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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春季萌发的樱花‘染井吉野’带腋芽嫩茎段为试材，进行了外植体启动培养研究。结果表明：最适外植

体为樱花当年生未木质化嫩枝的中部；最佳消毒时间为先用７０％的酒精消毒３０ｓ再用０．１％的 ＨｇＣｌ２ 消毒

１０ｍｉｎ；适宜的启动培养基为 ＷＰＭ＋６ＢＡ１．５ｍｇ·Ｌ
－１＋ＮＡＡ０．１ｍｇ·Ｌ

－１，诱导率达６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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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井吉野樱’（犘狉狌狀狌狊狔犲犱狅犲狀狊犻狊），又称吉野樱，是日本樱花的一个重要栽培品种，为大岛樱和江户彼

岸樱的杂交品种，花期于３月中旬，单瓣花，花色初期为淡粉红色，盛开后变半透明白色。传统樱花的繁殖

以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方法为主［１］，虽然能保持品种的优良性状，但是繁殖速度慢，不能满足市场的需

求；加之长期营养繁殖导致病毒、真菌、细菌在植物体内积累［２］，植株生活力、抗逆性下降［３］，花色、花型变

劣，甚至整株死亡，带病植株为省内检疫对象严禁调运。利用组培快繁技术既可加快繁殖速度又能保持品

种的种性，但是目前樱花组培快繁中存在表面灭菌困难、初代接种诱导慢、增殖效率低等问题，直接影响其

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４］。而这些问题与樱花品种、外植体处理、培养基配方等关系极大，因此本试验主要

初步探讨了‘染井吉野樱’不同外植体的选择、消毒时间以及基本培养基配方对樱花启动培养的影响，以期

获得生长健壮的植株，达到优质快繁目的。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外植体来源

所用外植体取材于南京市农科所金陵绿谷现代园艺科技示范园樱花资源圃。供试品种为‘染井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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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５月上旬从健壮的植株上，剪取无病害当年生的半木质化枝条带回实验室进行消毒处理，剪取枝条

上叶片并剪带２个腋芽枝段作为一个茎段，分为新发枝条的前端茎段、中端茎段和后端茎段
［５６］。每瓶１

个外植体，每个处理２０瓶，３次重复。

１．２　外植体灭菌

在自来水下冲洗３０ｍｉｎ，去除叶片，留下带叶原基和茎尖的嫩枝，外植体经洗涤剂和自来水漂洗

３０ｍｉｎ后，放人７０％酒精中进行３０ｓ的预消毒处理，再分别放人０．１％ ＨｇＣｌ２ 溶液中进行５、１０、１５ｍｉｎ

等不同时间的灭菌处理，经无菌水６次漂洗后，将外植体切割接种到培养基上
［７９］，每瓶１个外植体，每个

处理３０瓶，３次重复。

１．３　启动培养

在无菌条件下，切取长约０．８ｃｍ、带生长点及叶原基的茎段，接种于添加不同浓度６ＢＡ和ＮＡＡ的

ＭＳ和ＷＰＭ培养基上。每瓶１个外植体，每种处理３０瓶，３次重复。每７ｄ观察１次，记录外植体在不同

培养基上的污染、生长、萌发等情况。

培养基的ｐＨ值均为５．８，蔗糖和琼脂含量（质量分数）分别为３０ｇ·Ｌ
－１和６．５ｇ·Ｌ

－１，培养温度

（２５±２）℃，高压灭菌锅中１１８℃，灭菌１８ｍｉｎ。空气相对湿度为６０％ 左右，光照强度为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ｌｘ，

光照时间为１４ｈ·ｄ－１。

１．４　结果统计

污染率在接种后１５～２０ｄ内统计，萌发率在培养３０ｄ后统计。萌动的标准：萌发出１～２片完整的叶

片记为萌动。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部位茎段对启动培养的影响

由表１可知，樱花嫩枝不同部位茎段萌发率存在一定差异，新发枝条的中端茎段腋芽的诱导率最高，

达７１．６％，且叶较绿，长势良好，丛生芽也较多；前段茎段和后端茎段的诱导率分别为３０％和２６．７％，长

势也相对较弱。

表１　不同部位茎段对启动培养的影响

茎段类型 诱导率／％ 生长状况

前端茎段 ３０ 叶嫩绿，丛生芽较少，长势较弱

中端茎段 ７１．６ 叶较绿，丛生芽较多，长势良好

后端茎段 ２６．７ 叶有点黄，丛生芽较少，长势弱

２．２　不同消毒时间对启动培养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用０．１％ ＨｇＣｌ２ 溶液处理外植体５ｍｉｎ，外植体死亡率低，为６．７％，但污染率高达

