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铵态氮与硝态氮比例对
南方高丛蓝浆果丛生枝增殖及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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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MWPM 为基本培养基,在总氮浓度不变的前提下比较了铵态氮(NH4
+ -N)与硝态氮(NO3

- -N)比例对南

方高丛蓝浆果(Vaccinium corymbosum hybrids)品种‘南月爷(‘Southmoon爷)优选系 A47、A119 和 A167 丛生枝增殖和

生长的影响。 结果表明:与对照也n(NH4
+-N)颐n(NO3

--N)= 4颐10页相比,当培养基中的 n(NH4
+ -N) 颐n(NO3

- -N)调
整为 5颐10、6颐10、7颐10、8颐10、9颐10 和 10颐10 时,总体上对优选系 A47、A119 和 A167 丛生枝的总增殖倍数、有效增殖倍

数、鲜质量、干质量、含水量、总长度以及叶片叶绿素含量有一定的提高作用,具体表现则因优选系的基因型而异。
调整培养基中 n(NH4

+-N)颐n(NO3
--N)为 7颐10,优选系 A47 丛生枝的总增殖倍数、有效增殖倍数、鲜质量、干质量

和总长度均显著提高,叶片叶绿素含量也有所提高。 调整培养基中 n(NH4
+-N) 颐n(NO3

--N)为 7颐10 和 9颐10,对优

选系 A119 和 A167 丛生枝的生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增殖效果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培养基

中的铵态氮与硝态氮比例对南方高丛蓝浆果丛生枝的增殖及生长有一定的影响;在离体增殖时应针对不同品种或

优选系采用适宜的 NH4
+-N 与 NO3

--N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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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oportion of ammonium nitrogen to nitrate nitrogen in medium on prolife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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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premise of invariant total nitrogen concentr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ammonium nitrogen (NH4

+ 鄄N) to nitrate nitrogen (NO3
- 鄄N) on proliferation and growth of clumpy shoot

of superior strains A47, A119 and A167 of southern highbush blueberry ( Vaccinium corymbosum
hybrids) cultivar ‘ Southmoon爷 was compared taking MWPM as basic medium.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n(NH4

+ 鄄N) 颐n(NO3
- 鄄N) is adjusted to 5 颐10, 6 颐10, 7 颐10, 8 颐10, 9 颐10 and 10 颐10 in medium,

generally there are certain enhancing effects on total proliferation times, effective proliferation times,
fresh weight, dry weight, water content, total length and chlorophyll content in leaf of clumpy shoots of
superior strains A47, A119 and A167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也n(NH4

+ 鄄N) 颐n(NO3
- 鄄N)= 4颐10页, but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are varied with genotypes of superior strains. When n(NH4
+ 鄄N) 颐n(NO3

- 鄄N) is
adjusted to 7颐10 in medium, total proliferation times, effective proliferation times, fresh and dry weights
and total length of clumpy shoot of superior strain A47 all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nd leaf chlorophyll
content also increases. And the proportion is adjusted to 7颐10 and 9颐10, that can promote certainly growth
of clumpy shoot of superior strains A119 and A167,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eral proliferation
effec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ammonium nitrogen to nitrate
nitrogen in medium has a certain effect on proliferation and growth of clumpy shoot of southern highb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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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berry, and in proliferation process in vitro, the suitable proportion of ammonium nitrogen to nitrate
nitrogen should be used for different cultivars or superior strains.

Key words: southern highbush blueberry ( Vaccinium corymbosum hybrids); superior strain; clumpy
shoot; ammonium nitrogen; nitrate nitrogen; proliferation; growth

