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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省藤组培成苗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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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单叶省藤、短叶省藤组培快繁成苗芽的选择研究试验结果表明: 生长健壮、形态正常的不

同高度未展叶单芽组,在成苗培养过程中, 高生长、生根率、生根条数和生根长度存在差异。高度在

2. 1~ 4. 0 cm 的未展叶单芽为伸长培养和生根诱导培养的最佳高度组, 生根诱导培养 3 个月后, 芽

苗生长可达到组培苗移植规格(苗高、根长> 4. 0 cm)。研究试验结果还显示, 2 种省藤组培成苗培

养过程,伸长及生根诱导培养可浓缩为一步, 直接从增殖培养材料中选择 2. 1~ 4. 0 cm 的单芽进入

生根诱导培养,一步成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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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藤属( Calamus Linn. )为棕榈科( Palmae)鳞果亚科( Lepidocaryoideae Drude) , 是热带和

亚热带森林优良经济层间植物之一,其藤茎纤维含量丰富,韧性和工艺性良好,具有很高的经

济价值。

随着人们对棕榈藤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认识日益加深
[ 1]

, 对棕榈藤的研究亦不断深

入,先后从 60年代的栽培技术研究发展到 80年代的优良藤种的组织培养研究,并取得一定进

展[ 2~ 4] , 此后的 90年代,棕榈藤的组织培养研究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5~ 10]。本文着重探讨

省藤属的单叶省藤( Calamus simp licif olius Wei)、短叶省藤( Calamus egregius Burret )的成苗

芽体选择,进一步完善棕榈藤组培工艺技术, 为工厂化生产棕榈藤组培苗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以 1992年采集于广东省伦道藤场的单叶省藤种胚,同年采集于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

所藤种园的短叶省藤种胚为外植体,经胚培养和数代增殖培养后,选择生长健壮、形态正常的

不同高度组单芽为试验材料。

1. 2 试验方法

1. 2. 1 培养基 采用的伸长培养基 Reo 和生根诱导培养基 Sg2,为曾炳山等自行研制的省藤

属专用培养基。

1. 2. 2 伸长培养 采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 实验观察重复数> 15,样本数> 45,每次重复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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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3。按芽高度将未展叶的单芽分成 3组, 连续培养观测 2个月, 调查其伸长情况。A 组:

0. 5~ 1. 0 cm, B组: 1. 1~ 2. 0 cm, C 组: 2. 1~ 4. 0 cm。

1. 2. 3 生根诱导培养 与伸长培养的试验方法相同, 按芽高度将单芽分成 3组,连续培养观

测 3个月,统计生根率、生根条数、生根长度等各项生根指标值; 不同高度单芽组高生长情况。

D组: 1. 1~ 2. 0 cm, E组: 2. 1~ 4. 0 cm, F 组: 4. 0 cm 以上。

1. 2. 4 资料统计分析 用算术平均与加权平均数法, 分别计算各重复各处理的观测指标值。

对生根率作反正弦变换; 生根条数作平方根变换后,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LSR检验,比较各

