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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裂素种类及添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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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南方高丛蓝浆果(Vaccinium corymbosum hybrids)品种‘南月爷(‘Southmoon爷)优选系 A18 和兔眼蓝浆果(V.
ashei Reade)品种‘灿烂爷(‘Brightwell爷)离体叶片为外植体, 研究了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 TDZ(0. 5、1. 0 和 2. 0
mg·L-1)、CPPU(2. 0、4. 0 和 8. 0 mg·L-1)、ZT(2. 0、4. 0 和 8. 0 mg·L-1)和 2iP(4. 0、8. 0 和 16. 0 mg·L-1)对叶片

不定芽再生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培养基中添加 TDZ 和 CPPU 对叶片不定芽的诱导效果优于 ZT 和 2iP,再生率有

显著差异(P<0. 05)。 TDZ 诱导不定芽出现所需的时间最短且再生率最高,不定芽密集并呈深绿色;其中,在添加

0. 5 ~ 2. 0 mg·L-1TDZ 的培养基上,A18 叶片再生率均为 100. 00% ,‘灿烂爷叶片再生率最高达 79. 17% 。 CPPU 也

有较强的诱导能力但不定芽出现所需的时间推迟 3 ~ 5 d,且不定芽的密集程度也有所降低;其中,在添加 2. 0 ~
8. 0 mg·L-1CPPU 的培养基上,A18 叶片再生率为 100. 00% ~ 93. 75% ;而‘灿烂爷叶片再生率随 CPPU 质量浓度提

高呈下降趋势(72. 91% ~ 47. 91% )。 ZT 和 2iP 诱导能力差,在添加不同质量浓度 ZT 和 2iP 的培养基上 A18 和‘灿
烂爷叶片再生率均为 0. 00% 。 此外,A18 和‘灿烂爷的再生能力有差异,在相同条件下 A18 叶片的再生能力优于‘灿
烂爷叶片。 研究结果显示:基因型以及培养基中细胞分裂素的种类和添加量是影响不同品种蓝浆果叶片不定芽再

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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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in vitro leaves of superior strain A18 of cultivar ‘Southmoon爷 of Vaccinium corymbosum
hybrids and cultivar ‘Brightwell爷 of V. ashei Reade as the explants,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DZ (0. 5, 1. 0 and 2 . 0 mg·L-1), CPPU (2. 0, 4. 0 and 8. 0 mg·L-1), ZT (2. 0, 4. 0 and
8. 0 mg·L-1) and 2iP (4. 0, 8. 0 and 16. 0 mg·L-1) added in media on adventitious bud regeneration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uction effect of adding TDZ and CPPU in media on adventitious bud
is better than those of adding ZT and 2iP with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 05) in regeneration rate.
Required time of adventitious bud appearance induced by TDZ is the shortest and regeneration rate is the
highest, and adventitious buds are dense and dark green, in which, regeneration rate of A18 leaves all is
100. 00% and that of ‘Brightwell爷 is up to 79. 17% in media adding 0. 5- 2. 0 mg·L-1 TDZ. Also,
CPPU possesses the relative strong induction ability but required time of adventitious bud appearance
postpones 3-5 d, and adventitious bud intensity decreases, in which in media adding 2. 0-8. 0 mg·L-1

CPPU, regeneration rate of A18 leaves is 100. 00% -93. 75% and that of ‘ Brightwell爷 appears the
decreasing trend (72. 91% -47. 91% ) with rising of CPPU concentrations. Induction effect of Z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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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P is very poor, and regeneration rate of leaves of A18 and ‘Brightwell爷 all is 0. 00% in media add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ZT and 2iP. Otherwise, the regeneration ability is various between A18 and
‘Brightwell爷, that of A18 leaf is superior to that of ‘Brightwell爷 leaf under same culture condi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genotype and amount and concentration of cytokinins added in media ar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on regeneration of adventitious buds of leaves of different cultivars of blueberry.

