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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泰国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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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种胚为材料! 研究不同激素组合对泰国巨竹丛生芽增殖及生根的影响!

建立其试管繁殖体系% 结果表明$ 泰国巨竹丛生芽的最佳增殖培养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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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产东

南亚及南亚次大陆( 多生于热带雨林中( 中国主要分布于云南地区0 泰国巨竹竹竿高大直立( 竹材用途

广( 竹笋营养丰富( 是笋材两用竹种 .

&

/

) 竹类植物的组织培养起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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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竹种进行了愈合组织诱导1 微

体繁殖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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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见泰国巨竹的组织培养方面的报道0 本研究通过探索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

泰国巨竹试管快繁的影响( 成功建立了其组织培养体系( 能够实现方便地将基因导入需要改良的竹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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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 进行遗传转化得到竹子新品种" 同时! 试管苗免受季节限制! 可以根据科研者的需要随时进行取

材! 为科学研究提供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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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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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材料

泰国巨竹成熟种子采自云南省" 种子乳白色! 长圆形! 千粒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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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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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巨竹的试管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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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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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次氯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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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在超净工作台上体视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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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种胚!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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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中进行丛生芽增殖培养%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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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分化出芽! 从而获得泰国巨竹的无菌苗" 将诱

导出的长势一致的芽作为增殖试验的材料"

&(!(!

增殖培养 基本培养基为
DG

&

D-.5I9,)/ 517 GJ44)

$培养基! 同时添加
K" )

'

B

"&蔗糖和
L )

(

B

"&

*

型

琼脂!

6M :('

! 并设计了
N*

&

A#

苄基腺嘌呤$质量浓度&

&(%

!

K(%

!

&%(% @)

(

B

"&

$!

OPH

&噻苯隆$质量浓度

&

%

!

%(%%&

!

%(%&% @)

(

B

"&

$!

QO

&激动素$质量浓度&

%

!

%(K

!

&(% @)

(

B

"&

$和
<**

质量浓度&

%

!

%(K

!

&(%

@)

(

B

"&

$的
$

因素
K

水平正交试验% 试验材料选择高度约
K R@

丛生芽!

K

个(从S&

!

&

丛(管S&

!

!"

管(处

理S&

%

&

月后! 观察芽的生长情况%

&(!(K

生根 选取增殖良好的长势一致的丛生芽接种于生根培养基中)

& T ! DG U 0N*

&吲哚丁酸 $

&

%

!

&(%

!

K(%

!

&%(% @)

(

B

"&

$! 共
$

个处理!

!%

管(处理S&

%

&

月后! 观察泰国巨竹生根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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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苗与移栽 泰国巨竹在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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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时放在驯化室强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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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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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之后取

出试管苗用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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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洗净根部残余的培养基后! 移栽于泥炭* 蛭石* 珍珠岩的混合基质中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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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后开始剪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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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完全脱袋% 期间进行养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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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统计移栽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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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条件与统计分析 培养室温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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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泰国巨竹丛生芽增殖的影响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泰国巨竹芽的增殖产生不同的影响%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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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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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添加对芽增殖效果不显著! 但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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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浓度增大! 芽褐化较严重! 叶片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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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添加亦是随着质量浓度的增加! 增殖系数先升

高后下降! 在质量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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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处理的泰国巨竹丛生芽增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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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表中增殖系数代表平均值
"

标准误& 多重比较采用
=-1,%1

法$

数值后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1＜B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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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因素在同

一水平实验指标!增殖系数#的平均数'

0I/

.%J

!/

.*1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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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质量浓度
#$%

处理的泰国巨竹诱导生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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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表中生根数代表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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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误& 多重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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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栏中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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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系数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综上所

述$ 处理
G

时$ 芽的增殖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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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处理差异显著$ 芽生长健壮( 叶

片鲜绿$ 几乎没有褐化$ 为最适合的培

养基$ 即泰国巨竹的最佳增殖培养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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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泰国巨竹生根诱导的影响

泰国巨竹的生根状况受
K;<

浓度的

影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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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添加
K;<

的
"9C MN

培养基中$ 只有
C

管生根$ 且根纤细$

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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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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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生根率升高$ 但根仍纤细$ 较短'

K;<

质量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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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生根率

达到最大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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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根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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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

