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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得木组织培养繁殖技术的研究

阔国宁 诸葛强 林鑫民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 1 热带林业研究所 ) (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悄报 研究所 )

摘共 通过对西蒙得木 〔S ‘, 阴on d : ia c从ne 舫is (L in k )〕组织培养大批量策殖技术的研究
,

探索基本培养基
、

生长调 节物质及蔗搪含量等对嫩梢增殖及生根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采用春季生

长的 1 年生实生苗以及 6 年生高产的优株茎节作外植体
,

培养于含有 Z T I~ 3 m g / L 或 B A I~ 3

In g / L 和 N A A 0
.

01 ~ 。
.

1 口g / L 的M S培养 基中
,

经30 ~ 4 。天
,

几乎所有腋芽均能长成嫩梢 , 切

取长达 4 一 6 o m 的嫩梢
,

培养于含有N A 人的1 / ZM S 培养基中
,

经 1 周暗培养
,

1 个月后生根率

达” % , 小植株移栽于含砂土的基质中
,

保持湿润
,

获得成功
。

用幼苗及优株作外植休的培养效

果无显著差异
,

说明此法不受遗传型的限制
。

关位词 西蒙得木 , 组织培养 ; 繁殖 , 外植体

西蒙得木(5 1二二乙n d sfa : hin 。: 51: (L in k ) )又称霍霍巴
,

黄杨科西蒙得木属(现 单独列 为

西蒙得木科)
,

系多年生灌木
,

原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

亚利桑那州和 墨西哥北部的荒漠地

带
,

具有很强的耐膺
、

耐沙荒
、

耐盐碱能力
。

它的种子含有44 % ~ 59 %纯度高
,

嫌点高
、

澄

清透明浅黄色的液体腊
,

该腊已被广泛用于航空
、

石油
、

机械
、

化妆
、

药品等工业 部门
。

近

年来它的栽培利用倍受国际上重视
,

许多国家竞相发展
,

可望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
。

我国于 1 9 7 8年开始引种于云南
、

福建
、

广西等地
,

据福建省东山县调查
, 5 年生高产单

株产籽量达 44 9
,

种子含油率达 49
.

8 % ’》,

该县计划从1 9 9 0年起大规模育苗造林使其 获 得

实际经济效益
。

鉴于西蒙得木为雌雄异株植物
,

实生繁殖雄株比例超过50 %
,

而造林管理的

雌雄比为 15 , lt ‘〕,

加之常规方法无性繁殖率低
,

为此应用组培方法繁殖高产
、

具抗性
、

适生

的无性系己引起重视
,

并有若干报道〔’
, ’」,

然而多数属于培养基筛选及胚培养的应 用等
。

本

文着重报道具有批量生产成年优株无性系能力的组织培养技术
,

据悉国内尚未见有系统的
、

正式发表的文章
。

1 材料与方法

植物材料选自生长于福建省东山县的 1 年生实生苗单株及 6 年生丰产优株 的春 梢 茎节

段
,

经精心冲洗及无菌处理后
,

剪成带有二个对生隐芽长约 0
.

5 c m 的节
,

作为接种的原始外

植体
,

培养于含有 20 m l无菌培养基的试管中
。

为了筛选最适于西蒙得木形态发生
、

嫩梢增

殖
、

生长及生根的培养基
,

本试验分别就不同的基本培养基
、

不同的生长调节物质及配比
、

不 同的蔗搪含量等方面进行比较试验
,

其中所采用的基本培养基有
: M S

、

SH t“l
、

A n d er so nt
‘]

本文于 1 9 9 0年1 0月 2 5 口收到
。

1) 林今民等
, 19 8 9

,

粗 粗巴引种试脸研究
,

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
, 1 96 9 闽科鉴字0 01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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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W PM ‘“〕;生长调节物质有
: 玉米素(Z T ) ,

浓度 o一 10 m g / L ; 6二节基氨基膘岭 (BA )
,

浓度

0
.

