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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相思优树组培早期增殖速率研究

裘珍飞, 曾炳山, 刘 英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广东广州 510520)

摘要: 对 30个马占相思优树无性系进行组培增殖、生根技术研究, 观察 1 2 a月增殖率、生根率指

标,揭示不同无性系早期增殖速率的差异, 研究表明 30 个无性系可分为快、中、慢 3种增殖类型, 快增

殖类型无性系经过 9代( 13 15 个月) 培养达到较高增殖率( 2 18 倍!月- 1
) , 具备较好的生根性能

( 91 0% ) ,中、慢增殖类型无性系需 12 15 代( 18 22个月)培养才达到较高增殖率、生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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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相思( Acacia mangium Willd. )速生、高效、优质, 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于一身,引种

后在我国华南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山地造林树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华南

地区营造马占相思林达 1 4万 hm2!a- 1。相思类树种的组织培养始于 70年代,其方法多数采

用种子或种子幼苗为外植体, 由于成年优树枝条污染严重, 成功较少[ 1]。相思组培存在增殖率

高,伸长苗少,诱导生根苗更少的问题
[ 2]
。利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八五 、

九五 相思育种科研成果,研究马占相思优树无性系组培增殖技术,对优良无性系的迅速扩

繁,加速育种科研成果转化、解决良种短缺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 1 外植体选择

外植体均采用成年优树嫁接 1代萌条,将当年生萌枝去叶,从顶芽到以下每一个腋芽依次

分为 1、2、3、4、5节段,对应地采用消毒预备试验获得的 10%次氯酸钠+ 0. 1%升汞最佳时间进

行消毒,每节段接种 30个重复样品, 1个月后统计污染率, 2个月后统计各节段的腋芽分化率。

1 2 增殖诱导培养

选择预备试验
[ 3, 4]
中得到的较合适培养基(改良MS+ 6BA 0 5 mg!L- 1)对消毒成功的 30

个无性系进行相同条件下的增殖培养, 观察各无性系外植体接种后 12个月的诱导、增殖情况,

记录启动培养时间、月增殖率及继代次数。启动培养时间指从外植体接种到腋芽分株增殖所

需的时间;月增殖率指转接后的芽苗数与转接前芽苗数之比,每 30 d转接 1次即称 1代。

1 3 继代与增殖率试验

选择各增殖类型的代表性无性系(每类型 4个) ,每无性系 10次重复,每重复 20个外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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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连续增殖培养 15代,每隔 3代统计 1次增殖率,共统计 5次增殖率。

1 4 继代与生根率试验

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对快、中、慢各增殖类型 4个无性系进行10次重复,每重复接种 5

株无根苗生根试验,分析增殖 3、6、9、12、15代无根苗生根率。生根培养基为预备试验优化结

果培养基: 1/ 2MS+ IBA 4 0 mg!L- 1培养1周后接入MS无激素培养基。

1 5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聚类法[ 5]划分无性系增殖类型,聚类分析时先将启动时间和月增殖率进行数据标准

