pH值至5．8，然后趁热分装培养基。 

设置了 5个处 理 的培 养梯 度：N1：B5+6一BA 0．4 

mg／L+NAA 0．6 rI]I L，N2：135+6-BA 0．4 rr L+NAA 

o．8 L，N3：135+6一BA 0．4 mg／L+NAA 1．0 mg／L， 

N4：I35+ 6-BA 0．4 rag／L+NAA 1I 2 mg／L，N5：135+6-BA 

0．4 m L+NAA 1．4 mg／L。 

1．3 灭菌 

将配制好的培养基、蒸馏水及操作用具(培养皿、滤 

纸、剪刀、解剖刀、镊子)放入高压蒸汽灭菌锅内，使压力 

1．1 kg／CTII2，温度 121℃，灭菌30 min。同时将超净工作 

台打扫干净，紫外灯照射灭菌 30 min。 

The Comparison of Rapid Propagation Technique of Different Parts of Straw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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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ok the strawberry variety ‘Tongzi 1’as the material，rapid propagation techniques of anthers，meristems， 

leaves of strawberry had been compared，the strawberry meristem rapid propagation technique will be most ideal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apid propagation technique of strawberry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duction cycle，the survival rate 

of transplanting as well as saving the production cost． 

Key words：Strawberry；Rapid propagation technique；Induction differentiation 

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