5 ~ 5 m g / L ; 以及奈乙酸(N A A )
,

浓度 o~ 2 m g / L ; 蔗糖浓度分别为10
、

20
、

30
、

40 9 / L
。

试验材料培养于温度为 25 士 3 ℃ ,
光照强度为 3 00 o lx

,

每日光照时间为〔12 ~ 14 五的培养室

中
。

全部试验各处理均重复 10 次
。

培养一个月后分析其培养效果
,

统计 萌发率
,

计算每一

外植体所诱导的嫩梢 (芽)数(包括已伸长和未伸长的丛生芽 )
,

已伸长的嫩梢长度总和以及所

伸长嫩梢的节数总和
,

然后求其平均值
,

用D un ca 企s 新复极差测验
,

以分别检验各处理差异

显著性
。

鉴于西蒙得木组培继代培养是以无菌芽节段为材料
,

所诱导的芽及嫩梢数
、

嫩梢长

度
,

特别是嫩梢上的芽节数直接影响连续继代培养的繁殖率
,

这 也 是商 业性生产潜力的表

现
,

为此
,

本试验将节数作为观察和统计的重要指标
。

2 结果分析

2
。

1 愈伤组织诱导与嫩梢生长概况分析

原始节(芽 )段外植体在含有Z T 和微量 N A A 的 MS 培养基中
,

经 60 天培养
,

在原升
.

腋的

隐芽处脱分化产生白色的愈伤组织
,

结构致密
,

表面有许多圆形突起
,

随着培养后培养基的

逐渐变干
,

在白色的愈伤组织表面开始出现 1~ 3 个绿色的肉眼可见的再 分 化芽 点
,

经 10

天
,

其中1~ 2个芽点迅速生长成长度达 。
.

5 ~ 。
。

8 c m 的带 1 个节的嫩梢
,

切下此嫩梢
,

继 代

培养于相同培养基中
,

5 天后茎节内的对生隐芽就开始萌动抽生
,

10 天后长成长 约 1 c m 的

嫩梢
,

一个月后
,

一般嫩芽长达 6 ~ 7 c m
,

并带有5一 6节
,

可供作继代培 养或生根培养的材

料
。

2
。

2 影响嫩梢增殖与生长的因寨分析

2
。

2. 1 基本培养基
卜

试管培养的无菌嫩梢剪成长约

有Z T 和N A A 的不同基本培养基中
,

其结果
‘

列于表 1
。

从表 1 分析
,

上述四种基本培养

基在嫩梢数量与长度上无显著差异
,

而只有

在平均节数上M S显著 优于其他三种
,

W PM

最差
,

SH和A卫d e rso n 次之
,

且二者无显著

差异
。

纵观上述四种基本培养基
,

不但在无机

盐分种类上不同
,

而且在总的盐分含量上也

有显著差异 (M S = 4 5 9 3 m g / L ; SH 二 3 4 5 3

m g / L , A n d e r so n = 1 5 5 7 m g / L ; W PM

= 2 68 3 m g / L )
,

然而就总体而言
,

培养效果

1 c m 含有一节的培养体
,

继代培养于含

衰 1 甚本培养甚对培养休嫩梢增殖

与生长的形晌

基 本 平 均 平均嫩梢长 平均节 数
嫩稍(芽)致

培 养 基 (个 ) (
e m ) (个 )

M S 1
.

0
.

s
.

6 a 6
.

‘a

S H 1
.

9 .
8

.

l a
5

.

4 b
.

A n d e r , o n 1
.

9
‘ 7

.

5
a 5

.

5 b

W PM
‘

1
.

7
.

8
.

l
a

4
.

5 ‘

注
:

处理平均数用 D u n e a n , s新 复极差侧脸(D u n e a n , s

m u lt iPle r a n g e te s t)
,

其差异显著性P ‘0
.

