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OO2年 6月 

第 25卷第6期 

重庆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Na~ral Science Edition) 

V0I．25 No．6 

Jun．2002 

文章编号：1000—582X(2002)06—0075—03 

中华猕猴桃的组织培养及其实用快速繁殖 

阳 小 成 ，王 伯 初 ，叶 志 义 ，段 传 人 ，车 晓 彦 
(1．重庆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重庆 400044；2．四川省药品检验所，成都 610036) 

摘 要：简述了对木本经济植物中华猕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进行组培快繁育苗的具体方法。并针 

对传统组培法育苗不太重视试管苗后期的炼苗移栽等环节的不足，特别加强了对猕猴桃组培苗在成为田 

间商品苗之前的培育管理方法的研究，从而提高了组培苗的移栽成活率(达 85％以上)，本研究成果是对 

传统方法的改进，致力于真正提高农业生产实践中优良果木组培育苗的实际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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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自20世纪 60年代以来已逐渐 

发展成为一门较成熟的植物快速繁殖技术，并在农业、 

林业、园艺等领域逐渐得到应用。但由于仍存在一些 

尚未解决的技术难题，妨碍了此技术在生产实践中更 

广泛和更大量的运用。其中尤以木本植物的组织培养 

育苗难度更大，如培养中经常出现的褐化和玻璃苗等 

现象，以及组培苗后期的生根、分根困难等问题长期困 

扰着科研工作者，至今木本植物组培育苗的成功率相 

对草本植物仍低得多。 

木本植物是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 、且经济价值更 

高的一大类群，如多种水果，优质木材和许多工业原料 

均来自木本植物。现实生产实践中对前者的需求相对 

草本植物更为迫切，尤其是我国当前正大力开展的西 

部山区退耕还林 ，三北地区和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 

设等生态工程急需大量木本苗木。 

商业性树木的繁殖多依赖于传统繁殖方法，如种 

子直接萌发为实生苗等。但木本植物由于生存期长， 

花龄和果龄一般也比草本植物晚得多，加之许多木本 

植物由于结实少，或种子萌发率低，或后代(实生苗)品 

质分化差异大等因素的影响，使其实生苗远远不能满 

足人类的需求，近年来一些生物技术已小规模地用于 

生产植树造林的苗木，如采取无性繁殖的扦插、嫁接和 

组织培养等方法，可以迅速扩大其种群 。其中组培 

法因具有外植体需求量少、繁殖系数高、后代品质分化 

小等优势而成为植物大规模快速繁殖的首选方法。 

l 组培材料 

中华猕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是一种经济价值 

较高的木质藤本植物，其果实肉厚汁多，酸甜适度，被 

誉为水果“维 c之王”。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广泛分布 

和人工栽种，是山区退耕还林和农民脱贫致富的优选 

经济植物 引。因而对猕猴桃优良种苗的市场需求量 

较大。 

我们按常规选用中华猕猴桃的茎段作为组织培养 

育苗的材料(外植体)。 

2 培养条件 

对于猕猴桃组织培养的培养基配方，我们经过对 

比实验最终选用了效果最佳的培养基配方 引：选取 MS 

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并附加 1～2 mg·L ZT(玉米 

素)，30％蔗糖和 0．75％琼脂(pH值为 5．7～5．9)诱导 

猕猴桃愈伤组织和芽。另外，为防止在木本植物组培 

中容易出现的褐化现象，可在培养基中加入0．Ol％的抗 

氧化剂 PVP或0．3％的活性炭。外植体在温度为 25～ 

28℃，光照 l2～14 h·d～，光照度 2 500 Ix左右的条件 

下进行培养。继代培养的培养基配方和培养条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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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只是由于随着继代次数的增加，植物体内开始积 