Key words: blueberry (Vaccinium spp.); in vitro leaf; cytokinin; adventitious bud; regeneration rate;
influencing factor

摇 摇 蓝浆果(Vaccinium spp.)又名越桔、蓝莓,为杜鹃

花科(Ericaceae)越桔属(Vaccinium Linn.)植物[1]。 由

于其果实营养丰富、经济价值高,近年来在中国发展

迅速[2]。 有关蓝浆果不定芽再生的研究起步较早[3],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微繁和工厂化育苗方面的

研究,而国外学者在微繁的基础上开展了大量的不定

芽再生研究[4]。 由于蓝浆果一般在强酸性且高有机

质的土壤上才能生长,因而蓝浆果栽培对土壤条件的

要求比较苛刻。 目前应用生物技术进行农作物及果

树品种性状的改良是新品种培育的有效途径之一,采
用生物技术方法将外源耐盐碱基因导入蓝浆果品种

中或在逆境条件下进行变异植株耐性的筛选,以此获

得耐高 pH 值的株系,对扩大蓝浆果的栽培范围、推动

蓝浆果产业的迅速发展有实际意义。 但无论实施转

基因育种还是变异植株的筛选都需要 1 个高频、高效

的再生体系[5]为基础。
培养基中细胞分裂素的类型和添加量是影响蓝

浆果离体叶片再生效果的重要因素,目前植物组织培

养中使用的细胞分裂素有 2iP、ZT、ZTR、TDZ、CPPU 和

6-BA 等,而在蓝浆果组织培养过程中对叶片再生诱

导效果比较显著的为 ZT、TDZ 和 2iP[6-8],目前有研究

者还将 CPPU 与其他激素配合使用进行蓝浆果不定

芽及愈伤组织的诱导[9]。
南方高丛蓝浆果(Vaccinium corymbosum hybrids)

品种‘南月爷 (‘Southmoon爷)优选系 A18 为作者所在

课题组培育出的优良实生后代,而兔眼蓝浆果( V.
ashei Reade)品种‘灿烂爷 (‘Brightwell爷)适合在温带

地区种植,该品种具有生长势强、风味佳的特点,是
1 个值得推广的品种[10-11]。 作者以 A18 优选系和品

种‘灿烂爷为研究对象,在培养基中分别添加不同浓度

的 4 种细胞分裂素(TDZ、CCPU、ZT 和 2iP),观察叶片

不定芽再生状况,以期筛选出适宜的细胞分裂素种类

及添加量,为建立高效、稳定的蓝浆果叶片离体再生

体系提供实验依据。

1摇 材料和方法

1. 1摇 材料

供试外植体为南方高丛蓝浆果品种‘南月爷优选

系 A18 和兔眼蓝浆果品种‘灿烂爷的叶片,均取自培

养 30 d 的组培苗。
1. 2摇 方法

实验于 2012 年 5 月至 6 月在江苏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蓝浆果组培室中进行。 选取组培苗 2 ~
5 节的叶片,用解剖刀在叶片中脉处划 2 刀后分别接

种到添加了不同质量浓度 TDZ、CPPU、ZT 和 2iP 的

WPM 培养基(含 25 g·L-1 蔗糖和 5 g·L-1 琼脂,
pH 5. 3)上,对照(CK)则不添加细胞分裂素;接种时

将叶片近轴面接触培养基。其中,TDZ的质量浓度为

0. 5、 1. 0 和 2. 0 mg·L-1; CPPU 的质量浓度为 2. 0、
4. 0 和 8. 0 mg·L-1;ZT 的 质量浓度 为 2. 0、 4. 0 和

8. 0 mg·L-1; 2iP 的 质 量 浓 度 为 4. 0、 8. 0 和

16. 0 mg·L-1;共设置 12 个处理组和 1 个对照组,每
组接种 16 片叶,各 3 次重复(即每组共接种 48 片

叶)。 暗培养 2 d 后, 置 于 温 度(25依2) 益、 光照度

900 ~ 1 000 lx、光照时间 16 h·d-1的条件下培养。
在不定芽出现前每天观察并记录叶片形态的变

化,待不定芽长出后每周观察并记录叶片及不定芽生

长情况。 5 周后统计不定芽再生数量;根据不定芽生

长情况对不定芽色泽(分为嫩黄、浅绿和深绿 3 个等

级)及密集度(分为一般、密集和极密 3 个等级)进行

分级,并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每一处理组的不定芽再生

率:再生率 = (再生不定芽的叶片数 /接种叶片数) 伊
100% 。
1. 3摇 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