摇 摇 目前普遍认为:喜酸性土壤的树种通常具喜铵态

氮(NH4
+ -N)的特性,而喜中性或碱性土壤的树种则

具喜硝态氮 ( NO3
- -N) 的特性。 由于 NH4

+ -N 和

NO3
--N 分子形态的差异,二者对植物养分吸收和生

长发育的影响不同,部分树种在 NH4
+ -N 供应条件下

的生长情况要优于 NO3
--N 供应条件,还有部分树种

则在 NH4
+-N 和 NO3

- -N 联合供应条件下生物量最

高[1-2]。 南 方 高 丛 蓝 浆 果 ( Vaccinium corymbosum
hybrids)对 NH4

+-N 和 NO3
- -N 也存在选择性吸收现

象,对 NH4
+-N 的吸收和转化速率较快[3-4]。 在施用

NH4
+-N 条件下蓝浆果的生长、结果及果实品质均优

于施用 NO3
- -N 的条件[5-7]。 李亚东等[8] 认为:当

NH4
+-N 与 NO3

--N 的比值较高时,北方高丛蓝浆果

品种‘蓝丰爷(‘Bluecrop爷)的延长枝净生长量、基生枝

的长度和数量及叶面积均增加,且当 n(NH4
+ -N) 颐

n(NO3
--N)为 4颐2 时产量最高。

在蓝浆果的离体培养中,氮素作为培养基的主要

成分之一,其配比对增殖具有一定的影响。 赵爽[9]认

为:将 WPM 培养基中 n(NH4
+ -N) 颐n(NO3

- -N)调整

为 5颐5 和 7颐3,丛生枝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可溶性蛋白

质含量和可溶性糖含量较高。 因而,作者以适宜于蓝

浆果培养的改良 WPM(MWPM)为基本培养基[9-14],
在总氮浓度不变的前提下,比较了不同的 NH4

+ -N 和

NO3
- - N 比 例 对 南 方 高 丛 蓝 浆 果 品 种 ‘ 南 月 爷

(‘Southmoon爷)优选系 A47、A119 和 A167 丛生枝增

殖和生长的影响,为其快繁提供技术依据。

1摇 材料和方法

1. 1摇 材料

供试材料为扩繁若干代的南方高丛蓝浆果品种

‘南月爷优选系 A47、A119 和 A167 的无菌组培苗。
1. 2摇 方法

实验共设置 7 个处理组:T1、T2、T3、T4、T5、T6 和

T7,以 MWPM 为基本培养基[15],其中 T1 的 n(NH4
+ -

N) 颐n(NO3
- -N)= 4颐10,以此为对照(CK),在总氮浓

度(494. 18 mmol·L-1 )不变的情况下,将 MWPM 培

养基中 n(NH4
+ -N) 颐 n(NO3

- -N)分别设置为 5 颐 10
(T2)、 6颐10(T3)、 7颐10(T4)、 8颐10(T5)、 9颐10(T6)和
10颐10(T7);培养基中均含 20 g·L-1蔗糖、7 g·L-1琼

脂和 2 mg·L-1 ZT,pH 5. 0[16]。 每瓶接种无菌枝 5
个,每处理 3 瓶,重复 3 次。 置于温度(25依2) 益、光
照度 1 800 ~ 2 000 lx、光照时间 16 h·d-1的培养室内

进行培养。
接种 5 周后,参照文献[16]的方法统计每个无菌

枝的总增殖倍数和有效增殖倍数,并测量和计算每瓶

丛生枝的鲜质量、干质量、含水量、总长度和单株的平

均长度;参照文献[17]的方法测定叶片的叶绿素含

量。 各指标的测定结果均为 3 次重复的平均值。
1. 3摇 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2003 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基本整理,
采用 SPSS 13. 0 统计分析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方差分

析和 Duncan爷s 多重比较。

2摇 结果和分析

2. 1摇 铵态氮(NH4
+-N)与硝态氮(NO3

--N)比例对

丛生枝增殖倍数的影响

培养基中铵态氮(NH4
+ -N)与硝态氮(NO3

- -N)
比例对南方高丛蓝浆果品种‘南月爷优选系 A47、A119
和 A167 丛生枝增殖的影响见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
优选系 A47 丛生枝在 T2也n(NH4

