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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粒种咖啡花药培养成完整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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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称 中粒种咖啡伍响俪 代‘绍自 ∃
。

! 材料类别 花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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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温度 !∋

一  ϑ ℃
,

在诱导愈伤组织阶段采用暗培养
,

其他均每

天连续光照 ϑ一 ! 6
,

光照强度为 ϑ ϑ ϑ 坟
。

& 生长与分化情况 咖啡花蕾∀单核靠边期 ∃经消毒

后
,

于无菌条件下剥取花药
,

接于培养基 ∀∃ 上
,

培养

! ϑ (  ϑ Σ
,

诱导形成结构较为致密的愈伤组织
,

呈乳

白色
,

然后移至培养基 ∀! ∃上
,
) Σ 后愈伤组织逐渐变

绿
,

并开始增殖
,

个月后愈伤组织变褐
,

再转管
。

!一

 个月后长出白色的胚性愈伤组织
,

随后发育成白色

健壮的喇叭形胚状体
。

将其转移到培养基 ∀ ∃上培养

一 ! 个月
,

胚状体继续发育成子叶形的胚状体
。

∋ (

 ϑ Σ 后
,

部份胚状体又可增殖产生新的胚状体
,

部份

胚状体能进一步发育分化出根
,

进而形成完整植株
。

试管苗移植于砂
%

表土Τ  % ∀Υ Ε Υ∃ 的基质中
,

淋足

定根水
,

用塑料薄膜套袋保湿
。

ϑ Σ 后
,

打开保湿罩
,

逐渐降低空气湿度和增强光照
,

即可成活生长
。

: 愈义与进展 中粒种咖啡花药培养形成愈伤组织

并诱导成完整植株
,

国内外尚未见有成功的报道
。

中

粒种咖啡是多年生的异花授粉作物
,

其荃因型高度杂

合
,

用常规方法很难获得纯系
,

且育种年限长
。

花药

培养技术可能有助于这一间题的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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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香叶的试管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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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类别 带芽的茎段
。

 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 ≅ Α
。

∀# ∃诱导芽增殖培

养基为 ≅ Α Ζ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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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Μ5 ϑ
> 。

均采用固体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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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温度 !∋ 士

#℃
。

每天光照 ! 6
,

光照强度 !ϑ ϑ ϑ 坟
。

& 生长与分化情况 带芽的茎段接种一周后可见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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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动
,

