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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巴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

姚 军 张燕玲 林 荣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桂林 5 41 00 6)

摘 要 浩浩巴顶芽
、

茎段在 M S 基本培养基中培养
,

附加植物激素 1 ~ Z m g / L 的 B A 或 Z T 和

0
.

2 m g / L 的 N A A 配合使用明显促进芽苗形成
。

诱导生根采用两步生根法能有效地提高生根率
。

试管苗移栽获得成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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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巴 (S im m on de i a hc in en sl’s `iL n k) Shc ne i.d ) 是西蒙得木科多年生常绿木本油料植

物
,

原产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西北部的荒漠地带
,

其种子含有 45 ~ 50 % 的可代替鲸蜡油的

液态蜡
,

是一种耐高温高压的高级润滑油
,

广泛应用于机械
、

航空等行业
,

具有极高的经济

价值
,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积极引种栽培
,

我国的云南
、

福建
、

广西等省 区于 19 78 年开

始引种
,

现已普遍开花结果
,

种植浩浩巴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
。

浩浩巴是雌雄异株植物
,

在造林管理上的雌雄株比例为 巧 : 1 〔 ’ 〕
,

因实生繁殖雌雄株

比例约各占 5 0%
,

而且苗期性别难以区分
,

加上无性繁殖率低
,

影响了浩浩巴生产的发

展
。

因此进行浩浩巴成年树组织培养
,

繁殖出高产
、

抗病和适生的无性系便可按比例的种植

浩浩巴
,

并加速优 良植株的繁殖
。

用组织培养法繁殖浩浩巴国内外已有若干报道 〔 ’
,

“
,

3 〕 ,

但因诱导生根和试管苗移栽技术未彻底解决而未能投人生产应用
。

本文报道浩浩巴成年优良

植株的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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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采用 6年生植株上当年抽出的幼嫩枝条作外植体
,

常规表面消毒后将带有茎尖或腋芽的

外植体切割成长为 1 c m 的小段
,

在无菌条件下接种于培养基中
。

培养基采用 M s 〔 4 〕 、

w h i t e 〔 5 〕 、

w P M 〔 6 〕基本培养基
,

附加 10,0 一 4 0,0 糖分进行对比试验
,

细胞分裂素 B A 或

Z T 0
.

5一 5
.

0 m g / L 单独或和生长素 N A A 0
.

00 2 ~ 0
.

2 m g / L 配合使用 ; 培养基用粉状琼脂

4一 5 m g / L 进行固定
,

p H 为 5
.

5
,

培养基在 1 k g / e m Z、

12 0 ℃ 饱和蒸汽下灭菌 2 0 而 n
。

接种材料在 25 士 2 ℃ 的培养室中培养
,

每天光照 10 h
,

光照强度约 2 0 00 l xo

分化试验
,

每处理接种材料 20 块
,

重复 3 次
,

培养一个月后统计形成芽数
、

嫩梢数和

梢长
,

然后求其平均值
,

并检验各处理差异显著性
。

诱导生根每处理 30 株
,

重复 3 次
,

培

养 6 O d 后记录生根情况
。

2 结果和讨论

2
.

1 无菌培养物的建立

消毒后的浩浩巴外植体在附加了一定浓度的 Z T
、

B A 和低浓度的 N A A 的培养基中培

养 10 天后
,

外植体表面开始形成淡黄色
、

结构紧密的愈伤组织
,

20 天后顶芽
、

腋芽开始萌

动伸长
,

继续培养
,

顶芽
、

腋芽长成约 .0 5一 1 c m 长
、

带 1一 2 个节的嫩梢
,

切下嫩梢
,

培

养于同一培养基
,

嫩梢迅速生长并抽出新芽
,

20 天后新芽长成约 4 ~ 5 c m 长
、

带 3 ~ 4 个节

的枝条
,

可继代培养或诱导生根
。

.2 2 基本培养基对器官形成
、

增殖与生长的影响 表 1 培养基对器官形成的影响 l)

浩浩巴的芽苗在含相同浓度细胞分裂素的不同基

本培养工 中培养
,

其结果 (表 l) 表明
,

这 3 种基本

培养基虽然在嫩梢长度上无差异
,

但在形成的芽和嫩

梢的数量上
,

M S 培养基显著优于其它两种基本培养

基
.

考虑到 M S 培养基属于高浓度盐分的培养基
,

因此浩浩巴芽苗更适合在高盐分培养基中培养
,

所以

我们选定 M S 培养基为以后试验的基本培养基
。

2
.

3 糖分浓度对器官形成的影响

培养基的渗透压对于诱导细胞分裂
、 `

增殖有重要

的作用
.

糖分浓度对器官分化的影响与改变培养基的

渗透压有关
,

同时糖分也是组培苗碳源供给者
,

直接

影响细胞的分化与生长
。

在 M S 培养基中采用 1%
、

2 %
、

3%
、

4% 的不 同糖分浓度的试验结果 (表 2)

表明
,

不同的糖分浓度在芽
、

嫩梢形成和嫩梢长上均

有差异
,

其中以 3% 浓度为最佳
。

2
.

4 植物激素对器官形成的影响

基本培养基 芽粼个) 嫩梢数 (幻 梢长 (c m )

M S

W h it C

W P M

2
.

10
a

1
.

2 0 b

1
.

2 5 b

1
.

3 0
a

0
.

7 0 b

0
.

7 0 b

3
.

16
a

3
.

0 7
a

l) 表内字母不同表示在 5% 水平下差异显著
,

下表同
。

表 2 糖分浓度对形成芽护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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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一.1.1糖分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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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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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0 2
.

2 0
a

4 0 1
.

2 0 b

1
.

10
a

0
.