+-N) 颐n(NO3
- -N)=

5颐10页和 T4也n(NH4
+ -N) 颐n(NO3

- -N)= 7颐10页培养基

上的总增殖倍数分别为 6. 00 和 7. 83 倍,显著高于对

照(P<0. 05);在 T4 培养基上的有效增殖倍数为 5. 50
倍,也显著高于对照。 优选系 A119 丛生枝在 T2、 T3
也n(NH4

+-N)颐n(NO3
- -N)= 6颐10页、T4、T5也n(NH4

+ -
N)颐n(NO3

--N)= 8颐10页和 T7也n(NH4
+ -N) 颐n(NO3

- -
N)= 10颐10页培养基上的总增殖倍数和有效增殖倍数

与对照均无显著差异,但在 T6也n(NH4
+-N)颐n(NO3

--
N)= 9颐10页培养基上的总增殖倍数和有效增殖倍数均

显著低于对照。 优选系 A167 丛生枝在各培养基上的

总增殖倍数和有效增殖倍数均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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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铵态氮(NH4
+-N)与硝态氮(NO3

--N)比例对南方高丛蓝浆果
品种‘南月爷优选系丛生枝增殖的影响1)

Table 1摇 Effect of proportion of ammonium nitrogen (NH4
+ 鄄N) to

nitrate nitrogen (NO3
- 鄄N) on clumpy shoot proliferation of superior

strains of southern highbush blueberry ( Vaccinium corymbosum
hybrids) cultivar ‘Southmoon爷 1)

处理2)

Treat鄄
ment2)

总增殖倍数
Total proliferation times

A47 A119 A167

有效增殖倍数
Effective proliferation times

A47 A119 A167

T1(CK) 3. 71c 4. 31abc 3. 33abc 2. 80bc 3. 66ab 1. 83ab
T2 6. 00ab 4. 62ab 3. 80a 4. 77ab 3. 82a 1. 43b
T3 4. 00bc 3. 40cd 2. 69c 3. 42bc 3. 09b 1. 74b
T4 7. 83a 4. 83a 3. 50ab 5. 50a 3. 30ab 1. 73b
T5 2. 63c 3. 93bc 2. 77bc 1. 77c 3. 27ab 1. 80ab
T6 4. 17bc 2. 75d 3. 38abc 3. 10bc 2. 45c 2. 28a
T7 4. 42bc 3. 78bc 3. 47ab 3. 22bc 3. 42ab 1. 87ab

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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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1(CK): n(NH4
+-N) 颐 n(NO3

--N) = 4颐 10; T2: n(NH4
+ -N) 颐

n(NO3
--N)= 5颐10; T3: n(NH4

+-N) 颐n(NO3
- -N) = 6颐10; T4:

n(NH4
+-N) 颐n(NO3

--N)= 7颐10; T5: n(NH4
+-N) 颐n(NO3

- -N)=
8颐10; T6: n(NH4

+-N) 颐n(NO3
--N)= 9颐10; T7: n(NH4

+ -N) 颐
n(NO3

--N)= 10颐10.

2. 2摇 铵态氮(NH4
+-N)与硝态氮(NO3

--N)比例对

丛生枝质量和含水量的影响

培养基中铵态氮(NH4
+ -N)与硝态氮(NO3

- -N)
比例对南方高丛蓝浆果品种‘南月爷优选系 A47、A119
和 A167 丛生枝质量和含水量的影响见表 2。 由表 2
可以看出:优选系 A47 丛生枝在 T2 和 T4 培养基上的

鲜质量显著高于对照(P<0. 05);在 T4 培养基上丛生

枝的干质量最高,达 0. 028 g,显著高于对照;而在其

他处理组中均与对照间无显著差异。 优选系 A119 丛

生枝在 T2、T3、T4 和 T6 培养基上的鲜质量和干质量

与对照间无显著差异,在 T5 和 T7 培养基上的鲜质量

和干质量显著低于对照。 优选系 A167 在各处理组中

的丛生枝鲜质量与对照均无显著差异;在 T2、T4 和

T5 培养基上丛生枝的干质量显著低于对照,但在 T3、
T6 和 T7 培养基上丛生枝的干质量与对照无显著差

异。
摇 摇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丛生枝的鲜质量和干质量

表 2摇 铵态氮(NH4
+-N)与硝态氮(NO3

--N)比例对南方高丛蓝浆果品种‘南月爷优选系丛生枝质量和含水量的影响1)

Table 2摇 Effect of proportion of ammonium nitrogen (NH4
+ 鄄N) to nitrate nitrogen (NO3

- 鄄N) on weight and water content of clumpy shoot of
superior strains of southern highbush blueberry (Vaccinium corymbosum hybrids) cultivar ‘Southmoon爷 1)

