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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stablish high frequency regeneration system of cultivar ‘Jinkui爷 of Actinidia chinensis var. deliciosa
(A. Chev.) A. Chev., the optimum media for induction and rooting of adventitious buds were screened by taking in vitro
leaf of sterile seedling as expla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um medium for induction of adventitious buds of ‘Jinkui爷
is MS medium containing 3. 0 mg·L-1 6鄄BA and 0. 2 mg·L-1 NAA with regeneration rate of 94. 4% . The optimum
medium for rooting of adventitious buds is 1 / 2MS medium containing 0. 7 mg·L-1 IBA with rooting rate of 1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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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猕猴桃(Actinidia spp.)果实酸甜适中,含丰富的 VC和多种

矿质元素及氨基酸,其种子中还含有大量的亚麻酸、不饱和脂

肪酸等成分[1] ,被誉为“水果之王冶。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茶

蚕桑研究所从野生猕猴桃品种‘竹溪 2 号爷(‘Zhuxi No. 2爷)中
实生驯化选育出美味猕猴桃也Actinidia chinensis var. deliciosa
(A. Chev.) A. Chev.页品种‘金魁爷 (‘ Jinkui爷) [2] ,其果实耐贮

性强[3] 、植株较抗涝,适宜在易涝地区种植。
猕猴桃属植物为雌雄异株植物,采用种子播种的繁殖方

式易造成品种退化,难以保持母本的优良性状[4] ;而采用嫁接

和扦插的繁殖方法则分别存在周期长、成活率低等问题[5] ,并
且在栽培过程中易发生病害[6] 。 采用组织培养法获得的试管

苗能保持品种的优良性状,且性状稳定、繁殖速度快[7] 。 作者

以美味猕猴桃品种‘金魁爷组培无菌苗叶片为实验材料,对其

不定芽诱导培养基及生根培养基进行筛选,以期建立高频遗

传转化体系,为猕猴桃优良品种的繁殖推广奠定基础。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材料

美味猕猴桃品种‘金魁爷 种植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经济植物研究中心实验基地,于 2015 年 2 月从田间剪

取枝条进行水培,待长出新芽后剥去新芽的鳞片和展开的叶

片,在无菌操作台上依次用体积分数 75%乙醇处理 30 s,质量

体积分数 0. 1%HgCl2处理 8 min,无菌水冲洗 5 遍;吸干表面水

分后,接种到添加了 2. 0 mg·L-1 6-BA 和 0. 1 mg·L-1 NAA
的 MS 培养基(含 30 g·L-1蔗糖和 5. 6 ~ 5. 8 g·L-1琼脂粉,
pH 5. 8)上, 在温度(22依2) 益、 光照时间 16 h·d-1、 光照度

1 500 lx 条件下培养获得无菌苗, 培养 3 或 4 代后进行实验。
1. 2摇 方法

1. 2. 1摇 不定芽诱导培养基的筛选摇 以 MS 培养基为基本培养

基,分别添加 2. 0 和 3. 0 mg·L-1 6-BA 以及 0. 1、0. 2 和 0. 3
mg·L-1 NAA,共 6 种激素组合。 以上述无菌苗叶片为外植

体,每种培养基接种 12 个外植体(接种 2 瓶,每瓶 6 个),重复

3 次。 在上述培养条件下先暗培养 21 d(经预实验确定),再光

照培养 14 d 后统计再生不定芽的外植体数和不定芽再生率。
1. 2. 2摇 不定芽生根培养基的筛选摇 将叶片上再生的不定芽分

别接种到添加 0. 5、0. 6、0. 7 和 0. 8 mg·L-1 IBA 的 1 / 2MS 培

养基上 。每种培养基接种 12 个不定芽 ( 接种 2 瓶 ,每瓶

6 个),重复 3 次。 在上述培养条件下光照培养 28 d 后,统计

生根的不定芽数和不定芽生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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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摇 数据处理

按照公式“再生率 = (再生不定芽的外植体数 /接种的外

植体数)伊100% 冶;“生根率=(生根的不定芽数 /接种的不定芽

数)伊100% 冶计算不定芽的再生率和生根率;并采用 SPSS 16. 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P=0. 05)。

2摇 结果与分析

2. 1摇 不定芽诱导培养基的筛选结果

在添加不同质量浓度 6-BA 和 NAA 的 MS 培养基上诱导

美味猕猴桃品种‘金魁爷离体叶片再生不定芽。 6 种激素水平

下,‘金魁爷离体叶片不定芽的再生状况见表 1。 ‘金魁爷离体

叶片的再生过程见图 1。
由表 1 可见:在含有 3. 0 mg·L-1 6-BA 和 0. 2 mg·L-1

NAA 的 MS 培养基上,不定芽再生率最高,达到 94. 4% ,基本

上显著高于其他培养基(P=0. 05),且不定芽数量最多、长势

表 1摇 在含有不同质量浓度 6-BA 和 NAA 的 MS 培养基上美味猕猴
桃品种‘金魁爷离体叶片不定芽再生状况的比较1)

Table 1摇 Comparison on regeneration status of adventitious buds from
in vitro leaf of cultivar ‘ Jinkui爷 of Actinidia chinensis var. deliciosa
(A. Chev. ) A. Chev. on MS media containing different mass
concentrations of 6鄄BA and NAA1)

质量浓度 / mg·L-1

Mass concentration

6-BA NAA
NIE NRE 摇 R / %

2. 0 0. 1 36 15 41. 7依8. 3d
2. 0 0. 2 36 20 55. 6依9. 6cd
2. 0 0. 3 36 27 75. 0依0. 0b
3. 0 0. 1 36 30 83. 3依8. 3ab
3. 0 0. 2 36 34 94. 4依4. 8a
3. 0 0. 3 36 25 69. 4依12. 7bc

摇 1)NIE: 接种的外植体数 Number of inoculated explants; NRE: 再生不
定芽的外植体数 Number of explants with adventitious bud; R: 不定
芽再生率 Regeneration rate of adventitious bud. 同列中不同的小写
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 05) .

