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光杏梅是外引杏苗中的一个梅类品种，现

定植在新乡县古寨乡林场。为多年生落叶果树，主

要分布在华北的山区丘陵地带，是杏与李子的自

然杂交后代。果实金黄色，果肉厚，且富含大量维

生素，有香气，耐储运。具有很强的栽培性、抗逆

性，且耐盐碱、耐瘠薄，在各类土壤中均能生长，而

且该品种还具有果个大，结实率高，丰产、稳产、品
质好等特点。杏梅果品还是一种富含多种营养成

分及抗癌保健功能的稀有果品。因此，杏梅市场前

景广阔，颇受种植者和消费者的欢迎，但是用常规

的繁殖方法不能快速大量推广种植，满足不了消

费者的需要，从而导致了供求矛盾冲突，而利用组

织培养的方法，可以克服这种矛盾，但到目前为

止，金光梅杏的组织培养研究尚未见报道。本试验

对金光杏梅初代培养进行了研究，为金光杏梅的

快速繁殖和大力推广及工厂化生产提供理论及操

作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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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金光杏梅的带芽茎段。
试验于 4～5 月在组培实验室进行，选取树势

健壮，新稍长短一致，粗细均匀，生长势强，无病虫

害，多分布在树冠的中部外围枝条为试验材料。
1.2 方法

1.2.1 外植体的消毒

把采集来的外植体去掉叶片和叶柄 (需保留

0.1～0.2 cm 的叶柄 ,以免伤芽)，剪成 4～5 cm 的

茎段放在自来水下流水冲洗干净，在无菌条件下，

用 75%的酒精浸泡 30 s，再置于 0.1%升汞溶液中

消毒 10 m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5 次，用剪子剪

成 1 cm 左右的带芽茎段，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上。
1.2.2 培养基

试验有 3 种基本培养基：MS 培养基、B5 培养

基、NN 培养基，3 种培养基中其他添加成分为蔗

糖(sucrose)20 g/L，琼脂(tcagar)7.5 g/L。培养基 的

pH 植在灭菌前用 1 mol/L 氢氧化钠或 1 mol/L 氯

化氢调至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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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的激素为：6- BA (上海化学试剂总厂)、
NAA(北京化工厂)。
1.2.3 培养容器及灭菌

所用培养容器为 100 mL 的大试管 225 个，

每试管倒培养基 20 mL。
培养基灭菌用手提式高压灭菌锅，在灭菌前，

先检查灭菌锅中是否放了足量的水，然后将培养

基保持直立状态，依次码入锅中盖上锅盖，接通电

源，当压力上升到 0.05 个大气压时，打开排气阀

放出锅内冷空气后关闭排气阀，使温度慢慢上升

到 121～123℃，维持 25 min，然后断开电源，使温

度慢慢下降到 0.05 个大气压时放气，直到无蒸汽

排出，打开锅盖，拿出培养基，放入接种室凝固后

待用。
1.2.4 接种

接种前用常规消毒方法对接种室进行消毒，

室内的地拖干净，再用 75%的酒精喷洒一遍，打

开紫外灯照射 30 min。工作台的操作表面用 75%
的酒精擦洗一遍，双手也用 75%的酒精擦一遍，

然后打开灭菌的器具(剪子、镊子、小刀等)。带上

口罩，把所用器具在酒精灯上灼烧灭菌，把消过毒

的外植体接到培养基上，接种时试管口倾斜 45°
角，试管口接近酒精灯内焰，以防杂菌进入。
1.2.5 培养条件

培养室中温度为 25℃，光照强度为 2 000～3 000
lx，光照周期为光 / 暗 =16 h/8 h。

1.3 试验设计

第一个设计方案设置了 3 种基本培养基的筛

选，激素浓度配比固定时，筛选 3 种基本培养基，

从中选出最适合金光杏梅生长的培养基。第 2 个

设计方案为：基本培养基固定时，筛选不同激素浓

度配比，从中选出最适合金光杏梅带芽茎段生长

的激素浓度配比。
1.4 结果统计

统计芽的萌发率、生长势和小子叶展开数。数

据采用百分数 t 测验分析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金光杏梅带芽茎段的影

响

表 1 基本培养基与不同激素组合的设置

代号 基本培养基
激素配比(mg/L)

6- BA NAA
M1 0.5 0.02
M2 1.0 0.02
M3 MS 1.5 0.02
M4 2.0 0.02
M5 0 0
B1 0.5 0.02
B2 1.0 0.02
B3 B5 1.5 0.02
B4 2.0 0.02
B5 0 0
N1 0.5 0.02
N2 1.0 0.02
N3 NN 1.5 0.02
N4 2.0 0.02
N5 0 0

表 2 基本培养基对金光杏梅带芽茎段萌发率的影响

基本培养基 CK
激素浓度配比(mg/L)

生长势 小子叶展开数(个)6- BA+0.02NAA
0.5 1.0 1.5 2.0

MS 73.3% 56% 50% 31.2% 83.3% 长势慢 5
B5 68.1%a 90%a 85.7%a 94.7%a 88.2%a 长势快 22
NN 50%a 89.4%a 79.1%a 84.6% 88.8%a 长势一般 16

