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M256 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培育的苹果矮化

砧 , 具 有 抗 寒 力 强 、早 果 丰 产 、提 高 果 品 质 量 等 特

点 , 是北方寒地苹果栽培唯一的一个矮化砧。已在

吉 林 、黑 龙 江 、辽 宁 、内 蒙 、河 北 等 省 区 广 泛 栽 培 。

但由于其枝条扦插不生根 , 无法进行田间繁殖 , 因

而只能用作矮化中间砧 , 这样不但延长育苗时间

1～2 年 , 而 且 浪 费 人 力 、物 力 , 增 加 生 产 成 本 , 因

GM256 枝 条 脆 , 作 中 间 砧 后 遇 大 风 天 气 易 倒 伏 。

用组织培养方法繁殖 GM256, 就可以解决其不能

用作基砧的问题。而且可使苗木整齐一致 , 生长健

壮 , 无病虫害 , 缩短育苗时间 1～2 年。因此 , 进行

GM256 组培快繁与种苗工厂化生产技术研究与开

发 , 对苹果生产和栽培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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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季 芽 萌 动 后 取 田 间 的 枝 条 , 将 萌 发 的 新 芽 , 用

自来水冲洗后进行表面消毒(75%酒精 0.5～1 min,

0.1%升 汞 5 min), 然 后 剥 取 0.5 mm 左 右 长 的 茎

尖 , 接 种 于 诱 导 培 养 基 上 。 以 MS 为 基 本 培 养 基 ,

pH 值为 5.8, 培养室温度 24℃, 湿度 60%左右。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源激素及光处理对芽的诱导

所 用 的 外 源 激 素 种 类 和 浓 度 如 表 1 所 示 , 每

个处理接种 10 瓶 , 每瓶 4 个芽。30 d、60 d 各调查

芽诱导情况。

将 初 选 出 的 诱 导 培 养 基 A8、A9、A10、A11、

A12、A13、A14、A15、A16、A17 重 新 接 种 进 行 光 处

理实验。实验分 5 个处理 : (1) 外植体接种后进行

光 培 养 , 每 天 光 照 12 h; (2)外 植 体 接 种 后 暗 培 养

10 d, 然 后 进 行 正 常 的 光 培 养 ; (3)暗 培 养 20 d; (4)

暗培养 30 d; (5)暗培养 40 d。每个处理接 5 瓶 , 每

瓶 接 4 个 芽 。 分 别 在 接 种 后 40 d、60 d 时 调 查 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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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 过 对 苹 果 矮 化 砧 GM256 的 离 体 组 织 培 养 和 快 繁 实 验 , 探 讨 了 GM256 茎 尖 诱 导 、试 管 苗 增 殖 、生

根 等 组 培 技 术 。 结 果 表 明 : GM256 外 植 体 能 否 诱 导 成 苗 , 除 了 选 择 适 宜 的 培 养 基 外 , 必 须 要 经 过 暗 培 养 才 能 诱

导 出 苗 。 适 宜 的 增 殖 培 养 基 为 MS+3.0 mg/L BA+0.05 mg/L NAA, 可 使 增 殖 率 达 到 5.9%。 暗 培 养 对 促 进 GM256

试 管 苗 的 生 根 无 明 显 效 果 , 最 佳 生 根 培 养 基 是 1/2 MS+0.5 mg/L 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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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情况。

1.2.2 外源激素对芽增殖的处理

将 初 代 培 养 出 的 芽 接 种 到 增 殖 培 养 基 上 , 每

个处理连续继代(每次 25～30 d)2 次后 , 调查 生 长

及增殖情况。

1.2.3 生根培养

将长至 2 cm 左右的试管苗接入生根培养基中

诱导生根 , 每个处理接种 20 瓶 , 每瓶 6 个苗。其中

10 瓶正常培养 , 10 瓶暗培养 4 d 后再进行光培养 ,

调查开始发根时间 , 20 d 后调查根系生长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源激素及光处理对芽诱导的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 , 外植体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中 ,

