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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玉米素浓度对蓝莓茎段芽诱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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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蓝莓离体培养做初步研究，探讨不同培养基对蓝莓组织培养的影响．结果表明：诱导外植体芽的培养基为WPM+ZT，最佳玉

米素浓度为2．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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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blueberry)，学名越桔，越桔属(Vaccinium)，为一

类小浆果果树，其果实为悦目的蓝色，平均单果重0．5—2．5 g。

被白色果粉，果肉细腻，种子极小，甜酸适口，并且有清爽宜

人香气，为鲜食水果佳品【lI。在国际市场上70％作鲜果销售，

其中矮丛类型一般作为加工原料。蓝莓果实中除了含常规

的糖、酸和V。外，还富含V。、V。、V。、SOD、自由基、熊果甙、

花青甙等其他果品中少有的营养成分以及丰富的钾、铁、锌、

锰等微量元素和蛋白质、食用纤维和脂肪。研究表明，蓝莓

果实及其产品具有延缓脑神经衰老．解除眼睛疲劳并增加

视力，增强心脏功能和抗癌的独特功效。因此，联合国粮农

组织将其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1枷。蓝莓独特的风味

及其药用价值，使其鲜果及加工品作为一种功能保健食品

风靡世界各地，且售价昂贵。自美国于20世纪30年代栽

培以来，先后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日本等五大洲的

30多个国家开展了蓝莓的引种和育种研究，并呈现出良好

的发展势头。据美国专家预测，蓝莓果树将成为21世纪前

叶世界范围内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果树树种。鉴于蓝莓的巨

大发展前景，对蓝莓组织培养中培养基成分进行初步探

究，找出最佳的激素配比浓度，从而使蓝莓的组织培养与

快繁技术能更好地应用于生活当中，具有非常重要而现实

的意义【蜘。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蓝莓两年生带腋芽的茎段，来源于呼伦贝

尔市根河蓝莓基地。

1．2试验方法

1．2．1培养基配制。以改良的WPM为基本培养基，具体

改良方法：以Ca(N03)2·4H20 684 mg／L、KN03 190 mg／L、

C10H。3FeN2Na08 73．4 mg／L和盐酸硫胺素0．1 mg／L代替原

WPM培养基中的K2S04、CaCI：、FeSO。和Na2ED7rA。外植体芽

诱导培养基为WPM+ZT(玉米素)。培养基中蔗糖为2％，琼

脂为0．6％，pH值5．2。培养室温度为25℃，光照度2 000 lx，

光照16h／d㈣。

1．2．2材料的消毒。将采回的外植体按5个腋芽为一段用

剪刀剪好，再用流水冲洗外植体2～3 h，然后在超净工作台

上进行消毒操作。先用70％酒精浸泡外植体30 s，经无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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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3次后，再用0．1％HgCl：溶液浸泡9 min，在浸泡过程

中不断摇动，取出外植体后用无菌水漂洗外植体5～6次，然

后将外植体放入无菌水中。消毒工作完成。

1．2．3外植体的筛选及初代培养。将消毒后的外植体切成

O．5～1．0 cm长的小段(每一个小外植体段上带1个腋芽)，接

种于添加不同浓度玉米素的WPM培养基上，玉米素的不同

浓度分别为0、1．O、2．0、3．0mg／Ltm。每个浓度接种30瓶，每瓶

接种5～8个外植体，然后放在温度为(25±2)oC的恒温培养

箱内，光照16 h／d，光照强度为2 000 1)【的条件下进行培养闻。

每天进行观察，同时记录外植体上腋芽开始膨大的时间及

外植体芽的生长状况，并在2周后统计其出芽率和褐化率。

探究不同玉米素配比对外植体出芽率的影响。通过观察比

较外植体芽的生长情况，选择最佳培养基。

1．3数据处理

统计全部玉米素浓度下外植体出芽的总个数、每个玉

米素浓度下外植体出芽的总个数，计算芽诱导率。公式如下：诱导率(％)=筹蒜纛群糕×100
2结果与分析

由表l可以看出，不同玉米素配比的培养基对外植体芽

的诱导效果有差异，玉米浓度为2．0、3．0 mg／L的诱导效果比

较接近，与玉米素浓度为1．0mgCL的诱导效果有很大差异。

其中玉米素配比浓度为2．0 mg／L的诱导效果最好。不同玉米

素浓度的培养基对外植体芽的诱导率是不同的，不添加玉米

素时外植体上无芽即不生长；当玉米素浓度为1．0 mg,／L时

外植体的出芽率为50％；当玉米素浓度为2．0 mg／L时外植

体的出芽率为88％；当玉米素浓度为3．0 m{；／L时外植体出

芽率为82％。

表1不同玉米素浓度对蓝莓外植体芽诱导的影响

0 0 0

1．0 77 50

2．0 132 88

30 124 82

3结论与讨论

3．1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蓝莓外植体芽的诱导过程中最适合外

植体芽诱导的培养基为WPM+ZT，其中玉米素最适浓度为

2．0 mg／L，附加2％蔗糖的WPM培养基上外植体芽的诱导率

最高，生长最旺盛，效果较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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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草绳、麻包袋包裹四周，再用粘土浆泥封抹缝隙。有条