处理的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 1 伸长培养繁殖体的选择

单叶省藤和短叶省藤的 3 组不同高度芽组, 伸长培养试验结果表明(图 1) :单芽高度越

高,抽高生长也高,以 2. 1~ 4. 0 cm 的 C组抽高生长最快。

图 1 两种省藤(左:单叶省藤;右:短叶省藤)不同高度芽组的伸长培养结果

方差分析及 LSR检验结果显示(表 1、表 2) :单叶省藤伸长培养 1 个月后, 各不同高度芽

组间净伸长差异不显著, 2个月后,伸长最快的 C组显著高于 A、B组, 而短叶省藤伸长培养仅

表 1 单叶省藤不同高度芽组伸长培养的净伸长方差分析及 LSR 检验

不同高度芽组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培养时间: 60 d

均 方 均方比 平均净伸长/ cm

C 不同高度芽组 2 8. 933 6 7. 236 6* * * 2. 43 a

B 误 差 50 1. 234 5 1. 39 b

A 总 和 52 0. 90 b

注: F0. 01= 5. 06,平均值后标有相同字母的表示LSR 检验( P = 0. 05)水平上差异不显著,全文同。

表 2 短叶省藤不同高度芽组伸长培养的净伸长方差分析及 LSR 检验

不同高

度芽组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培养时间: 30 d 培养时间: 60 d

均 方 均方比 平均净伸长/ cm 均 方 均方比 平均净伸长/ cm

C 不同高度芽组 2 4. 640 7 11. 352 0* * * 1. 32 a 21. 761 7 19. 952 0* * * 2. 80 a

B 误 差 75 0. 408 8 0. 76 b 1. 090 7 1. 22 b

A 总 和 77 0. 49 b 0. 93 b

注: F0. 01= 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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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 差异即极显著, 比单叶省藤提早 1个月达到差异显著水平,仍然是 C 组伸长最快。因

此,在单叶省藤和短叶省藤的伸长培养过程中,有必要进行芽的不同高度选择, 以芽高度为2. 1

~ 4. 0 cm的 C 组伸长培养效果最佳。

2. 2 生根诱导繁殖体的选择

单叶省藤生根诱导培养 3个月结果表明(表 3) :高度为 2. 1~ 4. 0 cm的 E 组生根率最高,

生根条数亦最多。经 3个月生根诱导培养后,不同高度芽组,生根长度均在 4. 0 cm 以上;芽苗

高度,除 D组外,其余的 E、F 组,苗高均在 4. 0 cm 以上。而短叶省藤的 E 组芽,各项生根指标

值均最高(表 5)。生根诱导培养 3个月后,各组生根长度亦在 4. 0 cm 以上;芽苗高度,同样是

除 D组外, E、F 组均在 4. 0 cm 以上。

表 3 单叶省藤不同高度芽组生根诱导效果统计

不同高度芽组
平均生根率% 平均生根条数 平均生根长度/ cm 平均芽苗高度/ cm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D( 1. 1~ 2. 0 cm) 24. 0 45. 50 49. 38 0. 99 1. 53 1. 59 0. 52 1. 78 4. 00 1. 49 2. 07 2. 32

E( 2. 1~ 4. 0 cm) 45. 56 68. 89 69. 00 1. 03 1. 92 2. 03 0. 64 2. 18 4. 54 3. 11 3. 83 4. 40

F( > 4. 0 cm) 20. 51 33. 33 37. 82 0. 56 1. 02 1. 06 0. 50 1. 94 4. 62 7. 34 8. 11 8. 72

该栏依次表示: 1:生根诱导培养 1个月, 2:生根诱导培养 2个月, 3:生根诱导培养 3个月。表 5同。

各项生根指标值方差分析及 LSR检验结果:单叶省藤生根诱导培养 1个月后,各组芽的

生根率即达到极显著差异, E 组极显著高于 D、F 组, 这与黄藤 ( Daemonor op s margari tae

Becc. )生根诱导成苗的繁殖体选择结果有所区别[ 8] ,培养 2 个月, 结果仍然一样, 3个月后, E

组芽生根率显著高于 F 组芽(表 4) ;而生根长度, 连续培养 3个月无显著差异; 生根条数,第 1

个月无显著差异,第 2个月达到显著差异, E组显著高于 F 组, 3个月后 D、F 组显著低于 E组

(表 4)。而短叶省藤的 3 组不同高度芽组,经 2 个月生根诱导培养后, 生根率即达到显著差

异, E 组显著高于 F 组, 3个月后又无显著差异; 而生根条数连续培养 3个月, 无显著差异;生

根长度,生根诱导培养 3个月后达到显著差异(表 6) , 芽高为 2. 1~ 4. 0 cm 的 E 组, 显著高于

D、F 组。

在生根诱导培养中还观察到,单芽高< 2. 0 cm 的芽体伸长较难,部分芽体枯顶,新抽叶片

发黄;反之,单芽高> 2. 0 cm 的芽体伸长较容易,新抽叶片嫩绿,生长状况较好。

表 4 单叶省藤不同高度芽组生根诱导培养 90 d后的方差分析及 LSR检验

不同高

度芽组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平均生根率/ % 平均生根条数

均 方 均方比 平均生根率/ % 均 方 均方比 平均生根条数

E 不同高度芽组 2 0. 806 1 3. 150 0* * * 69. 00 a 4. 487 1 4. 224 9* * * 2. 03 a

D 误 差 65 0. 255 9 49. 38 ab 1. 062 1 1. 59 b

F 总 和 67 37. 82 b 1. 06 b

注: F0. 01临界值= 3. 14。

综上所述, 单芽高度对生根诱导培养中的茎高生长、生根率、根系长度、生根条数有很大影

响。以 2. 1~ 4. 0 cm 的 E组芽体,是单叶省藤生根诱导的最好材料, 既能提高芽体生根率、增

加生根条数,又能经 3个月培养后达到移植规格(苗高、根长> 4. 0 cm)的最适要求[ 11]。高度

在 4. 0 cm 以上的芽体 F 组,虽可作为生根诱导材料,但因该藤种生根诱导难
[ 7]

