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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品种碧香无核茎段组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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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葡萄品种碧香无核的茎段组培技术。结果表明，碧香无核的最佳组培方案为：以当年生碧香无核半

木质化的茎段作为外植体，消毒切块后转入诱导培养基MS+zT(玉米素)3．0 mg／L上，诱导出愈伤组织，进而分化出

芽，然后切割这些芽继续接种到MS+zI'3．0 mg／L培养基上增殖培养，经过2～3次继代培养后，将增殖的大量芽转入

1／2MS+IBA(吲哚一3一丁酸)1．2 mg／L生根培养基上诱导生根，生根壮苗培养后即可出瓶，得到碧香无核组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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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品种碧香无核是由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于2003年选

育而成，具有抗病、抗寒、无核、优质、高产等优点，2004年该

品种通过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该品种适宜在吉林省年平

均气温I>4．5℃、无霜期≥120 d、10℃以上积温≥2 400℃以

上的地区栽培⋯。目前该品种主要采用嫁接方法来育苗，但

嫁接育苗需要大量砧木，另外操作技术相对复杂，对育苗成活

率有一定影响。为加快该品种在吉林省的推广，为其大面积

栽培提供优质苗木，本研究采用茎段作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

养，以期为繁育大量优质碧香无核葡萄苗奠定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1．1．1外植体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园艺场选择健壮、旺

盛、无病虫害的碧香无核嫁接苗作为母株，挑选表面光滑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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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半木质化枝条作为外植体。

1．1．2仪器、试剂高压锅、超净工作台、分析天平等仪器；

zT(玉米素)、IBA(吲哚一3一丁酸)等2种激素；加入蔗糖的

MS琼脂固体培养基；100 mL三角瓶及500 mL玻璃瓶

若干‘2一“。

1．2 方法

1．2．1培养挑选表面光滑的当年生半木质化枝条，截成约

10 cm的长段，先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然后用药棉浸75％乙醇

溶液擦拭其表面，最后用蒸馏水冲洗3～4次。为了除去寄生

在芽眼和皮层内的微生物，于超净工作台上把枝条上的芽眼、

皮层剥去，露出形成层。将枝条纵向切成4—8瓣，再横切，形

成1～1．5 cm大小的小块，每个诱导培养基瓶中接种1个小

块。待萌发出芽后，转入该阶段诱导效果最佳的配方瓶中进

行继代培养，经过3—4代增殖培养后，将形成的大量芽转入

5种生根培养基瓶中，经过壮苗培养，待形成完整根系后即可

出瓶移栽H J。

1．2．2培养基配方培养基配方见表1。

1．2．3培养条件培养温度为25—30℃，每天光照12～16 h，

光照度2 000—3 000 lx，相对湿度为80％一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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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阶段培养基配方

诱导培养基 生根培养基

编号 配方 编号 配方

Jl MS+ZT 1．0mg／L Yl 1／2MS+IBA 0．5 mg／L

J2 MS+ZT2．0 mg／L Y2 1／2MS+IBA 0．8 IllIg／L

J3 MS+ZT3．0 mg／L Y3 1／2MS+IBA 1．0 mg／L

L MS+zT 4．0 mg／L Y4 I／2MS+IBA 1．2 mg／L

Y5 1／2MS+IBA 1．5 mg／L

注：培养基配方中均添加蔗糖30 g／L、琼脂6 g／L、pH值调节为

5．8。采用100 mL三角瓶诱导，采用500 mL玻璃瓶生根，培养基体

积为瓶体积的1／5—1／4。

2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诱导培养基上愈伤组织诱导情况

将碧香无核枝条小块接种到不同诱导培养基后，约15 d

形成愈伤组织，但不同诱导培养基处理的诱导时间及愈伤组

织诱导率有较大差异。由表2可见，不同诱导培养基上愈伤

组织的分化有明显区别，说明在诱导阶段砑浓度对愈伤组

织的形成起主要作用。J。处理的愈伤组织诱导率较低，说明

Zrr含量低不利于愈伤组织形成，J3处理的愈伤组织形成率达

到100％，而J4处理的愈伤组织形成率又降为94．7％，说明

zr浓度并非越大越好。J3处理的愈伤组织形成瓶数最多，诱

导率达到100％，最早形成愈伤组织，并且大量形成愈伤组织

的时间较早，因此该配方较好。

表2不同诱导培养基上愈伤组织诱导情况

2．2不同诱导培养基上芽诱导情况

外植体小块在4种诱导培养基上先后形成愈伤组织，后

陆续分化出芽。由表2可见，4种诱导培养基上都能诱导出

芽，说明形成愈伤组织即意味着能萌发出芽。虽然从诱导成

芽率来看，J：、J3、J。处理的诱导成芽率均达到100％，但是各

处理的诱导芽最早萌发时间有差异，J3处理最早形成芽，而

且形成芽数量较多，分化出芽类型也比较理想。不同诱导培

养基上芽诱导情况与愈伤组织诱导结果相吻合，说明采用J3

配方作为诱导培养基最合适，继代阶段可沿用後配方。

表3 4种接种培养基上外植体诱导分化情况

2．3 不同生根培养基上苗木生根情况

诱导成芽后，在J3配方上经过2—3次继代，将1 cm长

以上的芽苗从基部剪下，转入5种生根培养基上，比较生根时

间、生根率、每苗根数。从表4可见，苗木在5种生根配方上

均能生根，但生根情况有所不同。生根从转瓶后8 d开始，集

中在转瓶后10—15 d。从生根率来看，Y4、Y，处理均达到

90％以上，较为理想，尤其是Y4处理，达到100％，且Y。处理

的平均苗木根数较多，可见生根培养基配方中添加IBA量以

1．2 mg／L以上为好，但不能超过1．4 mg／L。

表4 5种生根培养基上苗木生根情况

3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在诱导阶段，4种诱导培养基上都能形成愈

伤组织及分化出芽，说明zI’对碧香无核枝条的诱导有主导

作用。Ms+zr 3．0 mg／L配方形成愈伤组织的瓶数最多，诱

导率达到100％，最早形成愈伤组织，并且大量形成愈伤组织

的时间较早，此外在短期内这些愈伤组织能全部分化出芽，为

继代提供材料。在生根阶段，5种生根培养基上均能生根，其

中1／2MS+IBA 1．2 mg／L配方的生根效果最好，生根率达到

100％，且形成根系最多。碧香无核枝条的组培快速繁殖方

案：以当年生碧香无核半木质化的茎段作为外植体，消毒切块

后转入诱导培养基Ms+Zrr 3．0 mg／L上，诱导出愈伤组织，

进而分化出芽，然后切割这些芽继续接种到MS+zr

3．0 mg／L上增殖培养，经过2—3次继代后，将增殖的大量芽

转入1／2MS+IBA 1．2 mg／L生根培养基上诱导生根，生根壮

苗培养后即可出瓶，得到碧香无核组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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