累一定量的激素，可逐渐降低继代培养基中ZT的含量 

(≤1 mg·L )。 

3 试管苗的培养 

3．1 无菌试管苗的获得 

植物的快速繁殖技术包括无菌培养物的建立、芽 

的增殖、根的诱导和试管苗的移栽 4个环节 ]。根据 

本实验室连续一年的培养研究，发现一年四季中，春季 

和夏季所取的猕猴桃外植体消毒灭菌相对秋 、冬季要 

容易得多，相应组培的成功率也高得多。因此最好在 

每年春夏季的正午前后取猕猴桃当年生的茎段作为外 

植体。除去茎段上的叶片后在自来水下冲洗 1 h左右， 

然后在超净工作台上对其消毒：70％酒精浸泡30～45 S， 

用无菌水冲洗 1次，再以5％的次氯酸钠浸泡 15 min 

左右，后用无菌水冲洗该茎段 3，4次。随后置于无菌 

滤纸上吸干。 

在超净台上用灭菌的手术刀片将茎段切成 0．5～ 

0．8 cm的小段 ，然后将其接人已配好的新鲜愈伤组织 

诱导培养基中(每瓶 1～3个茎段 )。之后将其移入上 

述给定条件的人工气候箱中进行培养。 

约7～10 d茎段开始脱分化，在切口周围出现膨 

大致密的黄绿色愈伤组织(部分有腋芽的茎段可由芽直 

接发育成苗)，20 d左右愈伤组织一般可达 0．7～1．0 g。 

其表面同时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颗粒状突起 ，很快这 

些突起开始诱导分化出数量不等的不定芽，芽的分化 

率可达 90％以上。(经记数测定，每块愈伤组织可产生 

4～8个最终可发育成苗的有效芽)不定芽产生后生长较 

快，从肉眼可辨开始，约 2～3周即可长成高 2～3 crfl的 

试管苗，分化出3～5片幼叶。 

3．2 快速继代繁殖 

采取 2种途径进行愈伤组织的快速继代繁殖。 

1)将已诱导分化出芽的猕猴桃愈伤组织切成数 

量不等但大小相近的小块，分别接种到配方同诱导培 

养基(或仅减少 zT的含量至 1 mg·L 以下)的继代培 

养基中进行增殖培养。 

2)将已长至约 5 cm的无菌试管苗的茎段和叶柄 

作为外植体，切成 0．4 cm左右长的小段，接种至继代 

培养基中，再脱分化产生愈伤组织和诱导出芽，从而 

实现试管苗的继代增殖。 

通过对比实验发现，途径 1)的继代增殖效果较 

好，周期也相对较短。建议选用。在正常情况下，每增 

殖一代约需 1个月左右，增殖系数可达 4～5。 

3．3 诱导生根 

可采用瓶内生根和瓶外生根的方法促进试管苗根 

系发生及其功能的恢复。 

3．3．1 瓶 内生根 

试管苗长至 3～5 cm即可切下生根。将新梢基部 

浸入已灭菌的 100 mg·L 的 IBA溶液中40～60 min， 

然后转入无激素的 1／2MS培养基中。约 2～3周在梢 

的基部切口附近出现不定根，4～6周时根的数量可达 

l0根以上，且出现次级分根，逐渐在培养基中形成网 

状的根系。此法的生根率可达 80％。 

3．3．2 瓶 外生根 

将切下的猕猴桃新梢在 50～100 mg·L 的 IBA溶 

液(不需灭菌)中浸泡约 1 h，然后直接移入装有细沙并 

淋透了已稀释 l0倍 的 MS培养基的大量元素营养母 

液的小花盆中，并在其上扣上透光通气且保湿的大号 

培养皿，以防此时柔弱的无根苗因失水而枯死。约 1 

周后即可发现在苗的基部出现几个 白色的不定根突 

起，随后根逐渐延伸并长入沙土中吸收水分和养分。 

瓶外生根法可将生根及对苗的驯化(炼苗)结合起 

来，它既可降低育苗成本，又可提高移栽成活率，且简 

化了育苗程序，因而也更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4 炼苗与移栽 

试管苗移栽至大田是木本植物组培技术从实验室 

阶段过渡到有应用价值的工厂化育苗阶段的关键环 

节。因为试管苗在人工培养箱和三角瓶中恒温、高湿、 

低光、异养等特殊环境下增殖与生长，使其形态解剖结 

构和生理特性与在温室大棚 、特别是野外条件下生长 

的植株有很大不同。为适应移栽后相对恶劣多变的自 

然环境条件，必须要对试管苗进行一个逐步锻炼和适 

应的过程，即进行炼苗，随后移栽至野外才能确保有较 

高的成活率。 

所以，在已生根的试管苗移栽前，应尽量通过逐渐 

开瓶炼苗驯化，使其强壮化，诱导组培苗茎叶保护组织 

的发生和恢复其气孔开闭的水气调节功能。 

炼苗的主要方法为：打开瓶口一降温一增光。 

而试管苗移栽的一般步骤为：人工气候箱一温室 

大棚一大田 

可见，试管苗逐级移栽的过程实际上也可看作一 

个炼苗的过程。这两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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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苗20 d左右即可移栽到基质以腐质土为主的盆钵 

中，通过这一过程，可使试管苗 的最终成 活率达 到 

85％以上，而传统方法仅有 6o％ 一70％的苗木成活率。 

上述组培育苗各步骤可以如下示意图表示 ： 

供试 

植物 

图 1 猕猴桃实用快速繁殖技术路线示意图 

5 意义与进展 

由于猕猴桃雌雄异株，且其中约 70％是雄株，资 

源调查中选出的优良单株因实生苗易发生高度分离而 

不宜用种子繁殖，用传统的枝接法和嫁接法也因材料 

有限而难以快速大量繁殖，而用组培法则可以弥补上 

述不足，是一个较理想的快速繁殖方法。 

关于猕猴桃的组织培养，前人有过一些相关的报 

道l4 ]，但一般研究的重心多停留在培育试管苗的实验 

室阶段。而对于组培苗后期的生根、炼苗、移栽等关系 

到育苗成功率的实用技术环节的关注显得不够。本研 

究对其加以深入，突出对组培育苗后期工作的重视，致 

力于真正提高组培快繁育苗的实际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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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Actinidia ch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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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has been briefly studied and reported that Actinidia chinensis，one of economic woody plants，has been bred with 

the method of plan t tissue culture．Aim at the shortage of traditional plant tissue culture ways which ignored the refinement an d 

transplant of test—tube seedling，it strengthen the study to breeding and management of Actinidia chinensis seedlings before 

the>,grow up and become mature seedlings．Through our explore，the transplan t survive mte of tissue—culture seedlings attain 

to about 85％ ．This study is the improvement to traditional breed ing seedling means and it is helpful to the rapid propagation of 

those economic wood y plants． 

Key words：Actinidia chinensis；plan t tissue culture；breed see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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