根较粗壮$ 植株生长良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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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是$ 在添加
"BAB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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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基中

所诱导出的根粗短( 基部膨大$ 为畸形

根$ 且植株发黄$ 易褐化$ 长势较差'

综上所述$ 泰国巨竹最优生根培养基为

"9C MN O !AB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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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栽

将生根的泰国巨竹组培苗在强光下

练苗
"

周$ 移栽于等配制比的泥炭( 蛭

石( 珍珠岩的混合基质中$ 期间进行观

察( 浇水等养护管理$

"

个月后苗成活

率达
"BBL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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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一般认为内源激素的平衡决定植物

器官分化的倾向$ 外源激素则通过改变内源激素平衡从而产生作用' 为了让内源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达

到一定平衡$ 外加的细胞分裂素以及生长素必须达到一定的质量浓度和比例$ 才能使器官分化达到预

期目的 )

!!H

*

' 细胞分裂素可有效地促进芽的萌发与不定芽增殖$ 较低浓度的生长素促进茎的伸长生长'

本研究运用正交试验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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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的组合对泰国巨竹试管繁殖的影响' 在一定范围内$

高质量浓度的
;<

能够促进植株的增殖&

;<

的质量浓度愈大$ 对增殖的影响会越明显' 但当质量浓度

为
"B .6

"

:

!"时$ 芽易褐化$ 叶片发黄$ 生长不健康' 较低质量浓度的
;<

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增殖$

但效果不明显' 这与卓仁英 )

#

* 的研究结果一致$ 即当
;<

质量浓度过高时可能会对竹类植物生长有一定

的抑制或毒害作用'

$=>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可以独立使用$ 或者与其他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共同使用$ 实

现对植物细胞的诱导和调节作用$ 具有很强的促进细胞分裂的活性$ 能够高效诱导离体材料的再生生

长' 但若浓度过高则会抑制生长$ 导致苗过细( 偏黄( 生长状况差' 陈意涵等)

G

*

( 张铁等)

#

*和张桂和)

$

*对

花秆绿竹
3$456-$ '-7)$4" 3A -&."$&$

及麻竹
8+%7.'($*$4%- *$&"9*'.6-

等研究发现$

$=>

活性明显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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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一定质量浓度的
$=>

芽的增殖系数显著增加' 本实验中选取添加
BAB" .6

"

:

!"

$=>

的处理$ 增殖系

数为
CA""

$ 苗长势良好$ 对泰国巨竹植株的增殖生长和伸长生长最有利$ 为最适合质量浓度' 通过泰国

巨竹丛芽诱导实验发现$ 培养基中添加
?$

对泰国巨竹的芽增殖生长没有太大意义$ 这与王曙光等 )

D

*的

研究结果一致' 一般研究认为$ 在试管快速繁殖中$ 添加一定质量浓度的生长素更有利于诱导生根)

"B

*

'

周 玲等% 泰国巨竹试管快繁研究 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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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中! 泰国巨竹在未添加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的
&'! ()

中诱导的根数量少! 较纤细! 对于移栽成

活不利 "

*+ &&

#

$ 在培养基中添加
, -.

%

/

!#

012

时! 试管苗生根率最高! 根粗壮& 发达! 生长最好$ 但质量

浓度过高
&" -.

%

/

!&时! 所诱导的根基部膨大& 较短! 为畸形根! 植株长势较差! 易褐化! 这与刘倩

倩等"

""

#的研究结果相同$ 练苗移栽在试管快繁技术中是很重要的一环! 练苗是否过关直接限制了工厂化

育苗能否成功运行$ 同时! 练苗成活率直接影响繁殖系数! 最终影响商业化生产规模$ 本实验将生根的

泰国巨竹组培苗在强光下练苗
&

周! 移栽于等配制比的泥炭& 蛭石& 珍珠岩的混合基质中! 成活率达

&""3

$

本研究利用正交实验研究了泰国巨竹芽的增殖状况! 之后进行生根诱导! 从而成功获得完整植株!

对于其他巨竹属的组织培养研究具有一定参考性$ 竹子种子很难获得! 且通过种胚快繁产生幼苗的变异

性较大! 优良性状难以保持$ 采用变异性小的幼枝节段进行快速繁殖! 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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