7 0 b

茎段培养于附加了不 同浓度的细胞分裂素 Z T
、

B A 单独或低浓度生长素 N A A 配合使

用的 1 / 2 M S 培养基中
,

试验结果 (表 3) 表明
,

细胞分裂素对浩浩巴芽苗的增殖与生长

是必需的
.

在对照 中
,

培养的芽仅自身生长形成一个芽或梢
。

B A
、

Z T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

对茎段腋芽和顶芽的生长和增殖都有促进作用
,

但它们的作用程度又十分不同
.

从表 3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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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
,

Z T 明显促进芽苗的形成
,

在 3 .0 m g / L 浓度范围内随浓度升高
,

形成的芽
、

嫩梢数

也随着增加 ; 而 B A 处理的培养基中
,

诱导效果比 Z T 差
,

无论 Z T 还是 B A
,

当其浓度为

.3 0 m g / L 时
,

形成的芽
,

嫩梢均产生变态状
,

表现为叶子肥大
、

透明
,

成玻璃状
,

此外当

N A A 和 Z T 或 B A 配合使用时
,

低浓度的 N A A 对芽
、

嫩梢形成起促进作用
,

从表 3 中看

出
,

.0 2 m g / L 的 N A A 和 2
.

0 m g / L Z T 或 1
.

0

m g / L B A 配合使用时
,

其所形成芽
、

嫩梢数及梢长

显著高于其它组合
,

因此促进浩浩巴芽苗的增殖的培

养 基 以 M S + Z T 2
.

0 m g / L + N A A 0
.

2 m g / L 或

M S + B A 1
.

0 m g / L + N A A .0 2 m g / L 为适宜
,

浩浩

巴芽苗在这两个培养基中培养以 3一 4 倍速度增殖
,

形成有效梢为 75 %
.

2
.

5 植物激素对生根的影响

木本植物试管苗在诱导生根中是很困难的
,

在浩

浩巴试管苗诱导生根中尤其突出
。

国外曾有人把试管

苗基部先刻伤
,

然后浸人 P V P 液和 or 一M BI A 液若

干时间再放于含 or 巧M N A A 或 10一M BI A 的 1 / 2

B S
或 1 / Z M S 培养基中诱导生根 〔 2 〕 .

这种方法虽

有一定的生根率
,

但作法复杂
,

不利于大量繁殖
。

为

了找出有效的诱导生根方法
,

我们分别采用一步生根

法和两步生根法进行浩浩巴诱导生根试验
,

结果表明

(表 4
、

5)
,

一步生根法诱导生根不理想
,

生根率最

高仅为 3 0 %
,

而且苗基部的愈伤组织也随着生长素

浓度升高而增多
,

形成的根较粗和短小
,

影响了移栽

成活 ; 两步生根法则有效地提高了生根率
,

其中以无

根苗在含 .5 0 m g / L I B A 的 1 / 2 M S 培养基中培养

4 天后转人无生长素的 1 / 2 M S 培养基中培养的处

表 3 激素对器官增殖与

生长的影响

浓度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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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植物激素对诱导生根的影响 表 5 不同处理时间对生根的影响

激素浓度 接种数 生根株数 生根率

(m g / L ) (株) (株 ) (% )

激素浓度 处理时间 1) 接种数

( m g / L ) ( d ) (株)

生根数

(掬

生根率

(% )

723巧723巧000000

00
, ,ù门了ó日0

凡亏ù门了

N A A 0
.

5 10 0

N A A 1
.

0 100

N A A .2 0 100

I B A 0
.

5 l 0()

IB A 1
.

0 1X()

IB A 2
.

0 l 0()

IB A 5
.

0 l 0()

I B A 1
.

0 2

4

6

I B A 5
.

0 2

4

10 0

1 00

6 l 0() 4 0 4 0

l) 处理后转 l / Z M .s

or7710202630107710262030

理生根率最高达 70 %
,

而且试管苗基部无愈伤组织
,

根系生长 良好
,

平均根数 2一 3 条
,

最

多可达 5 条
,

一个月后这些根可长至 3一4 c m
,

并具细小的侧根
。

两步生根法诱导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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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优于一步生根法
,

原因可能是两步生根法的第一步是无根苗在生长素作用下形成较多的根

原基
,

第二步是在无生长素的抑制作用下让根伸长并正常生长
,

解决了根原基的发生与根伸

长之间的矛盾
,

并减少 了愈伤组织的形成
。

这种分阶段诱导根的办法在一些温带果树的组织

培养中已有采用 〔 , 〕 。

浩浩巴无菌苗在适宜培养基中培养
,

约一个月后形成丛生芽
,

并有个别发育形成嫩梢
,

将丛生芽分割进行继代培养
,

嫩梢转人生根培养基
,

约 40 天形成根获得完整植株
。

2
.

6 试管苗移栽

浩浩巴试管苗移栽较难成活
,

据了解
,

目前还未有有效的方法来提高试管苗的移栽成活

率
。

我们进行了不同移栽时期
、

不同基土
、

炼苗与否以及根系生长情况对移栽成活的影响等

试验
。

根据试验情况
,

移栽时期
、

基土和根系生长情况对移栽成活率均有一定影响
,

在春秋

季节
,

采用河沙和草皮泥混合作基质
,

当无根苗基部有根原基突起时即可移栽
,

移栽后加盖

保持湿润
,

60 天后幼苗开始抽新梢
,

移栽获得成功
。

我们采用浩浩巴成年高产的雌株茎段
,

用组织培养达到 了快速繁殖的 目的
,

但由于浩浩

巴需要特殊的栽培环境
,

其试管苗亦需要某种特殊方法管理才能提高移栽成活率
.

目前我们

移栽成活的植株生长 良好
,

和常规繁殖的苗木无遗传上的差异
,

这证明了用组织培养方法来

加速繁殖苗木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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