由表 2 可知，在激素水平相同的情况下，3 种

培养基的芽的萌发率、生长势及小子叶展开数存

在差异。
金光杏梅的带芽茎段接种到培养基 MS、B5、

NN 中生长 7 d 左右，芽开始萌动，经过 45 d 的观

察与记录，发现金光杏梅萌发情况在 3 种培养基

中是不同的，从表 2 可以看出，在 MS 培养基上，

无论是哪种激素浓度配比其萌芽率都较低，而且

发芽不整齐，芽生长势缓慢，小子叶展开只有 5
个；在 B5 培养基上 5 种激素浓度配比其萌发率

都是最高的，最高达到 94.7%，而且整体萌芽情况

都非常好，小子叶展开数 22 个；在 NN 培养基上

萌芽率也较高，最高的达到 89.4%，小子叶展开数

为 16 个。经百分数 t 检验。B5 和 NN 培养基差异

不显著，而与 MS 培养基相比则差异显著。可见，

B5 和 NN 培养基都适合金光杏梅带芽茎段的生

长。而 B5 虽与 NN 差异不显著，但萌发率都高于

NN，而且子叶展开个数大于 NN，且长势快，所以

B5 最适合金光杏梅带芽茎段的生长。
2.2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金光杏梅带芽茎段的

影响

由表 3 可知，金光杏梅带芽茎段接种到激素浓

度配比不相同的培养基中，激素对金光杏梅带芽茎

段的生长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培养基相同，添加激素

的萌发率都显著高于对照，说明激素在其中起很大

作用 (从表 2 可知，MS 培养基最不适合金光杏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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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金光杏梅带芽茎段萌发率的影响

激素浓度配比(mg/L) B5 NN
6－BA NAA 萌发率(%) 生长势 小子叶展开数(个) 萌发率(%) 生长势 小子叶展开数(个)
0.5 0.02 90.0 一般 6 89.4 长势快 6
1.0 0.02 85.7 缓慢 3 79.1 长势缓慢 1
1.5 0.02 94.7 快 9 84.6 长势慢 4
2.0 0.02 88.2 缓慢 4 88.8 长势较快 5
0 0 68.1 较慢 0 50.0 长势最慢 0

生长，故在此不再叙述)。当基本培养基为 B5 时，6-
BA 浓度为 1.5 mg/L 时，萌发率达到 94.7%，而且长

势最快，小子叶展开数 9 个，效果最佳；其次是 6-
BA 浓度为 0.5 mg/L 时萌发率达到 90%，长势较快，

小子叶展开数为 6 个。而当基本培养基为 NN 时，6-

BA 浓度为 0.5 mg/L 时，萌发率达到 88.8%，小子叶

展开数为 5 个。由此可见，在 B5 培养基中，当 6-BA
浓度为 1.5 mg/L NAA 为 0.02 mg/L 时最适合金光杏

梅的带芽茎段生长，在 NN 培养基中，6-BA 为 0.5
mg/L 时最适合。

3 讨论

3.1 金光杏梅初代培养影响因素中激素的作用

激素尤其是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在调节外植

体生长中起着关键作用，植物细胞具有全能性，但

对于特定的器官能否表现出全能性则取决于是否

具有合适的激素诱导，因此，在组织培养中要根据

外植体确定合理的激素配比。许多资料表明，诱导

芽一般必须要求与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进行合理

搭配。本试验在最合适培养基 B5 的基础上，通过

调整 BA 与 NAA 的浓度比发现，二者比例偏大时

效果最好，这与 Miller 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3.2 金光杏梅初代培养影响因素中基本培养基

的作用

由于培养基所含的大量元素、微量元素、维生

素不同，造成外植体对其适应性不同，当培养基适

合外植体生长时，其萌发率就高，反之，则较低，试

验发现：在 MS 培养基上金光杏梅带芽茎段萌发率

最低，可能是因为 MS 含有高浓度的无机盐，金光

杏梅的生长受到抑制，而有关资料表明，B5 培养基

含有较低的铵盐，对有些植物如双子叶植物特别

是木本植物更适合生长。试验结果也证明 B5 培养

基是最适合金光杏梅带芽茎段萌发的培养基。
3.3 培养条件对培养材料的影响

通过培养接种材料还发现，有少量萌动的芽

会慢慢变成黄白色，出现生长停滞现象，最后，呈

萎蔫状，这可能是由于培养室温度(最高达 40℃)、
湿度(最高有 30%左右)变化太大，不能适合其生

长而造成的，或者是由于随容器里的水分以气态

逸出，培养基的含水量下降，不能满足外植体对水

的需要而造成的。
在观察中还发现，有一个玻璃化苗出现，这也

可能是由于温湿度没有控制好所造成的，但有的

学者则以为培养基中 6- BA 浓度与玻璃化呈正相

关，6- BA 浓度越高，玻璃化苗比率越大 [1]，还有人

以为，玻璃化苗是培养瓶内气体与外界交换不畅

造成的，密闭的封瓶口材料是导致玻璃化的原因

之一，但目前为止仍未得出一致看法。

4 结论

最适合金光杏梅的带芽茎段生长培 养基是

B5 培养基，其次是 NN 培养基，最不适合的为 MS
培养基。

基本培养基相同不同激素浓度配比中，最适

合的是 B5+6- BA1.5 mg/L+0.02 mg/L NAA，其次

是 NN+0.02 mg/L 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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