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李 (Prunus humilis)，蔷薇科李属中的一种

小灌木，是一种集营养、保健、绿色、美化及生态于

一身的多功能树种，该种树木的果实含有多种对

人体有益的矿质元素，尤其是钙元素的含量比较

高，所以商品名称为“中华钙果”。而目前市场上比

较少见，因此对该树种果实进行开发具有较大的

潜力。吉林省长白山地区分布着大量欧李野生树

木，但人工栽培较为少见，主要原因是其为异花授

粉树木，受外界环境条件影响较大，实生后代中易

出现变异，繁殖系数较低。随着组培技术的发展，

快 速、高效、保持品种优良性状等特点，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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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尝试采用离体培养技术进行欧李的繁育。本试

验在前期诱导阶段研究的基础上[1]，着重进行扩繁

及生根出瓶移栽技术的研究，为欧李离体培养体

系的建立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时间与地点

2011 年 5～10 月于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组培

实验室及温室进行。
1.2 试验材料

从培养室选取经过初代培养生长旺盛的欧李

组培苗。
1.3 试验方法

1.3.1 继代培养

从经过初代培养的试管苗中挑选健壮的苗木，

切取成段(每段带一个芽)，转入 5 种增殖培养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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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5 种增殖培养基配方、4 种生根培养基配方、3 种基质配比进行欧李组培苗的扩繁与生根出

瓶移栽技术研究。结果表明，组培苗在 MS+6BA1.0 mg/L+NAA0.2 mg/L 培养基进行扩繁效果最佳，在 1/2MS+
NAA0.2 mg/L 配方上进行生根效果最好，出瓶采用沙子∶草炭∶园土 =1∶1∶1 基质效果最好，从而为欧李离

体培养体系建立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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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 为 ：Y1：MS+6BA0.5 mg/L+NAA0.2 mg/L；Y2：

MS+6BA1.0 mg/ L+NAA0.2 mg/L；Y3：MS+6BA1.5
mg/L+NAA0.2 mg/L；Y4：MS+6BA2.0 mg/L+NAA
0.2 mg/L；Y5：MS+6BA2.5 mg/L+NAA0.2 mg/L。以

上培养基中均添加糖 30 g/L、琼脂 6 g/L，pH 值 5.8，

定期观察苗木增殖情况，30 d 后进行统计[2- 3]。
1.3.2 生根培养

挑选继代培养后生长健壮的欧李组培苗若

干，转接时切取长 1.5 cm，具 2～3 片叶的茎段转

入到 4 种不同的生根培养基上，分别记作：J1：

1/2MS+6BA0.5 mg/L+NAA0.2 mg/L；J2：1/2MS+I-
BA0.5 mg/L+NAA0.2 mg/L；J3：1/2MS+NAA0.2
mg/L；J4：1/2MS+NAA0.5 mg/L。以上培养基中均

添加糖 30 g/L、琼脂 6 g/L、活性炭 0.25 g/L，pH 值

5.8，定期观察苗木生根情况，25 d 后进行统计[4]。
1.3.3 出瓶移栽

待苗木高达 3 cm，具有 3～4 条 1～2 cm 长的

根系时，即可出瓶移栽，出瓶前炼苗 3～5 d，出瓶

基质采用 3 种配方，分别为：A：蛭石；B：蛭石 ∶沙
子=1∶1；C；沙子∶草炭∶园土=1∶1∶1。每种基质移栽

50 株苗木，重复 3 次。以上基质均掺入 75%百菌

清可湿性粉剂 300 倍液进行灭菌，每 3 d 给基质

浇灌稀释的 1/4MS 大量元素母液补充营养，定期

观察苗木生长情况，20 d 后进行统计[5]。
1.3.4 培养条件

培养室条件：温度 25℃，光强 2 000～2 500
lx，光照时间 15 h/d，湿度 80%。

移栽温室条件：温度保持 20～28℃，遮阴网遮

阴，保持遮阴率 70%，覆膜保湿，膜内湿度 80%～
90%，1 周后可逐渐撤膜，2 周完全揭膜[6]。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继代培养基配方比较