处理2)

Treatment2)
鲜质量 / g摇 Fresh weight

A47 A119 A167

干质量 / g摇 Dry weight

A47 A119 A167

含水量 / % 摇 Water content

A47 A119 A167

T1(CK) 0. 081c 0. 120a 0. 085ab 0. 019bc 0. 023a 0. 020a 75. 38a 81. 24a 76. 02cd
T2 0. 122ab 0. 124a 0. 080ab 0. 023ab 0. 023a 0. 017b 80. 61a 80. 85a 78. 95abc
T3 0. 102bc 0. 124a 0. 082ab 0. 021bc 0. 025a 0. 020a 77. 99a 79. 36a 75. 81d
T4 0. 140a 0. 121a 0. 075b 0. 028a 0. 025a 0. 016c 79. 86a 79. 50a 77. 96abcd
T5 0. 078c 0. 101b 0. 066b 0. 017c 0. 021b 0. 016c 78. 73a 78. 97a 76. 42bcd
T6 0. 089c 0. 125a 0. 088ab 0. 019bc 0. 025a 0. 018ab 77. 80a 79. 74a 79. 03ab
T7 0. 090c 0. 111b 0. 090a 0. 019bc 0. 022b 0. 018ab 78. 71a 79. 56a 79. 64a

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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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1(CK): n(NH4

+-N) 颐n(NO3
--N)= 4颐10; T2: n(NH4

+-N) 颐n(NO3
--N)= 5颐10; T3: n(NH4

+-N) 颐n(NO3
--N)= 6颐10; T4: n(NH4

+ -N) 颐
n(NO3

--N)= 7颐10; T5: n(NH4
+-N) 颐n(NO3

--N)= 8颐10; T6: n(NH4
+-N) 颐n(NO3

--N)= 9颐10; T7: n(NH4
+-N) 颐n(NO3

--N)= 10颐10.

与总增殖倍数、有效增殖倍数均呈极显著正相关(P<
0. 01),相关系数分别为 0. 653 和 0. 558、0. 454 和

0. 432。 表明丛生枝的质量大,总增殖倍数及有效增

殖倍数也相应较高。
摇 摇 培养基中 NH4

+-N 与 NO3
--N 比例对优选系 A47

和 A119 丛生枝的含水量基本无影响,各处理组丛生

枝的含水量与对照均无显著差异。 而优选系 A167 的

丛生枝在 T6 和 T7 培养基上的含水量均显著高于对

照,分别为 79. 03%和 79. 64% ;在其他处理组中则与

对照无显著差异。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丛生枝的含水量与总增殖

倍数呈极显著正相关(P<0. 01),相关系数为 0. 467;
丛生枝的含水量与有效增殖倍数呈显著正相关。 表

明丛生枝的含水量高,总增殖倍数及有效增殖倍数也

相对较高。
2. 3摇 铵态氮(NH4

+-N)与硝态氮(NO3
--N)比例对

丛生枝长度的影响

培养基中铵态氮(NH4
+ -N)与硝态氮(NO3

- -N)
比例对南方高丛蓝浆果品种‘南月爷优选系 A47、A119
和 A167 丛生枝总长度和平均长度的影响见表 3。 由

表 3 可以看出:NH4
+ -N 与 NO3

- -N 比例对供试优选

系的丛生枝总长度和平均长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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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系 A47 在 T2 和 T4 培养基丛生枝的总长度显著

高于对照(P<0. 05),在 T4 培养基上的总长度最长,
达 53. 10 cm,显著高于对照和其他处理;在 T3 培养基

上丛生枝的平均长度显著高于对照,达 1. 88 cm;而在

其他处理组中丛生枝的总长度和平均长度与对照间

无显著差异。 优选系 A119 在 T4 和 T5 培养基上丛生

枝总长度达 42 cm 以上,显著高于对照,而在其他处

理组中则与对照无显著差异;在 T3、T4、T5 和 T6 培养

基上优选系 A119 丛生枝的平均长度分别为 2. 01、
2. 11、2. 31 和 2. 43 cm,显著高于对照。 各处理组优

选系 A167 丛生枝的总长度与对照均无显著差异;在
T3 培养基上丛生枝平均长度为 1. 50 cm,显著高于对

照,在其他处理组中则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表 3摇 铵态氮(NH4
+-N)与硝态氮(NO3