使用 Excel 2003 统计分析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

整理,采用 SPSS 15. 0 统计分析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

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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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结果和分析

2. 1摇 对优选系 A18 叶片不定芽形成及再生率的影响

培养基中添加不同种类及不同浓度细胞分裂素

对南方高丛蓝浆果品种‘南月爷优选系 A18 叶片再生

的影响见表 1;不同处理组离体叶片的再生状况见图

1-1 ~ 8。
表 1 的结果表明:不同种类和不同浓度细胞分裂

素对 A18 离体叶片不定芽的诱导效果存在差异,其中

TDZ 的诱导效果最好,CPPU 其次,ZT 和 2iP 的诱导效

果最差。 接种 6 d 后,所有处理组的叶片开始向远轴

面方向卷曲。 在添加了不同浓度 TDZ、CPPU 和 ZT 的

培养基上培养 6 d,叶柄处即出现膨大的圆球形愈伤

组织,而在对照培养基上叶柄出现圆球形愈伤组织所

需时间为 10 d。 接种 10 d 后在添加不同浓度 TDZ 及

添加 2. 0 和 4. 0 mg·L-1 CPPU 的培养基上叶片伤口

处开始膨大,在伤口边缘肉眼可见黄绿色愈伤组织及

不定芽的芽点;而在添加 8. 0 mg·L-1 CPPU 的培养基

上不定芽芽点的出现时间推迟 3 d。 接种 15 d 后在添

加不同浓度 TDZ 及添加 2. 0 和 4. 0 mg·L-1 CPPU 的

培养基上叶片划伤处及边缘开始长出不定芽,而在添

加 8. 0 mg·L-1 CPPU 的培养基上叶片划伤处及边缘

开始长出不定芽的时间是在第 18 天,也推迟了 3 d。

表 1摇 不同浓度和不同种类细胞分裂素对南方高丛蓝浆果品种‘南月爷优选系 A18 叶片不定芽再生的影响
Table 1摇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types of cytokinins on adventitious bud regeneration of leaves of superior strain A18 of cultivar
‘Southmoon爷 of Vaccinium corymbosum hybrids

处理
Treatment

时间 / d1) 摇 Time1)

t1 t2 t3

不定芽特征摇 Character of adventitious bud

密集度摇 Intensity 色泽摇 Color
再生率 / % 2)

Regeneration rate2)

对照(CK) 10 - - - - 0. 00b
0. 5 mg·L-1 TDZ 6 10 15 极密 Very dense 深绿 Dark green 100. 00a
1. 0 mg·L-1 TDZ 6 10 15 极密 Very dense 深绿 Dark green 100. 00a
2. 0 mg·L-1 TDZ 6 10 15 极密 Very dense 深绿 Dark green 100. 00a
2. 0 mg·L-1 CPPU 6 10 15 密集 Dense 浅绿 Light green 100. 00a
4. 0 mg·L-1 CPPU 6 10 15 密集 Dense 浅绿 Light green 100. 00a
8. 0 mg·L-1 CPPU 6 13 18 一般 Ordinary 嫩黄 Bright yellow 93. 75a
2. 0 mg·L-1 ZT 6 - - - - 0. 00b
4. 0 mg·L-1 ZT 6 - - - - 0. 00b
8. 0 mg·L-1 ZT 6 - - - - 0. 00b
4. 0 mg·L-1 2iP - - - - - 0. 00b
8. 0 mg·L-1 2iP - - - - - 0. 00b

16. 0 mg·L-1 2iP - - - - - 0. 00b

摇 1) t1: 叶柄出现愈伤组织所需的时间 Required time of callus appearance on petiole; t2: 出现不定芽芽点所需的时间 Required time of adventitious
bud dot appearance; t3: 出现不定芽所需的时间 Required time of adventitious bud appearance.