在 正 常 的 光 照 培 养 条 件 下 均 不 能 诱 导出芽 , A 1、

A2、A3、A4 、A5、A6、A7、A14、A15、A18、A19培

养基中外植体变褐 , 枯死。A8、A9、A10、A11、A12、

A13、A16、A17培 养 基 中 的 外 植 体 虽 然 没 有 枯 死 ,

但不萌发。

对初选出的A8、A9、A10、A11、A12、A13、A16、

A17培养基光处理实验调查结果表明 : 暗 培 养 10

d 的外植体没有诱导出苗 , 20 d、30 d、40 d 都诱导

出了黄化苗 , 暗培养 20 d 和 30 d 的黄化苗经光照

后很快变绿 , 正 常 生 长 。 而 暗 培 养 40 d 的 黄 化 苗

玻璃化严重 , 经光照后也很难正常生长。

在这些诱导培养基中 , 生长最好的是A13, 生

长快、健壮 , 其次是A12、A11。A14和 A15由于生长

素浓度过高 , 芽基部及上部都产生大量愈伤组织。

加入IBA的培养基A16、A17, 虽 然 也 能 萌 发 出 芽 ,

但 生 长 不 好 。 由 此 可 见 , 当BA浓 度 低 于2 mg/L,

NAA浓 度 高 于1mg/L 时 不 利 于GM256矮 化 砧 芽 的

诱导。IBA也不适宜GM256矮化砧芽的诱导。适宜

的浓度和种类是 : BA2 mg/L + NAA0.1 mg/L。

2.2 外源激素对芽增殖的影响

在这些处理的增殖培养基中 , 表现最好的是

A28 和 A31, 试管苗生长健壮 , 增殖快 , 可增殖 5～6

倍。A21、A24、A27、A30 和 A33 中的试管苗生长弱、

有叶片黄化脱落现象, 并且玻璃化苗严重。BA 浓度

为 1.0 和 1.5, NAA 浓 度 为 0.1 mg/L 时 试 管 苗 增 殖

少, 只增殖 1～2 倍, 有叶片黄化 , 玻璃化苗现象。

2.3 生根培养

将 长 至 2 cm 左 右 的 试 管 苗 接 入 (下 转 第 32 页 )

表 4 不同培养基对试管苗生长及增殖的影响

培养

基号

接种芽

数(个)
增殖

倍数
生长状况

(1) 150 4.0 叶片淡绿 , 生长矮小 , 玻璃化现象严重

(2) 150 3.4 叶片淡绿 , 生长势弱

(3) 150 3.8 叶片淡绿 , 苗生长细弱

(4) 150 4.8 叶片淡绿 , 生长一般 , 少部分苗有玻璃化现象

(5) 150 5.9 叶片农绿 , 生长健壮 , 无玻璃花苗

表 3 不同激素处理 mg/L

处理号 IBA IAA NAA
A100 0.5
A101 1.0
A102 2.0
A103 3.0
A104 0.5
A105 1.0
A106 2.0
A107 3.0
A108 0.50
A109 1.00
A110 2.00
A111 1.0 0.50
A112 1.0 0.05
A103 0.5 1.0
A104 1.0 0.5
A105 1.0 1.0

表 2 外源激素对芽增殖的处理 mg/L

处理号 BA NAA
A21 1.0 0.01
A22 1.0 0.05
A23 1.0 0.10
A24 1.5 0.01
A25 1.5 0.05
A26 1.5 0.10
A27 2.0 0.01
A28 2.0 0.05
A29 2.0 0.10
A30 3.0 0.01
A31 3.0 0.05
A32 3.0 0.10
A33 4.0 0.01
A34 4.0 0.05
A35 4.0 0.10

表 1 不同激素种类和浓度处理

处理号
激素的种类和浓度(mg/L)

BA NAA IBA
A1 0.25 0.25
A2 0.25 0.05
A3 0.25 0.10
A4 0.25 0.20
A5 0.50 0.01
A6 0.50 0.05
A7 0.50 0.10
A8 1.50 0.01
A9 1.50 0.05
A10 1.50 0.10
A11 2.00 0.01
A12 2.00 0.05
A13 2.00 0.10
A14 2.00 1.00
A15 2.00 2.00
A16 2.00 0.01
A17 2.00 0.10
A18 2.00 1.00
A19 2.00 2.00
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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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生根培养基中诱导生根。结果 表 明(表 3), 浓

度为 0.5 mg/L 的 IBA 对 GM256 生根效果最好 , 生

根 快 , 生 根 数 多 , 生 根 率 可 达 86.3% , 浓 度 超 过 2

mg/L 则 抑 制 生 根 , 只 形 成 愈 伤 组 织 。 IAA 对

GM256 的 生 根 也 有 一 定 的 诱 导 作 用 , 但 生 根 率

低 , 只有 59.7%。NAA 不能诱导 GM256 生根。各种

生长素配比后也 不 利 于 GM256 的 生 根 。 另 外 , 调

查数据显示 , 暗 培 养 和 光 培 养 对 GM256 生 根 无 明

显差别。

3 讨 论

GM256 组 培 成 功 的 关 键 是 芽 的 诱 导 , GM256

不同于其它植物 , 对激素的种类和浓度非常敏感 ,

正确的激素种类和浓度能使芽存活 , 而诱导成苗

的 决 定 因 素 是 暗 培 养 , GM256 的 芽 只 有 经 过 暗 培

养处理后才能诱导成苗。

增殖 培 养 中 , 如 果 激 素 浓 度 配 比 不 好 , GM256

试管苗易出现玻璃化苗和黄化苗现象 , 正确的激

素浓度配比是 BA2～3 mg/L, NAA 0.05 mg/L。

1/2MS+IBA0.5 mg/L 是 GM256 最 佳 诱 导 生 根

培养基 , IAA 可诱导生根 , 但生根率低。NAA 不能

诱 导 GM256 试 管 苗 生 根 。 暗 培 养 对 GM256 试 管

苗生根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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