在继代培养观察的过程中发现在 Y1 上先长

出愈伤组织, 之后发育成丛生芽，后单芽向高生

长；在 Y2 上有愈伤组织增长，并很快形成芽点，

进而形成大量丛生芽，芽紧凑、健壮； 在 Y3 上，

愈伤组织形成后，形成丛生芽，芽不紧凑，部分单

芽生长；在 Y4 上，芽稀疏，单芽生长为主，较健

壮；Y5 先长愈伤组织，之后发育生成单芽。继代培

养过程中增殖系数高低决定速繁效率，由图 1 可

知，芽在 5 种培养基上增殖情况有明显差异，其

中 Y2 增殖系数高达 40，且丛生芽整齐、健壮，适

用于生产。而 Y1、Y3、Y4、Y5 增殖系数偏低，芽

不整齐，不利于快繁生产。因此增殖阶段采用 Y2
配方为好。

2.2 不同生根培养基配方比较

从生根时间看，一般 1 周左右均为适宜，超过

2 周不生根，则不适用。由表 1 可以得出，J3 生根

时间为 7 d，最为适用。一般生根部位以茎基为好，

J3 和 J4 的生根部位在茎基部，因此可选用 J3 和

J4 作为生根培养基。但从生根率及生根时间方面

综合看，J3 的生根率达到 100%，生根时间短，相

对比 J4 更为理想，因此 J3 生根情况最为理想。

2.3 不同出瓶基质比较

由表 2 可知，转接到 3 种基质上均能正常生

长，但生长情况各不相同，在 A 基质上的平均苗

高最低，达到 8 cm 左右；在 C 配方上最高，达到

16 m。从平均根长方面看，C 基质的平均根长达到

12 cm，较其他 2 两种配方要高。综合比较得出 C
配方，即沙子∶草炭∶园土=1∶1 ∶1 上的苗木生长最

好，生长最为旺盛。因此，出瓶基质选用 C 配方最

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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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继代培养基的增殖系数

表 1 不同生根培养基诱导生根情况

生根培养基 生根时间(d) 生根部位及方式 生根率(%)

J1 20 新芽基部 10

J2 11 愈伤组织上 20

J3 7 茎基 100

J4 10 茎基茎段上 80

表 2 不同基质上苗木的生长情况

基质 平均苗高(cm) 平均根长(cm) 平均根数(cm)

A 8 7 5

B 11 10 8

C 16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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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3 页) 麻鲜重防效数据综合分析，对于稗

草、藜、苘麻的鲜重防效与单剂相比，其共毒系数

为 138。可以进一步证明其联合作用为增效作用。

4 讨 论

从以上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嗪草酮与烟嘧磺

隆的联合作用属于增效作用。其中以比例 4∶1 增

效作用最大。另外，关于除草剂联合作用的评价方

法有多种，除草剂的室内复配效应的研究方法国

内主要有培养皿法和盆栽喷雾法，试验中发现培

养皿测定土壤处理剂较为合适，但对茎叶处理剂

的测定结果与田间试验结果有较大的差异。由于

烟嘧磺隆、嗪草酮等不但有茎叶处理活性，而且还

有土壤封闭杀草作用。所以，本试验采用培养皿法

和盆栽喷雾法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评价其复配效

应，为其合理混用及工业化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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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综合增殖培养及生根培养环节，体现在不同

阶段需要采用不同培养基配方，可调控植株的发

展方向。从试验结果可以得出，利用欧李组培苗进

行增殖及生根出瓶的离体繁殖程序：欧李组培苗

切段转入→MS+6BA1.0 mg/L+NAA0.2 mg/L→增

殖到一定数量后转入 1/2MS+ NAA0.2 mg/L 生根

培养→待生根后，经过壮苗培养进行移植→基质

采用沙子∶草炭∶园土 =1∶1∶1，进一步培养就

得到了欧李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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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引入的。因此，在加强国内抗寒果树资源野

生种、半野生种收集的同时，应积极引进国外抗寒

果树资源，增加抗寒果树资源的多样性，改变我国

抗寒果树资源的基因结构构成，促进我国抗寒果

树资源的利用创新。
3.2 加快抗寒果树种质资源保存技术研究与熟

化

对于果树种质资源的保存，发达国家现已研

究出种子、花粉、营养体的贮藏及组织培养、低温

液氮冷冻等多种新式保存方法，如美国的花粉贮

藏和组织培养，俄罗斯的超低温贮藏枝条等。但我

国仍以圃地栽植保存方式为主，仅苹果、柑橘等主

要树种进行了离体保存的方法研究，但未真正在

规模性资源保存中进行利用。因此，应加快抗寒果

树种质资源保存技术研究与熟化，缩短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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