化变换,按平均距离法进行聚类。方差分析时生根百分率采用反正弦转换, 具体计算分析由

SAS软件执行。

2 结果与讨论

2 1 外植体部位对腋芽分化率的影响

马占相思枝条外植体消毒较难把握,叶柄由于多皱折,是主要污染源, 接种后一星期又容

易脱落,所以消毒前去掉叶柄能大大提高成功率,不会影响腋芽分化。枝条老嫩不同, 需要消

毒时间有很大差异(表1)。消毒时间不足,污染增多, 消毒成功率下降; 消毒时间过长, 外植体

死亡增大, 消毒成功率也下降。表 1列出各节段采用最佳消毒时间消毒后获取的最优消毒成

功率,从中可以看到,各节段采用对应的消毒时间后可获得 50%左右的消毒成功率,但其对应

的腋芽分化率却从顶芽依次向下下降( 70 0% 25 0% )。所以马克相思组培外植体选择时应

以萌芽枝顶芽及第 2节段好,用较短的消毒时间可获得较高的消毒成功率和腋芽分化率。

表 1 枝条不同节段的腋芽分化率

枝条节段 消毒时间1) / s 接种芽数/个 消毒成功率/ % 腋芽分化数/个 腋芽分化率/ %

1 5+ 5 30 66 7 14 70 0

2 7+ 7 30 53. 3 9 56. 2

3 10+ 10 30 46. 7 6 42. 8

4 15+ 15 30 56. 7 5 29. 4

5 15+ 20 30 66. 7 5 25. 0

注: 1) +  号前的数值表示先用 10%次氯酸钠消毒的时间, +  号后的数值表示接着用 0 1%升汞消毒的时间。

2 2 无性系增殖速度

30个马占相思优树无性系诱导、增殖培养情况表明, 在相同条件下,外植体接种后 1 a,不

同无性系启动培养时间和增殖率有较大差异(表 2) ,以启动培养时间和增殖率为参数进行聚

类分析表明(图 1) : 30个无性系在平均距离为 0 6处可明显分为4类, 第1、2类( 1 9号)无性

系具有启动时间短、增殖能力强的相同特点, 可称为快增殖类型无性系(L97 L72) ,启动培养

时间只需 90 145 d,第 12月增殖率达 1 55倍以上;第 3类( 10 24号)为中增殖类型无性系

(L46 L66) ,启动培养时间为 150 200 d, 第 12月增殖率为 1 43 1 14倍; 第 4类( 25 30

号)为慢增殖类型无性系(L104 L39) ,启动时间超过 200 d,第 12月增殖率小于 1 1倍。从观

察中也可明显地看出:快增殖类型无性系腋芽分株后大量萌生新芽,且新芽生长迅速, 继代转

接时平均芽高超过 1 5 cm。慢增殖类型无性系腋芽萌芽后 6 7个月才开始增殖, 且新芽生

长慢, 增殖少。应用于实际生产上, 快增殖类型无性系培养 6个月可实现产苗,中增殖类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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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系需12个月,而慢增殖类型无性系需更长时间才能产苗。

表 2 30 个无性系启动时间与第 12个月增殖率

序号 无性系编号 启动培养时间/ d 月增殖率/倍 序号 无性系编号 启动培养时间/d 月增殖率/倍

1 L97 90 2 17 16 Z13 180 1 18

2 L18 105 2 28 17 L53 190 1 18

3 L21 110 2. 13 18 L22 165 1. 16

4 L20 105 1. 79 19 Z3 175 1. 15

5 L166 115 1. 55 20 L83 185 1. 15

6 L74 120 1. 55 21 L9 150 1. 14

7 L139 120 2. 00 22 L45 180 1. 14

8 L14 130 1. 90 23 L131 195 1. 14

9 L72 145 1. 76 24 L66 200 1. 14

10 L46 150 1. 43 25 L104 210 1. 05

11 L77 165 1. 43 26 L162 218 1. 05

12 L188 170 1. 44 27 Z8 220 1. 05

13 L78 185 1. 42 28 L102 220 1. 05

14 L103 180 1. 23 29 L30 225 1. 04

15 L7 145 1. 20 30 L 39 230 1. 04

图 1 相思无性系增殖类型聚类分析图

2 3 继代次数对月增殖率的影响

选择快、中、慢增殖类型各 4个代表无性系观察继代和月增殖率情况, 月增殖率取 4 个代

表无性系的平均值。结果表明:随着继代增加,快、中、慢增殖类型无性系月增殖率呈不同速率

增加(图2)。快增殖类型无性系启动培养后第 3代增殖率达 1 78倍, 第6代达1 98倍,到 9代

后趋于稳定;中增殖类型无性系月增殖率呈逐渐上升趋势, 3 15代的月增殖率分别为 1 09、

1 35、1 58、1 80、1 87,其中3 12代月增殖率递升幅度较大(大于 0 22) ,到 12 15代增幅仅

为0 7,呈较稳定增值; 慢增殖类型无性系第 3 12代月增殖率上升缓慢, 分别为 1 04、1 15、

1 33、1 43,到第 15代后出现较大增长,增加到 1 78倍!月- 1。从培养时间来看, 快增殖类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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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继代与月增殖率关系图