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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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摇 摇 TDZ 诱导不定芽再生的能力极强,在培养基中添

加不同浓度 TDZ,叶柄出现圆球形愈伤组织所需的时

间和出现不定芽芽点所需的时间均较短且出芽时间

比较一致,诱导出的不定芽色泽深绿且非常密集(图
1-2);在培养基中添加 0. 5 ~ 2. 0 mg·L-1 TDZ 均能

使 A18 叶片不定芽再生率达 100. 00% 。 CPPU 对 A18
叶片不定芽再生也有较强的诱导作用,在培养基中添

加 2. 0 ~ 4. 0 mg·L-1CPPU,出现不定芽所需的时间

也较短,不定芽再生率为 100. 00% ,但诱导出的不定

芽密集且颜色偏浅绿色、愈伤组织较多(图 1-3);在
培养基中添加 8. 0 mg·L-1 CPPU,出现愈伤组织所需

的时间与出现不定芽所需的时间均延长 3 d,诱导出

的愈伤组织和不定芽颜色均偏嫩黄色(图 1-4),叶片

再生率降为 93. 75% 。 在培养基中添加 ZT 和 2iP 对

A18叶片的诱导效果均不佳,叶片的再生率均为

0. 00% (表 1);在添加 ZT 的培养基中只能诱导 A18
叶柄产生圆球形愈伤组织(图 1-5),而在添加 2iP 的

培养基中叶片未出现任何再生现象(图 1-6)。
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添加不同浓度 TDZ

和 CPPU 的培养基上,A18 叶片的再生率均高于对照

及添加不同浓度 ZT 和 2iP 的培养基,差异达显著水

平(P<0. 05)。

27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植 物 资 源 与 环 境 学 报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第 22 卷摇



1-8. 南方高丛蓝浆果品种‘南月爷优选系 A18 Superior strain A18 of cultivar ‘Southmoon爷 of Vaccinium corymbosum hybrids: 1. 对照 The control; 2.
培养基中添加 0. 5 mg·L-1 TDZ Adding 0. 5 mg·L-1 TDZ in medium; 3. 培养基中添加2. 0 mg·L-1 CPPU Adding 2. 0 mg·L-1 CPPU in medium; 4.
培养基中添加 8. 0 mg·L-1 CPPU Adding 8. 0 mg·L-1 CPPU in medium; 5. 培养基中添加4. 0 mg·L-1 ZT Adding 4. 0 mg·L-1 ZT in medium; 6. 培
养基中添加 4. 0 mg·L-1 2iP Adding 4. 0 mg·L-1 2iP in medium; 7. 示 A18 的愈伤组织 Showing callus of A18; 8. 示 A18 的芽点 Showing bud dot of
A18. 9-11. 兔眼蓝浆果品种‘灿烂爷 Cultivar ‘Brightwell爷 of V. ashei Reade: 9. 培养基中添加 2. 0 mg·L-1 CPPU Adding 2. 0 mg·L-1 CPPU in
medium; 10. 培养基中添加 0. 5 mg·L-1 TDZ Adding 0. 5 mg·L-1 TDZ in medium; 11. 对照 The control.

图 1摇 在添加不同浓度和不同种类细胞分裂素的培养基上蓝浆果离体叶片再生状况的比较
Fig. 1摇 Comparison of regeneration status of in vitro leaves of blueberries (Vaccinium spp.) in

media add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types of cytokinins

2. 2摇 对品种‘灿烂爷叶片不定芽形成及再生率的影响

培养基中添加不同种类及不同浓度细胞分裂素

对兔眼蓝浆果品种‘灿烂爷叶片再生的影响见表 2;不
同处理组离体叶片的再生状况见图 1-9 ~ 11。

表 2 结果表明:在培养基中添加不同种类和不同

浓度细胞分裂素对‘灿烂爷叶片不定芽形态及再生率

的影响有明显差异,其中 TDZ 和 CPPU 的诱导效果优

于 ZT和2 iP 。在添加TDZ和CPPU的培养基上培养

表 2摇 不同浓度和不同种类细胞分裂素对兔眼蓝浆果品种‘灿烂爷叶片不定芽再生的影响
Table 2 摇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types of cytokinins on adventitious bud regeneration of leaves of cultivar ‘ Brightwell爷 of
Vaccinium ashei Reade

处理
Treatment

时间 / d1) 摇 Time1)

t1 t2 t3

不定芽特征摇 Character of adventitious bud

密集度摇 Intensity 色泽摇 Color
再生率 / % 2)

Regeneration rate2)