--N)比例对南方高丛蓝浆果
品种‘南月爷优选系丛生枝长度的影响1)

Table 3摇 Effect of proportion of ammonium nitrogen (NH4
+ 鄄N) to

nitrate nitrogen (NO3
- 鄄N) on clumpy shoot length of superior strains

of southern highbush blueberry ( Vaccinium corymbosum hybrids)
cultivar ‘Southmoon爷 1)

处理2)

Treat鄄
ment2)

总长度 / cm
Total length

A47 A119 A167

平均长度 / cm
Average length

A47 A119 A167

T1(CK) 28. 14cd 35. 69b 22. 27ab 1. 54b 1. 66c 1. 31bc
T2 42. 11b 38. 24ab 22. 20ab 1. 43b 1. 72c 1. 16c
T3 37. 71bc 33. 34b 20. 06ab 1. 88a 2. 01ab 1. 50a
T4 53. 10a 42. 62a 21. 92ab 1. 62ab 2. 11ab 1. 29bc
T5 20. 36d 43. 28a 19. 50b 1. 68ab 2. 31a 1. 41ab
T6 35. 43bc 32. 86b 23. 31a 1. 68ab 2. 43a 1. 39ab
T7 31. 84c 33. 81b 22. 07ab 1. 47b 1. 79bc 1. 28bc

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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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1(CK): n(NH4
+-N) 颐 n(NO3

--N) = 4颐 10; T2: n(NH4
+ -N) 颐

n(NO3
--N)= 5颐10; T3: n(NH4

+-N) 颐n(NO3
- -N) = 6颐10; T4:

n(NH4
+-N) 颐n(NO3

--N)= 7颐10; T5: n(NH4
+-N) 颐n(NO3

- -N)=
8颐10; T6: n(NH4

+-N) 颐n(NO3
- -N)= 9颐10; T7: n(NH4

+ -N) 颐
n(NO3

--N)= 10颐10.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南方高丛蓝浆果优选系丛

生枝的总长度与总增殖倍数、有效增殖倍数、鲜质量、
干质量、含水量的相关性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 P <
0. 01),相关系数均在 0. 7 以上;丛生枝的平均长度与

总增殖倍数和总长度的相关性也达到极显著水平,相
关系数分别为-0. 342 和 0. 471。 形成这一结果的原

因为:丛生枝的总长度与其他指标一样,反映了丛生

枝整体生长状况,因此彼此间变化趋势相一致;而平

均长度显示的是单株丛生枝的平均长度,在总长度相

近的情况下,当总增殖倍数高时,丛生枝的平均长度

减小。
2. 4摇 铵态氮(NH4

+-N)与硝态氮(NO3
--N)比例对

丛生枝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在铵态氮(NH4
+-N)与硝态氮(NO3

- -N)比例不

同的培养基上南方高丛蓝浆果品种‘南月爷优选系

A47、A119 和 A167 丛生枝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变化见

表 4。 由表 4 可以看出:在 T6 培养基上优选系 A47 丛

生枝叶片的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含量均显著高于对

照(P<0. 05),分别为 1. 70 和 1. 13 mg·g-1;在 T5 培

养基上优选系 A47 丛生枝叶片的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含量均显著低于对照及其他处理组。 在 T5 培养基上

优选系 A119 丛生枝叶片的叶绿素 a 含量显著低于对

照及其他处理组,但在其余处理组中则与对照间无显

著差异;在 T3、T4 和 T6 培养基上优选系 A119 丛生枝

叶片的叶绿素 b 含量均达 0. 9 mg·g-1以上,显著高于

对照及其他处理组,而在 T2 和 T5 培养基上优选系

A119 丛生枝叶片的叶绿素 b 含量均显著低于对照及

其他处理组。 在 T4 培养基上优选系 A167 丛生枝叶

片的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及其

他处理组,分别为 1. 71 和 1. 05 mg·g-1;而在 T5 和

T7 培养基上优选系 A167 丛生枝叶片的叶绿素 a 含

量均显著低于对照及其他处理组,在 T2、T3、T5 和 T7
培养基上优选系 A167 丛生枝叶片的叶绿素 b 含量也

显著低于对照。

表 4摇 铵态氮(NH4
+-N)与硝态氮(NO3

--N)比例对南方高丛蓝浆果
品种‘南月爷优选系丛生枝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1)