性系接种后培养 13个月到达较大增殖率水平( 2 18 倍!月- 1
) ,中、慢增殖类型无性系需培养

18 22个月才达到一定增殖率( 1 8 1 78倍!月- 1)。

2 4 不同继代苗生根能力的变化

马占相思组培苗生根较为困难,采用常规一次性生根培养很难达到理想的生根率,经过众

多预备试验,筛选出 1/ 2MS+ IBA 4 mg!L- 1培养基上培养一星期后转入 MS 无激素培养基培

养,生根率较高,且生根后高生长迅速, 30 d平均苗高可达 4 5 cm。快、中、慢增殖类型无性系

3 15代生根率双因子方差分析表明(表 3) , 不同增殖类型间、不同代数间具极显著差异,代

数与增殖类型间交互作用也呈显著差异,进一步的邓肯氏分析表明(表 4) , 增殖类型不同生根

难易不同,增殖较快的无性系,表现出容易生根的特性,增殖较慢的无性系生根较困难;随着增

殖代数增加,生根率逐渐提高,实现生根难到易的转变。快增殖类型无性系培养第 9代后( 13

15个月)表现出易生根的特性,生根率最高达91 0%以上;中、慢增殖类型无性系培养 12

15代后( 18 22个月)达到 88%的生根率。

表 3 不同增殖类型 3 15 代苗生根率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F 值 显著性水平

重复间 3 0 006 9 0 002 3 0 71 0 554 1

增殖类型间 2 3 580 7 1 790 4 546 11* * 0 000 1

代数间 4 5 206 2 1 301 6 397 01* * 0 000 1

类型 ∀ 代数 8 1 072 1 0 134 0 40 88* * 0 000 1

机误 42 0 137 7 0 003 3

表 4 邓肯氏多重比较

增殖类型 生根率均值/ % 差异显著性 增殖代数 生根率均值/ % 差异显著性

快 85 1 | 3 29 1 |

中 64 2 | 6 47 3 |

慢 39 3 | 9 67 0 |

12 81 3 |

15 89 9 |

注: = 0. 05。

3 结论

( 1)马占相思外植体采用顶芽较嫩节段配以较少消毒时间可获得最高的腋芽萌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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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马占相思不同无性系间增殖速度存在较大差异, 根据启动培养时间及月增殖率不同可

分为快、中、慢增殖类型无性系。快增殖类型无性系启动培养时间只需 3 5个月, 1 a后月增

殖率可达 1 55倍以上,中增殖类型无性系启动培养时间为 5 7个月, 1 a 后月增殖率最高为

1 43倍,慢增殖型无性系启动培养时间需7个月以上, 1 a后月增殖率不足 1 1倍。

( 3)随着继代的增加( 3 15代) , 各增殖类型无性系月增殖率、生根率呈不同速率增加,快

增殖类型无性系经 9 代( 13 15 个月) 组培表现出较高增殖率及生根率 ( 2 18 倍!月- 1、

91 0%) ;中、慢增殖型无性系需经 12 15代( 18 22个月)培养, 增殖率、生根率才达到一定

水平(平均 1 82倍!月- 1
、8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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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arly Multiplicative Ratio in vitro of

Acacia mangium Plus Trees

QIU Zhen fei , ZENG Bing shan, LIU Ying
(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opical Forestry, CAF Guangzhou 51052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technique of multiplicative and rooting ratio in vitro of 30 plus tree of Acacia mangium was

studied.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 among clones in multiplication and rooting at the early stage of tissue

cul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30 clones can be divided into 3multiplicative types, i. e. fast, middle and

slow multiplicative types. The fast one can reach to high monthly multiplicative ratio ( 2. 18 times per

month) after 13 to 15months∃ introduction while it has good rooting property with 91. 0 per cent . But the
middle and slow one can∃ t get the high monthly multiplicative rat io t ill they got 18 to 22 months∃ introduc

tion.

Key words: Acacia mangium; clone; tissue culture; multiplication; r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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