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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结球芽甘蓝快繁及移栽技术 

周南销 戎国增 许林英 
(慈溪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浙江慈溪 315300) 

摘 要：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对非结球芽甘蓝进行了快速繁殖试验。筛选出适合丛生芽快速繁殖的培养基配方(基本 

培养基+ZT1．5+IBA0．1mg／L)，筛选出适合快速生根的培养基配方(基本培养基 +IBA0．4mg／L)。对组培苗进行驯 

化和移栽 ，初步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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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结球芽甘蓝为羽衣甘蓝与芽甘蓝的杂交种。生产 

中种子多从国外引入，价格昂贵，而且进口的时间和数量 

难以得到保障，为此采用组织培养方法，在短期内获得大 

量种苗，从而解决生产中这一突出问题。现将有关试验结 

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外植体的培养 

1．1．1 初代培养 基配制 基本 培养基 +ZT1．5+ 

IBA0．1mg／L。其中食用糖为30％，琼脂条为 10g，pH值为 

5—8，配制 lL，分装成瓶，经高压蒸气灭菌后备用。 

1．1．2 外植体的灭菌与接种 选择健壮、无病未开花的 

叶芽作为材料。在超净工作台里对采集的材料，用 70％ 

医用酒精浸泡 30s，无菌水冲洗3次，然后用饱和漂白粉澄 

清液消毒 15min，无菌水冲洗4次，最后用0．1％升汞消毒 

8min，再用无菌水冲洗6—7次。吸干水分，切取叶芽进行 

接种。每瓶培养基接种 1个叶芽，于2006年10月20 13接 

种。 

1．1．3 外植体的培养 将接种后的培养瓶放入培养室。 

温度 20±2℃，光照时间 11h，光照强度 1000—20001x。 

1．2 组培苗的继代繁殖 在无菌条件下，l2月 20日取初 

代培养基培养瓶中的长约为0．5—1cm的组培芽，转接于： 

(1)基本培养基 +ZTO．5+IBA0．1；(2)基本培养基 + 

ZT1．0+IBA0．1；(3)基本培养基 +ZT1．5+IBA0．1；(4) 

基本培养基 十ZT2．0十IBAO．1；(5)基本培养基 +ZT2．5 

IBA0．1；(6)基本培养基 +ZT3．0+IBA0．1；(7)基本培养 

基 +ZT3．5+IBA0．1，其中(4)为对照配方。每瓶 30ml，接 

种 1个，每处理接30瓶。置于培养室中培养，培养条件同 

初代培养，2007年2月 10日考查试验结果。 

1．3 组培苗的生根培养 在无菌条件下，5月 10日取继 

代培养基培养瓶中的长 3_4cm的单株组培苗，转接于： 

(1)基本培养基 +ZT0．5mg／L(单位下同)+IBA0．1；(2) 

基本培养基 +ZT1．0+IBA0．1；(3)基本培养基 +ZT1．5 

+IBA0．1；(4)基本培养基 +ZT2．0+IBAO．1；(5)基本培 

养基 +ZT2．5+IBAO．1；(6)基本培养基 +ZT3．0+ 

IBA0．1；(7)基本培养基 +ZT3．5+IBA0．1，其中(4)为对 

照配方。方法同继代，6月 25日考查试验结果。 

1．4 组培苗的驯化及移栽 

1．4．1 组培苗的驯化 待培养瓶里的组培苗长到瓶高的 

2／3(5__6cm)并长有大量白根时，揭盖炼苗。第一天在培 

养室里打开瓶盖(即半开半盖)，第二天把瓶盖揭掉，并在 

培养瓶中放人少许水，以防止组培苗的失水及培养基的污 

染，第三天移出培养室，放在室温中，以逐渐适应室外温 

度。 

表 1 7种继代培养基的培养结果 

1．4-2 组培苗的移栽 移栽前应洗净附着在组培苗根部 

的培养基，以免招致细菌繁殖，导致组培苗感染腐死亡，冲 

洗时谨防伤根，以确保移植成活。移栽地选择在浒山镇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基质：东北泥炭：珍珠岩 =3：1，每立方米 

加0．5—1kg过磷酸钙。育盘苗于 2007年 9月 20日进行 

移栽，移栽后一次性浇透水。 

表 2 7种生根培养基的培养结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继代培养基的配方筛选 由表l可 (下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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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从表中可以看出，区组间差异不显著，处理间差异显 