巧 Σ 后分化出 动( Λ 个丛生状芽
,

在丛芽基

部有愈伤组织发育
。

愈伤组织 的多少 ∀毗 Ε 株 ∃

与 Ο
一

队 和 ;八5 的浓度及配比有关
。

愈伤组织过多

则影响丛芽的分化及生长
。

为了观察 Ο
一

Μ5 和 ; 5 5

的浓度变化及配比对芽增殖和生长的影响
,

本试验采

用了正交试验设计
。

试验结果经方差分析后得知
%

影响芽条增殖的主要因素是 Ο
一

Μ5
。

浓度以 ϑ
>

Ν#,Δ Ε Φ

为优
。

高于 ϑ
>

! 4 Δ Ε Φ 时
,

愈伤组织增加
,

芽增殖倍数

下降
。

其次是 ;
从

,

浓度 以 ϑ
>

鸭压 为优
,

高于或

低于这个浓度均不利芽的增殖和生长
。

即 ≅ : Ζ

Ο
一

Μ5 ϑ
>

Ν #,Δ Ε Φ 十;5 5 ϑ
>

# 4Δ Ε Φ 最适合于芽的增殖

和生长
。

采用此培养基
,

可使芽的平均增殖率稳定在

∋ 以上
,

繁殖周期为 !∋ (  ϑ Σ
。

将上述丛芽分割后转入生根培养基
,

ϑ Σ 后可全

部发根
,

形成完整的小植株
。

经炼苗后取出
,

洗去培

养基
,

移栽到红土中过渡 !ϑ Σ 后
,

即可移栽至大田

中
。

成活率约为 ϑ Ι左右
。

∋ 意义与进展 玫瑰香叶的离体培养快速繁殖和采

用生物统计学方法优选配方
,

在国内外均未见报道
。

玫瑰香叶是近年从国外引种的一种香料植物
,

系多年

生草本
,

扦插策殖率低
。

由于玫瑰香叶的精油在国际

市场上较香叶天竺葵 ∀Π
>

少> 液血溜 ∃更受欢迎
,

所以玫

瑰香叶组培快繁的成功
,

为生产提供了一条在短期内

繁殖出大量种苗和加速推广种植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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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材料 抱子
、

幼抱子体
。

 培养亲件 ∀#∃ 抱子繁殖营养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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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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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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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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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培养基均加琼脂 ϑ
>

) Ι
,

食用白糖  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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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温度 ! ϑ ℃一 ∋ ϑ ℃
,

光照强度 ϑ ϑ ϑ 玩
,

每

天 Λ 一 ϑ 6
。

& 生长及分化情况

&
>

幼抱子体的繁殖 取瓦片或红转
,

经高压消毒

后
,

放入医用长方形白瓷盆
,

倒入 ϑ
>

Ι完全营养液

浸至砖瓦高度的  Ε& 一 & Ε ∋ 左右
,

保持砖瓦充分湿润
,

然后在湿润的砖瓦面上均匀地撒上鹿角获的抱子
。

在白瓷盆外罩以塑料薄膜做成的罩子
,

以保证小环境

的相对湿度在 ϑ Ι以上
,

随时注意补充营养液
,

但切

莫使营养液面超过砖瓦面
,

以免撒在上面的鹿角蔗抱

子浮起散走
。

置于 !∋ ℃左右温度室内
,

约经  个月左

右
,

砖瓦面上泡子萌发形成丝状体
,

长出鹿角蔗原叶

体及幼抱子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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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诱导 ΡΡ
Μ 把上述幼抱子体作为外植体

,

在无

菌条件下接种在≅Α Ζ 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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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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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后产生一些绿

色球状小体
,

表面还有金黄色的绒毛
。

这些小球的结

构与愈伤组织不同
,

与兰花的原球茎相似
,

据国外报

道称之为 ∴ Ρ Μ
。

我们发现
,

处于低激素浓度的绿色原

球茎长势旺盛
,

绒毛较少
,

激素浓度较高则原球茎生

长较差
,

且金黄色绒毛布满小球体之上
。

若无激素
,

则没有 Ρ Ρ Μ 形成
。

这种称为 Ρ Ρ Μ 原球茎可以继代培

养获得大量的原球茎
,

又可再诱导 Ρ Ρ Μ 长出丛生苗
,

为鹿角藏快速繁殖开辟了新的途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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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诱导丛生苗 把Ρ Ρ 琪凄种在≅ Α Ζ #冉5 Θ
>

! ∋ 的

培养基中
,

置于 ϑ ϑ ϑ 坟光照强度下
,

每天照光 Λ (

ϑ 6
,
 一 & 周后 Ρ Ρ Μ 上抽出丛生芽

,

长势旺盛
,

基部

根状茎明显
,

有小量的根生长
。

丛生芽叶片狭长
,

偶

见  74 长的叶片显出微分叉状
,

叶片上分布着一些

柔毛
,

根上也长满金色绒毛
。

丛生苗布满试管或培养

瓶内的培养基表面
。

部分继代培养丛生芽
,

部分则转

至生根培养基中培养
。

&
>

& 生根培养 把丛生苗转入 Ε! ≅ Α 培养基中
,

叶片在  ( & 周内迅速长大抽高
,

平均每株有 &一∋ 片

叶
,

叶尖凹陷
,

出现明显的分叉现象
,

显示出鹿角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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