Table 4摇 Effect of proportion of ammonium nitrogen (NH4
+ 鄄N) to

nitrate nitrogen (NO3
- 鄄N) on chlorophyll content in clumpy shoot

leaf of superior strains of southern highbush blueberry ( Vaccinium
corymbosum hybrids) cultivar ‘Southmoon爷 1)

处理2)

Treat鄄
ment2)

叶绿素 a 含量 / mg·g-1

Chla content

A47 A119 A167

叶绿素 b 含量 / mg·g-1

Chlb content

A47 A119 A167

T1(CK) 1. 38bc 1. 31ab 1. 16b 0. 93bc 0. 88b 0. 82b
T2 1. 55ab 1. 28b 1. 14b 1. 03ab 0. 76c 0. 61d
T3 1. 25cd 1. 33a 1. 32b 0. 82c 0. 93a 0. 76c
T4 1. 59ab 1. 33a 1. 71a 1. 04ab 0. 91a 1. 05a
T5 1. 07d 1. 05c 0. 81c 0. 75d 0. 70c 0. 51d
T6 1. 70a 1. 35a 1. 13b 1. 13a 0. 96a 0. 92ab
T7 1. 41abc 1. 30ab 0. 81c 0. 91bc 0. 84b 0. 63d

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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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1(CK): n(NH4
+-N) 颐 n(NO3

--N) = 4颐 10; T2: n(NH4
+ -N) 颐

n(NO3
--N)= 5颐10; T3: n(NH4

+-N) 颐n(NO3
- -N) = 6颐10; T4:

n(NH4
+-N) 颐n(NO3

--N)= 7颐10; T5: n(NH4
+-N) 颐n(NO3

- -N)=
8颐10; T6: n(NH4

+-N) 颐n(NO3
- -N)= 9颐10; T7: n(NH4

+ -N) 颐
n(NO3

--N)= 10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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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和结论

张彦东等[1] 认为:在喜铵态氮(NH4
+ -N)的树种

体内,能将硝态氮(NO3
- -N)还原转化为蛋白质的硝

酸还原酶活性较低,而能将游离 NH4
+ -N 转化成谷氨

酸的谷酰胺合成酶、谷氨酸合成酶及谷氨酸脱氢酶活

性较高。 相关研究结果表明[18]:矮丛蓝浆果 ( V.
angustifolium Aiton)体内硝酸还原酶活性较低,限制

了植株对 NO3
- -N 的转化吸收,从而使其表现出对

NH4
+-N 的偏好。 对高丛蓝浆果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

的结果[8-9]:当 NH4
+-N 与 NO3

--N 的比值较高时,高
丛蓝浆果品种‘蓝丰爷的延长枝净生长量较大、植株长

势较好;在组培过程中则表现为丛生枝的净生长量较

大、叶绿素含量较高。
本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培养基中 NH4

+ - N 与

NO3
--N 的比值总体上对提高南方高丛蓝浆果品种

‘南月爷3 个优选系丛生枝的总增殖倍数、有效增殖倍

数、鲜质量、干质量、含水量、总长度和叶片叶绿素含

量有一定作用,但具体表现则因优选系的基因型而

异。 当 n(NH4
+-N)颐n(NO3

- -N)提高到 7 颐10 时能够

较显著提高优选系 A47 丛生枝的总增殖倍数、有效增

殖倍数、鲜质量、干质量及总长度,并能使其含水量和

叶片叶绿素含量相对增加,丛生枝增殖快、长势好且

叶色较绿,增殖效果优于对照。 将优选系 A119 和

A167 分别培养在 n(NH4
+-N)颐n(NO3

--N)为 7颐10 和

9颐10 的培养基中,丛生枝增殖较快、长势较好、叶色较

绿,但总体增殖效果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这一现象说

明:在离体增殖时针对不同品种应采用各自适宜的

NH4
+-N 与 NO3

--N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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