对照(CK) 14 - - - - 0. 00d
0. 5 mg·L-1 TDZ 10 14 20 密集 Dense 深绿 Dark green 77. 08b
1. 0 mg·L-1 TDZ 10 14 20 密集 Dense 深绿 Dark green 79. 17a
2. 0 mg·L-1 TDZ 10 14 20 密集 Dense 深绿 Dark green 62. 50c
2. 0 mg·L-1 CPPU 10 16 25 一般 Ordinary 深绿 Dark green 72. 91a
4. 0 mg·L-1 CPPU 10 16 25 一般 Ordinary 深绿 Dark green 58. 33b
8. 0 mg·L-1 CPPU 10 16 25 一般 Ordinary 深绿 Dark green 47. 91c
2. 0 mg·L-1 ZT 10 - - - - 0. 00d
4. 0 mg·L-1 ZT 14 - - - - 0. 00d
8. 0 mg·L-1 ZT 14 - - - - 0. 00d
4. 0 mg·L-1 2iP 14 - - - - 0. 00d
8. 0 mg·L-1 2iP 14 - - - - 0. 00d

16. 0 mg·L-1 2iP 14 - - - - 0. 00d

摇 1) t1: 叶柄出现愈伤组织所需的时间 Required time of callus appearance on petiole; t2: 出现不定芽芽点所需的时间 Required time of adventitious
bud dot appearance; t3: 出现不定芽所需的时间 Required time of adventitious bud appearance.

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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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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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 叶片开始向远轴面方向卷曲,叶柄处出现膨大的

圆球形愈伤组织;而在对照及添加 ZT 及 2iP 的培养

基上叶柄产生圆球形愈伤组织所需的时间为 14 d。
在添加 TDZ 的培养基上培养 14 d 后‘灿烂爷叶片伤口

处开始膨大且在伤口边缘肉眼可见黄绿色愈伤组织

及芽点,培养 20 d 后开始分化出不定芽;而在添加

CPPU 的培养基上愈伤组织和不定芽出现的时间均有

所推迟,需培养 16 d 后叶片才能产生愈伤组织及芽

点,培养 25 d 后开始分化出不定芽。 在培养基中添加

ZT 和 2iP 均不能诱导‘灿烂爷叶片产生不定芽。 观察

结果显示:从品种‘灿烂爷叶片再生的不定芽大部分产

生于伤口处,极少数出现在叶片边缘,产生的不定芽

均为深绿色,其中在添加 CPPU 的培养基上诱导出的

不定芽小而稀疏,在添加 TDZ 的培养基上诱导出的不

定芽大而密集(图 1-9,10)。
通过再生率(表 2)的比较可见:TDZ 对‘灿烂爷叶

片再生的诱导能力最强,其中在添加 1. 0 mg·L-1TDZ
的培养基上诱导效果最好,在所有处理组中叶片再生

率最高(79. 17% )。 CPPU 对叶片再生的诱导作用也

较强,在添加 2. 0 mg·L-1CPPU 的培养基上叶片再生

率可达 72. 91% ;但随 CPPU 添加量的提高叶片再生

率逐渐下降,在添加 8. 0 mg·L-1CPPU 的培养基上叶

片再生率仅为 47. 91% 。 ZT 和 2iP 对‘灿烂爷叶片再

生的诱导效果最差,在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 ZT 和

2iP,‘灿烂爷叶片的再生率均为 0. 00% 。
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添加不同浓度 TDZ

和 CPPU 的培养基上,虽然‘灿烂爷叶片再生率均有差

异,但均高于对照及添加不同浓度 ZT 和 2iP 的培养

基,差异达显著水平(P<0. 05)。

3摇 讨论和结论

蓝浆果离体叶片的再生能力主要受基因型、培养

基中的激素及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基因型是决

定叶片再生的先决条件,而调节培养基中的激素种类

和浓度是获得高效再生不定芽的重要手段之一。
TDZ 和 CPPU 均具有较强的诱导作用,在较低的

浓度下就能使叶片产生大量不定芽。 Shibli 等[12] 在

培养基中仅添加 0. 9 滋mol·L-1TDZ,2 种蓝浆果叶片

的不定芽再生率可达 75% ,TDZ 浓度低于本实验所设

置的 TDZ 最低浓度。 Debnath[13] 在对蓝浆果叶片进

行再生诱导时,设置了 5 个 TDZ 浓度梯度(0、0. 1、1、5

和 10 滋mol·L-1),发现添加 1 ~ 5 滋mol·L-1TDZ 可

达到最佳诱导效果,与本研究结果基本相似。 Cao
等[14-15] 的研究结果显示: 在蓝浆果品种 ‘蓝丰爷
(‘Bluecrop爷)叶片再生体系中,1 滋mol·L-1TDZ 的诱