0 5

(表1一 3用同法侧验 )
。

差异并不十分显著
,

这说明西蒙得木培养体对各种无机成份的培养基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

然而由于节数是继代培养繁殖率高低的主要标志
,

无疑
,

在本试验中 M S 应属于最佳的基本

培养基
。

2
.

2
.

2 蔗糖含量 蔗糖是组培中碳源提供者
,

它直接影响组培过程中的分化与生长
。

本试验

采用10 ~ 4 0 9 / L 的浓度
,

在附加有 Z T 和 N A A 的M S 培养基中观察其培养效果 (见表 2 )
。

不同的蔗糖浓度在分化的嫩梢(芽 )数上虽有差异
,

但因 各处理内变化较大
,

达不到显著性水

准
,

而在嫩梢长度与节数上各处理差异较为显著
,

其中 30 9 / L 最佳
,

40 9 / L 最差
,

10 一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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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旋粉含 t 对培养体撼梢增殖

与生长的形晌

衰 3 植物生长们节荆对培养体撼梢增殖

与生长的影晌

均长
梢

平嫩翻号
蔗抢含t

(g / L)

均
(芽 )数
个 )

平均嫩梢长

(e m )

平 均节数

(个 )

乙梢(平灯压嫩

1 0 1
.

g
a

2 0 1
.

7
.

3 0 1
.

9
a

4 0 2
.

幻
.

浓 度或 比例

(m g / L )

平 均
嫩梢(芽)数

(个) (
c m )

平均节数

(个)

4
.

Z b

5
.

9
. b

7
.

3
a

3
.

9

4
_

s b

4
_

s b

:
_

:
‘

g / L 次之
。

2
。

2
。

3 植物生长调节剂 植物生长调 节 物

质的含量与配比直接影响培养体形态发生进

程和方向
。

为了便于观察与统计分析
,

本试

验选用 M S 为基本培养基
,

分别附加不同浓

度的细胞分裂素Z T 和生长素 N A A 以及单加

BA
,

分成二组培养基以比较其增殖 与生长

效果
,

其结果见表 3
。

试验表明
,

细胞分裂

素对于嫩梢增殖与生长是必不可少的
,

在无

激素的 1 号培养基中所测定的三个指标都最

Z T
:

N A A

1 0
:
0 1

.

l b 0
.

7 8
0

1
.

2 e d

2 0
.

5
: 0 2

.

0
. b 7

.

7
. b 5

.

3 b

3 1
.

5
:
0 1

.

8 . b 7
.

0 . b 6
.

0 b

4 3
.

0 t
0 2

.

4 .
5

.

6 b 5
.

2 b

5 5
.

0
名
0 2

.

7
.

3
.

s b o
2

.

8

6 1
.

0
:
0

.

0 1 2
.

1
. b 9

.

5
.

9
.

3
.

7 3
.

0
:
0 1 1

,

8
‘ b s

,

4 b 5
.

3 b

8 5
.

O
t l 1

.

4 . 卜0 2
.

l b o
2

.

4

9 10
.

0
:
2 0

.

2 0
0

.

2 0
0

.

2 d

BA

1 0 0
.

5 1
.

1
0

3
.

5
.

2
.

3
. 七

1 1 1
.

0 1
.

8 b 3
.

5
.

2
.

吕
.

1 2 3
.

0 4
.

0
.

3
.

5
.

3
.

1
.

13 5
.

0 1
.

6 七0
1

.

3 b 1
.

4
.