,出根率低,须

进行二次生根诱导, 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因此增殖培养时, 当芽高度接近 4. 0 cm 时, 须选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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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诱导成苗,不同待其超过 4. 0 cm, 既不利于增殖, 也不利于生根。短叶省藤的生根诱导生长

情况与单叶省藤相近似, 应选择芽高度为 2. 1~ 4. 0 cm 的 E组芽体, 及 4. 0 cm 以上的 F 组芽

体为生根诱导的最适材料。即 2. 1 cm 以上的芽体均为短叶省藤生根诱导的最佳材料。
表 5 短叶省藤不同高度芽组生根诱导效果统计

不同高度芽组
平均生根率% 平均生根条数 平均生根长度/ cm 平均芽苗高度/ cm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D(1. 1~ 2. 0 cm) 34. 13 57. 15 61. 11 0. 86 1. 22 1. 31 0. 99 2. 16 2. 74 1. 45 1. 74 2. 23

E( 2. 1~ 4. 0 cm) 50. 00 76. 67 78. 67 1. 20 1. 40 1. 75 2. 32 4. 26 5. 73 2. 95 3. 35 4. 20

F( > 4. 0 cm ) 32. 56 43. 17 50. 20 1. 11 1. 36 1. 52 1. 33 2. 10 2. 34 7. 01 7. 81 8. 78

表 6 短叶省藤不同高度芽组生根诱导培养 90 d后的方差分析及 LSR检验

不同高度芽组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平 均生 根长 度

均 方 均方比 平均生根长度/ cm

E 不同高度芽组 2 42. 151 4 3. 299 1* * 5. 73 a

D 误 差 50 12. 776 7 2. 74 b

F 总 和 52 2. 34 b

注: F0. 05= 3. 18。

3 小结与讨论

( 1)单叶省藤、短叶省藤伸长培养, 以生长健壮、形态正常、高度在 2. 1~ 4. 0 cm 的未展叶

单芽体生长最快,为伸长培养的理想芽体。

( 2)单叶省藤生根诱导培养,以高度在 2. 1~ 4. 0 cm的芽体生根率最高,生根条数最多,培

养 3个月后,能达到移植规格(苗高、根长> 4. 0 cm)的最适要求。

( 3)高度为 2. 1 cm 以上的芽体是短叶省藤生根诱导的最佳材料。

以上结果表明, 高度为 2. 1~ 4. 0 cm 的未展叶单芽体,是两种省藤伸长培养与生根诱导培

养的最佳芽体, 生根诱导的芽不仅能顺利生根生长, 而且能顺利抽高生长, 形成达到移植规格

的芽苗。鉴于这种情况, 在组培快繁过程中, 两种省藤的伸长培养过程可省弃,直接从继代增

殖培养中,选择高度为 2. 1 cm 以上的芽进入生根诱导培养, 生根、生长成苗, 从而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经济效益,这与黄藤成苗诱导培养有较大区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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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of in vitro Buds of Two Rattan Species

for Elongation and Rooting

LI U Ying, ZEN G Bing-shan, YIN Guang-tia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opical Forest ry,CAF,Guangzhou 51052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 ith the select ion of in v itr o buds of two rat tan species for elongat ion

and roo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vi tro buds w ith dif ferent heights are significant ly dif ferent

in elongat ion and root ing. In v itr o buds w ith the height of 2. 1~ 4. 0 cm are appropriate m aterial

for elongation and those w ith a height> 2. 1 cm are good for root ing. Buds w ith a height> 2. 1 cm

can be selected for rooting w ithout elongat ion culture.

Key words: Calamus ; tissue culture; select ion of buds of elongation and r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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