导效果是 20 滋mol·L-1ZT 的 3 倍,低浓度 TDZ 就能

表现出极强的诱导作用。 张桂芬等[16] 认为:CPPU 是

细胞分裂素类植物生长调节剂,其活性高于一般嘌呤

类细胞分裂素,具有促进细胞分裂和细胞扩大、延缓

植物衰老等作用,常用于农业生产中。 在蓝浆果的组

织培养研究中,对 CPPU 的应用研究也有报道。 韩婷

婷等[17]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添加 0. 5 mg·L-1 CPPU、
1. 0 mg·L-1 ZT 和 0. 5 mg·L-1 TDZ 的培养基上或添

加 0. 5 mg·L-1 CPPU、0. 5 mg·L-1 ZT 和 1. 0 mg·L-1

TDZ 的培养基上,蓝浆果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率及再生

率均高达 100% 。 在本实验中,在添加 2. 0 mg·L-1

CPPU 的培养基上优选系 A18 和品种‘灿烂爷不定芽

再生率也均较高,表明 CPPU 对不定芽再生具有较强

的诱导作用。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外植体的再生能力与基因型

有直接关系,受基因调控。 孙阳等[18] 用 3 个蓝浆果

品种叶片进行离体再生实验,结果显示:不同蓝浆果

品种的离体叶片再生能力有差异,在 ZT 浓度相同的

条件下,品种‘陶柔爷(‘Toro爷)叶片的再生能力最强,
品种‘蓝丰爷最差。 基因型不同,叶片不定芽再生能力

差异较大[19-20]。 马怀宇等[21] 的研究结果表明:蓝浆

果品种‘乔治亚姆爷 (‘Gem爷)和‘日出爷 (‘ Sunrise爷)
叶片的再生率在最适培养基中可以达到 100% ,而品

种‘美登爷(‘Blomidon爷)和‘蓝丰爷叶片在所有供试培

养基中再生率均低于 15% 。 Billings 等[22] 通过比较

蓝浆果品种 ‘伯克莱爷 (‘ Berkeley爷) 和 ‘蓝哈芬爷
(‘Bluehaven爷)的叶片诱导能力,找出其共性并筛选

出最佳的愈伤组织诱导与不定芽再生培养基;Meiners
等[23] 对数个蓝浆果品种的再生状况进行了比较,发
现添加 20 滋mol·L-1ZT 对于所有供试品种都是最佳

的 ,仅品种‘红珍珠爷(‘Red Pearl爷 )例外,仅需添加

1 滋mol·L-1 NAA。 在本研究中,优选系 A18 和品种

‘灿烂爷 的不定芽再生能力差异较大;在添加 1. 0
mg·L-1 TDZ 的 培 养 基 上,A18 叶片再生率高达

100. 00% 、 而‘灿烂爷叶片再生率最高仅为 79. 17% ;
在添加 8. 0 mg·L-1 CPPU 的培养基上,A18 叶片再生

率高达 93. 75% 、而‘灿烂爷叶片再生率仅为 47. 91% 。
因此,在建立再生体系时,应尽量利用多种基因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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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对和筛选,且针对不同的品种应采用其各自适宜

的再生体系。
由上述实验结果可见:TDZ 和 CPPU 对叶片不定

芽的诱导效果优于 ZT 和 2iP,其中,在培养基中添加

0. 5 ~ 2. 0 mg·L-1 TDZ 均能使 A18 不定芽再生率达

100. 00% ,在培养基中添加 1. 0 mg·L-1 TDZ 对‘灿
烂爷叶片不定芽诱导效果最佳;在同样条件下南方高

丛蓝浆果品种‘南月爷优选系 A18 叶片的再生能力优

于兔眼蓝浆果品种‘灿烂爷叶片。 因此,培养基中细胞

分裂素的添加量和种类以及基因型是影响优选系

A18 和品种‘灿烂爷叶片不定芽再生的主要因素,但有

关蓝浆果其他品种叶片再生条件及其影响因素还有

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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