低
,

而且随着培养时间的增加渐趋死亡
。

低浓度的Z T 附加微量的N A A能得到最佳的增殖与

生长效果
。

高浓度(特别是高浓度的N A A )则多数不萌发
,

即使能生长由于太细弱也毫 无 应

用价值
,

最终以明显的毒害
,

同样渐趋死亡
。

在 BA 处理的各号培养基中
,

总的诱导效果差

于Z T
,

然而在含有 B A 3 m g / L 的培养基中能诱导出数量最多的丛生芽
,

这在原始外植体诱

导愈伤组织再分化上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

2
。

2
。

4 优良雌株外植体增殖与生长情 况 分

析 由于西蒙得木系雌雄异株植物
,

而且是

以结实取油为主要栽培目的
,

为此
,

能否用

组织培养法快速繁殖成年的丰产 优 株 无 性

系
,

仍是实用性研究的关键所在
。

现将 l 个

芽经每月 1 次共 5 次继代培养实际检测所得

的数据列于表 4
。

可见从丰产雌株的 1 个芽

节开始
,

经约半年的以增殖嫩梢为目的的连

续继代培养
,

就总节数而言增殖达 1 0 0 0倍 以

上
,

如果以同样目的继续培养
,

估计 1 年后

衰 4 西, 得木. 性优株外位休组培增反

与生长情况

继 代 培

养 次 数

嫩梢(芽 )数

总效 增殖
(个 ) 倍效

嫩 梢 长 橄梢节致

声长
气C 11 1少

增殖
倍致

总节数 增殖
(个 ) 格致

4 7 2 5
.

5

5 5 0 5 7
.

0

5

5 7

2 4 0

1 2 4 1

4
.

6

5
.

3

�b�了O曰的J�DOU

d.占OU

5
.

0

1 1
.

4

4
。

2

5
。

1

4 4

3 1 3 6
.

5

增殖数将超过 100 万倍
,

这就为大规模工厂化生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2
.

3 生根与移栽

切取长达 3 ~ 4 c m 带有 2 ~ 3节的无菌嫩梢
,

分别培养于含l/ ZM S ( M S大 量元素 减半 )和

A刀d e r so n 等的低盐分基本培养基中
,

附加低浓度的N A A 或I B A
,

同时在培养的最初 7 天分

别进行暗与光二种处理
,

其结果见表 5
。

试管嫩梢在 生 根 培 养 基 中
,

一般 7 ~ 10 天 就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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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培养基和光处理对诱导西象得木维梢生根的影晌

培 养
光 培

.

养
_ ,

暗 培 养
基

——

——
嫩 梢 数 生 根 数 生根率 (% ) 嫩 梢 数 生 根 数 生根率(% )

士M S + IBA

于M S + N A A

A n d e r so n + IBA

A n d e r s o n + N A A

平 均

3 0 石0

4 7 94

2 6 52

4 2 84

36
.

3 72
.

6

血Un�n�.U�U�勺已口口匀�勺沪a

匕口
.

几舀月山‘U八U.D6541 0 0 5 3 75

1 0 0 6 3

1 0 0 4 0

1 0 0 7 0

1 0 0 5 6
.

5

其基部形成愈伤组织
,

15 ~ 20 天就长出长约 。
.

3、 O
。

5 c m 的根系
,

经 l 个月观察上述四种培

养基和二种处理
,

很明显可看出经 7 天暗培养的生根率显著高于光培养的
,

在含有 N A A 的

培养基中的生根率显著高于在含有 I B A培养基中的
,

用1 / ZM S的稍好于用A卫d e r so n 的
,

但差

异不甚显著
,

在含有 N A A 的1 / ZMS培养基中
,

经最初 7 天的暗培养
,

其生根率可达 94 %
,

诱导效果最佳
。

经过生根培养的试管小植株
,

一般具有较为发达的根条 (图版 工二 1~ 4)
。

这时应将其转移

至自然光的环境中炼苗
,

在春秋季将小植株洗净栽于含沙质的黄心土或蛙石和珍珠岩中
,

初

期保持湿润并适当通风
,

经过40 ~ 50 天
,

苗木开始老熟并抽新梢
,

从而获得移栽成功
。

我们已成功地采取西蒙得木的实生幼苗以及成年丰产的雌株外植体
,

经组织培养均达到

快速繁殖目的
,

说明此法不受个体发育及遗传型差异的限制
,

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

然而由

于西蒙得木需特殊的栽培环境条件
,

从而也增加了试管苗移栽的难度
,

有待进一步探索
,

予

以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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