表3 产量差异显著性测验 

表4 百分数反正弦转换值表(括号内为百分数值) 

表 6 差异显著性分析(q值法) 

RI 3．8；0．23 3．8；O．20 3．7；0．19 3．7；0．17 

RII 3．7；0．49 3．5；O．30 3．7；O．23 3．5；O．23 

RIn 3．5；O．60 3．3；O．28 3．9；O．29 3．6；0．38 

注：分号前为糖含量百分比，分号后为酸含量百分比。 

2．2．3 产量差异显著性(新复极差测验) 从表中可 

以看出，在5月25 Et前的采果产量，由于对照组的第一穗 

果全被摘除，导致产量极低，三组高密栽培的产量均显著 

优于对照甚至达到极显著；在 6月4日前的产量累积中可 

以看出，各小区产量均较 5月 25日前明显提高，在短短 

10d时间内，采果量上升6一l0倍，但三种高密栽培与对照 

产量差异显著，而A，与对照差异达到极显著，对照组产量 

上升幅度最快，说明高密栽培具有前期产量集中、经济效 

益较高的优点，有较高的栽培研究价值。 

2．3 番茄果实品质分析 6月 4 Lt田间随机取样 ，取样部 

位：第二穗第二果。每小区取 l0—12果，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由糖度计直接测得，而糖酸含量用相应的滴定法滴定测 

得。 

2．3．1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测定 由表5可以看出处理间 

差异显著，区组间差异不显著。 

从表中分析可以看出，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对照组最 

高，与 A 差异达到极显著，而处理间 、A 也与 A2差异 

显著，对照组的品质较好。 

2．3．2 糖酸含量的测定 对上表资料进行方差分析，处 

理、区组间差异均不显著。说明栽培密度对番茄果实糖酸 

含量影响不明显。 

3 讨论与建议 

春番茄早熟矮化密植栽培通常采用选用良种、培育适 

龄壮苗，提早定植等栽培措施，番茄有些病害如青枯病的 

发病条件需要适应的温湿度条件，如早育苗早定植可适当 

避免病害的发生流行，容易早期丰产。本试验番茄前期产 

量相对集中且高，作为对照组的番茄在产量上升迅速。且 

品质上较优于处理，这可能与前期摘除第一穗果有关。人 

工摘除第一花序(果)能够获得早熟丰产是作物对损伤的 

超越补偿能力。据崔万锁、王海延的研究指出，摘除第一 

花序后，结果不但没有减产，反而出现明显的增产，而且品 

质也有改善。群体产量的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叶面积的扩 

展及净光合生产率，随栽培密度的增大，即总叶面积的增 

加与产量、产值成极显著的正相关。因此在生产上除了采 

用合理密植、适宜的留果穗数、疏叶、整枝绑蔓外，还应积 

极防治病虫害、人工摘蕾、摘除老叶等措施，人工的强制调 

整整个个体植株，来控制群体达到合适的合理结构，对番 

茄生产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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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31页)以看出，在基本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的 

ZT均能诱导产生丛生芽，并以处理3的效果最好，长芽 

的瓶数占接种瓶数的100％。处理3培养基既能诱导产生 

丛生芽，也能产生较多的根须，是一个理想的培养基配 

方。 

2．2 生根培养基筛选 由表2可以看出，在基本培养基 

中添加不同浓度的 IBA均能诱导产生根，并以处理4中效 

果最好，长根的瓶数占接种瓶数的100％。 

2．3 移栽成活率 非结球芽蓝组培苗出瓶 1500株，成活 

1200株，移栽成活率达 80％。 

3 小结 

对非结球芽甘蓝叶芽进行组织培养，在培养基中添加 

适当适当浓度的ZT，能快速诱导丛生芽的产生，通过芽的 

扩繁、可得到大量的组培苗。在培养基中添加适当浓度的 

IBA，能快速诱导生根苗；非结球芽甘蓝组织培养不仅能快 

速繁殖幼苗，节省种子成本，而且可通过非结球芽甘蓝叶 

芽的脱毒接种培养，培育健康的优良种苗，提高非结球芽 

甘蓝品质，增加经济效益。 (责编：张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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