A: 接种的离体叶片 Inoculated in vitro leaves; B: 经光照培养后形成的不定芽 Adventitious buds formed by light culture; C: 由单个不定芽形成的丛生
芽 Multiple buds from single adventitious bud; D: 生根的不定芽 Adventitious buds rooted.

图 1摇 美味猕猴桃品种‘金魁爷离体叶片的再生过程
Fig. 1摇 Regeneration process of in vitro leaf of cultivar ‘Jinkui爷 of Actinidia chinensis var. deliciosa (A. Chev.) A. Ch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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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茎叶分化最为明显;在含有 3. 0 mg·L-1 6-BA 和 0. 1
mg·L-1 NAA 的 MS 培养基上 ,不定芽再生率也较高 ,为
83. 3% ,且不定芽数量也较多 、长势较好 ;而在含有 2. 0
mg·L-1 6-BA 和 0. 1 mg·L-1 NAA 的 MS 培养基上,不定芽再

生率最低,为 41. 7% ,基本上显著低于其他培养基,且不定芽

数量少、长势较差。 因此,‘金魁爷离体叶片不定芽诱导的最适

培养基为含有 3. 0 mg·L-1 6-BA 和 0. 2 mg·L-1 NAA 的 MS
培养基。

将 ‘金魁爷的离体叶片接种到不定芽诱导的最适培养基

上暗培养 20 d 后,离体叶片即可再生出嫩绿色小芽,转入光照

培养后小芽渐变成深绿色(图 1-A,B);培养 35 d 后可长成丛

芽(图 1-C)。
2. 2摇 不定芽生根培养基的筛选结果

在添加不同质量浓度 IBA 的 1 / 2 MS 培养基上诱导美味

猕猴桃品种‘金魁爷不定芽的生根,其生根状况见表 2。
由表 2 可见:随着 IBA 浓度的逐渐升高,‘金魁爷不定芽的

生根率逐渐升高,其中,在含有 0. 7 mg·L-1 IBA 的 1 / 2MS 培

养基上不定芽的生根效果最好,培养 35 d 后生根率达到

100. 0% ,生根率显著高于其他培养基(P = 0. 05),且不定根数

量最多;而当 IBA 浓度达到 0. 8 mg·L-1 时,生根率又出现降

低的情况(仅为 55. 6% ),这说明 IBA 浓度过高会对‘金魁爷不
定芽生根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因此,‘金魁爷不定芽生根的

最适培养基为含有 0. 7 mg·L-1 IBA 的 1 / 2MS 培养基。 在此

生根培养基上光照培养 20 d 后不定芽即发生不定根,培养

35 d 后可形成良好根系(图 1-D)。

表 2摇 在含有不同质量浓度 IBA 的 1 / 2MS 培养基上美味猕猴桃品种
‘金魁爷不定芽生根状况的比较1)

Table 2摇 Comparison on rooting status of adventitious buds of cultivar
‘Jinkui爷 of Actinidia chinensis var. deliciosa (A. Chev.) A. Chev. on
1 / 2 MS media containing different mass concentrations of IBA1)

IBA 质量浓度 / mg·L-1

Mass concentration of IBA
NIA NRA

生根率 / %
Rooting rate

0. 5 36 28 77. 8依4. 8b
0. 6 36 31 86. 1依4. 8b
0. 7 36 36 100. 0依0. 0a
0. 8 36 20 55. 6依4. 8c

摇 1)NIA: 接种的不定芽数 Number of inoculated adventitious buds; NRA:
生根的不定芽数 Number of rooting adventitious buds. 同列中不同的
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 05)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 05) .

3摇 讨摇 摇 论

隆前进[4]的研究结果表明:外植体类型对不定芽分化具

有重要影响,在出芽率方面,叶片出芽率最高,叶柄次之。 基

于此,作者以‘金魁爷的离体叶片为外植体筛选适宜其不定芽

诱导和生根的培养基,结果表明:在含有 3. 0 mg·L-1 6-BA 和

0. 2 mg·L-1 NAA 的 MS 培养基上暗培养 21 d 的不定芽再生

率最高(94. 4% ),在含有 0. 7 mg·L-1 IBA 的 1 / 2MS 培养基上

不定芽的生根率最高(100. 0% ),表明这 2 种培养基分别适合

于美味猕猴桃品种‘金魁爷离体叶片的不定芽诱导及生根。
在生根培养过程中,IBA 浓度对生根率有影响。 赵许朋

等[8]的研究结果表明:当 IBA 质量浓度低于 0. 8 mg·L-1 时,
‘红阳爷猕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 ‘Hongyang爷)不定芽的根长、
平均根数和生根率随 IBA 质量浓度的提高而增加,而当 IBA
质量浓度高于 0. 8 mg·L-1时这 3 个指标则降低。 本实验中,
含有 0. 7 mg·L-1 IBA 的培养基生根的效果最好,且与吴秀华

等[5] 建 立 的 ‘ 海 沃 德爷 猕 猴 桃 ( A. chinensis var. deliciosa
‘Hayward爷)叶片再生体系中最适生根培养基的 IBA 质量浓度

一致,不定芽生根率都达到 100. 0% 。 表明不同品种猕猴桃试

管苗培养过程中的生根培养条件具有一定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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