４６．７％；处理１５ｍｉｎ，外植体死亡率３３．３％，污染率为１３．３％；处理１０ｍｉｎ的效果最好，死亡率为１０％，污

染率２３．３％，诱导率最高，达６６．７％。

表２　不同消毒时间对启动培养的影响

编号 消毒时间／ｍｉｎ 死亡率／％ 污染率／％ 诱导率／％

１ ５ ６．７ ４６．７ ４６．７

２ １０ １０．０ ２３．３ ６６．７

３ １５ ３３．３ １３．３ ５３．３

２．３　不同培养基对启动培养的影响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１２种培养基均能诱导出不定芽，但不同培养基对诱导率的影响差异显著。接种于

ＭＳ培养基的外植体污染及褐化现象严重，丛生芽诱导率低于２６．７％；而接种于 ＷＰＭ培养基上的外植体生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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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良好，丛生芽诱导率在２６．７％～６６．７％。１２个诱导培养基中，以培养基 ＷＰＭ＋６ＢＡ１．５ｍｇ·Ｌ
－１＋

ＮＡＡ０．１ｍｇ·Ｌ
－１效果最好，诱导率达６６．７％。可以看出在参试的浓度范围内，６ＢＡ浓度并非越高越

好，当浓度高于１．５ｍｇ·Ｌ
－１时，腋芽的萌发率反而降低；低浓度 ＮＡＡ（０．１ｍｇ·Ｌ

－１）能促进腋芽的萌

发，浓度越高，越容易出现抑制芽萌发的现象，这与朱育端［１０］在东京樱花组培快繁技术研究的结果较一

致。因此，樱花茎段诱导不定芽最佳培养基中激素配比为６ＢＡ１．５ｍｇ·Ｌ
－１＋ＮＡＡ０．１ｍｇ·Ｌ

－１。

表３　不同培养基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实验号
因素

基本培养基 ６ＢＡ／（ｍｇ·Ｌ
－１） ＮＡＡ／（ｍｇ·Ｌ

－１）
接种数 萌发数 诱导率／％

１ ＭＳ １．０ ０．１ ３０ ６ ２０．０Ａａ

２ 　 １．５ ０．１ ３０ ７ ２６．７ＡＢｂ

３ 　 ２．０ ０．１ ３０ ５ １６．７Ｂｂ

４ 　 １．０ ０．２ ３０ ２ ６．７Ａａ

５ 　 １．５ ０．２ ３０ ４ １３．３Ａａｂ

６ 　 ２．０ ０．２ ３０ ３ １０．０Ａｂ

７ ＷＰＭ １．０ ０．１ ３０ １４ ４６．７Ａａ

８ 　 １．５ ０．１ ３０ ２０ ６６．７Ａｂ

９ 　 ２．０ ０．１ ３０ １５ ５０．０Ａｂ

１０ 　 １．０ ０．２ ３０ １１ ３６．７Ａａ

１１ 　 １．５ ０．２ ３０ １２ ４０．０Ａａ

１２ 　 ２．０ ０．２ ３０ ８ ２６．７Ｂｂ

注：小字母不同代表０．０５水平上的差异显著，大写字母不同代表０．０１水平上的差异显著。

３　结　语

樱花外植体组培诱导率受很多因素影响，而污染是重要影响因素，可能是由于材料冲洗及消毒不彻底

引起的，而在操作过程中人为因素影响很大，导致实验结果受到一定影响，排除人为污染因素，本文初步探

讨外植体选择、消毒时间以及不同培养基配方对染井吉野樱启动培养的影响。结果表明采取樱花当年生

半木质化枝条的中部茎段腋芽的诱导率较高，达７１．６％；用７０％酒精和０．１％ ＨｇＣｌ２ 具有较好的灭菌效

果，７０％酒精灭菌时间以３０ｓ为宜，过长易导致外植体褐化严重从而影响腋芽萌发，过短则会大量细菌污

染，０．１％的ＨｇＣｌ２ 随杀菌处理时间增加污染减少，但死亡率增加，处理１０ｍｉｎ时诱导率最高。

近年来，关于樱花的组培报道中，启动培养中基本培养基大多用 ＭＳ或１／２ＭＳ，本试验表明在初代培

养过程中，以 ＷＰＭ为基本培养基效果明显好于 ＭＳ培养基，染井吉野樱启动培养的最适培养配方为

ＷＰＭ＋６ＢＡ１．５ｍｇ·Ｌ
－１＋ＮＡＡ０．１ｍｇ·Ｌ

－１，诱导率达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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