件的地方宜在树冠上安装喷水龙头，定期浇灌枝叶。古树移

栽后树势衰弱、营养不良、抵抗不良环境及病虫侵害的能力

减弱，需要及时检查古树成活情况，加强水肥管理，促进根

系的生长扩大，以便早日恢复树势。四是古树树体的创伤，

一般需要进行外科手术处理。处理的原则：①树皮和木质部

分的枯死、腐朽及病灶应尽量消除掉，树干形成的洞穴必须

将腐烂部分刮除干净；②伤口均应进行敷料、覆被或填充，

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防止雨水和病菌的侵入，促进愈伤组

织的生成。五是古树常因人、畜或机械碰撞而使树皮松动或

脱落。古树树皮受伤剥离应及时进行处理。树干伤口被剥离

的干枯和腐烂的树皮，无论新老树皮均宜切除于净，以防病

虫滋生，危害树体木质部。伤口和刮除的木质部进行伤口消

毒处理，涂抹防水、防腐剂、形成一个活体深护层，以免伤口

扩大，损坏树体。如发现被剥离的树皮里面有活组织存在，

表面光亮湿润，并且与没有受伤的树皮相连，可能有成活和

重新长好的希望，应立即用不生锈的金属钉将树皮紧贴固

定于木质部，用防水、防腐剂抹封伤口，促使树皮愈合生长。

树干和树根之间的树皮被刨伤和剥落，对古树的危害最为

严重，一旦伤口扩大，根颈腐烂，则可造成古树的枯死或倒

折，必须进行严格的伤口处理。确保树体的成活。

3．3．12其他保护技术。一是对古树的重要性进行广泛的宣

传保护。在相关业务部门的保护和管理基础上，广泛宣传古

树的重要性，包括生态、科研、旅游、观赏和文化价值，使公

民自觉对古树加以保护，减少人为破坏。二是建立巡视制度。

巡视古树保护区以及外延至可能引起其生长受到影响的区

域。巡视内容包括：①古树树体。主干、大枝是否有树洞或腐

烂，主干是否倾斜，枝叶是否有萎蔫现象或受损痕迹，是否

有有害生物危害，干、枝、叶、花、果是否有不正常的物候变

化：②古树保护区及附近环境。道路、河道、房屋建筑、筑路
造桥、工厂烟囱、电力设备、排放气体和液体、地下水位、水

质、排水系统、土壤、其他古树、地面标高、高坡水土流失、河

岸塌方、保护设施、堆物、群众烧香拜佛等动态。一级保护的

古树至少1个月巡视1次：二级保护的古树至少2个月巡

视1次；台风季节必须加强巡视力度；保护区附近处于开发

建设时期的古树至少每星期巡视1次，必要时委派专人驻

守管护。三是以保护为主，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在保护古树

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其经济价值，以提高保护的生命力，如

将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古树打造成观光旅游的重要景点。

四是建立古树档案。档案内容包括申报表、每年的养护计划、

5年1次的古树调查表、日常巡视记录表、保护方案、示范点

预(决)算及方案、抢救复壮方案及实施情况记录等相关资

料。将其资料和生长动态输入电脑，实行动态管理和信息共

用。古树周围应设立统一的保护标志，如保护标牌、保护宣

传牌等。五是法律行政措施。古树是国家的宝贵财产，要把

古树的保护纳入法制的轨道，按《森林法》及《灵武市古树保

护办法》的规定积极做好各项工作。六是建立市、区(县)2级

技术培训制度，每年应对古树养护责任人进行技术培训。应

定期开展古树保护技术和管理的研讨和交流，不断提高养

护管理水平。

此外，古树复壮工作要积极利用成功的做法，吸收与利

用新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并结合专家指导，以科学诊断为基

础，以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提高吉树复壮的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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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讨论

玉米素是植物组织培养中器官分化的关键因素。据有关

资料介绍，当玉米素浓度小于2．0 mg／L时外植体芽的诱导效

果不理想，当玉米素浓度大于2．0 mg／L时虽然形成了大量

的不定芽，但同时出现了一些玻璃化苗，降低了有效苗的数

量11-21。此次试验中对芽的诱导也出现了差异，当玉米素浓度

大于或者小于2．0 mg／L时对芽的诱导效果都不理想，由此

表明玉米素浓度为2．0 mg／L时对外植体的诱导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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