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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寻黄连木的组织培养繁殖技术 ,为进一步开展品种改良奠定基础。[ 方法] 以2 年生嫁接苗茎段为外植体 , 通过诱导腋
芽进行启动培养试验。分别研究不同灭菌剂与灭菌时间、不同抑制剂以及不同光照条件等对黄连木组培效果的影响。[ 结果] 试验初步
得出 ,用0 .1 %升汞灭菌黄连木外植体较合适的时间为8 ～12 min, 半木质化茎是最合适的诱导腋芽的茎段 ; 对于抑制褐变方面 , 使用聚乙
烯吡咯烷酮( PVP) 相对较好些 ;而在培养初期 , 光照强度对腋芽的诱导情况影响不大。[ 结论] 黄连木组织培养过程中极易出现褐变现
象 , 而且污染率也很高 , 生产中应注意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避免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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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 minary Report on Chinese Pistache Tissue Culture
CHEN Xue-lian et al  ( Anhui Academy of Fore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fei ,Anhui 230031)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technique of Chinese pistache tissue culture propagation was explored in order to further laythe foundationfor varietyi mprove-
ment .[ Method] The experi ment in the axillary induction with 2-year-old grafted seedli ngs as explants was conducte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sterilizations ,
sterilized ti mes ,inhibitors and light conditions on Chinese pistache tissue was studied .[ Results] The preli mi nary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suitable ti me of
explants’sterilization with 0 .1 % mercuric chloride was 8 - 12 min and semi- lignified stemwas the most appropriate explants for axillary induction .The
use of PVP had relatively good effect ontissue brown-inhibiting .Inthe early days of material- culturing ,the light intensity had little effect onthe axillary in-
duction.[ Conclusion] The tissue-browni ng inthe process of Pistacia tissue culture was easily ,and also ,there was high poll utionrate ,so some appropriat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to avoi d the phenomenon in produ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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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连木( Pistacia chinensis Bunge) , 又名楷树等 , 属于漆树

科黄连木属, 是一种优良用材和观赏落叶乔木。在我国分布

广泛, 北至河北、山东, 南至广东、广西, 东到台湾, 西至四川、

云南都有野生和栽培黄连木, 其中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

等省最多[ 1] 。黄连木用途十分广泛, 种子含油率42 .5 % , 出

油率20 .0 % ～30 .0 % , 已被国家林业局定为“十一五”期间重

点发展的林业生物质能源树种之一, 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

目前, 黄连木主要通过播种和嫁接繁殖, 但出芽率和成

活率都不是很高, 远不能满足国内对种苗的需求, 如能通过

组织培养技术进行繁殖, 则不仅可保持优良树种的遗传稳定

性, 而且能有效提高其繁殖系数, 为进一步开展品种改良奠

定基础。但黄连木中单宁等次生代谢物含量高, 组织培养存

在很多困难, 至今未见在生产上有应用的报道[ 2 - 4] 。黄连木

组织培养的难点主要是污染及褐变率高、萌芽缓慢、新芽易

枯死等。笔者针对黄连木在启动培养阶段所存在的这些问

题进行初步研究, 以期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外植体取自栽种在安徽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合肥苗圃的2 年生嫁接苗。在晴天中午12 :00 ～14 :00 时段

内, 剪取当年新萌发的健壮枝条, 除去叶片, 剪成具2 、3 个芽

的茎段 , 放入洗涤剂溶液中浸泡15 min 后 , 自来水冲洗30 min

以上。在超净工作台上, 用70 % 酒精消毒 , 无菌水冲洗1 次 ,

再放入0 .1 % 升汞溶液中浸泡, 无菌水冲洗5 ～6 次。切成

1 .5～2 .0 c m 带有1 个芽的小茎段, 接种在培养瓶中, 送入培

养室培养。培养室温度为( 25 ±2) ℃, 湿度( 70 ±5) % , 光强

1 500 lx 。培养基pH 值为5 .8～6 .2。

1 .2 试验方法

1 .2 .1 灭菌剂与灭菌时间。灭菌剂选用70 % 酒精和0 .1 %

升汞, 前者灭菌时间为5 s , 后者灭菌时间分别为2 、4、8、12 、15

min , 共有5 个处理。培养基为MS+ 6- BA1 .0 mg/ L + NAA0 .1

mg/ L + IBA 0 .1 mg/ L + 蔗糖30 .0 g/ L + 琼脂8 .0 g/ L + 活性炭

1 .0 g/ L。接种15 d 后, 调查污染率和死亡率 ,30 d 后调查得

率。污染率= 污染茎段数/ 接种茎段总数×100 % , 死亡率=

死亡茎段数/ 接种茎段总数×100 % , 得率= ( 褐变程度较轻

的茎段数+ 无褐变的茎段数) / 接种茎段总数×100 % 。

1 .2 .2 褐变抑制。在2 份等量的培养基中分别加入聚乙烯

吡咯烷酮( PVP) 和活性炭。培养基为 MS + 6- BA 1 .0 mg/ L +

NAA 0 .1 mg/ L + IBA 0 .1 mg/ L + 蔗糖30 .0 g/ L + 琼脂8 .0

g/ L。接种5 、10、15、20 d 后, 调查褐化率。褐化率= 褐变的茎

段数/ 接种茎段总数×100 % 。

1 .2 .3  光照强度。光照强度设为黑暗、弱光、自然光( 1 500

lx) 。培养基为 MS+ 6- BA 1 .0 mg/ L + NAA 0 .1 mg/ L + IBA0 .1

mg/ L + 蔗糖30 .0 g/ L+ 琼脂8 .0 g/ L+ 活性炭1 .0 g/ L。接种

35 d 后统计得率。

1 .2.4 诱导枝条不同部位的茎段。选取嫩茎、半木质化茎

和木质化茎, 分别对其进行诱导, 培养基为 MS + 6- BA 1 .0

mg/ L + NAA 0 .1 mg/ L + IBA 0 .1 mg/ L + 蔗糖30 .0 g/ L + 琼脂

8 .0 g/ L + 活性炭1 .0 g/ L。接种15 d 后, 调查褐变率;30 d

后, 调查诱导率。诱导率= 开始萌芽的茎段数/ 接种茎段总

数×100 % 。

2  结果与分析

2 .1 灭菌剂与灭菌时间对黄连木灭菌效果的影响  0 .1 %

升汞不同灭菌时间处理对黄连木外植体的污染率、非污染

率、死亡率影响显著, 结果见表1。

  由表1 可见,0 .1 % 升汞溶液灭菌8 min 污染率最低 , 但

由于褐变的原因其最终得率却不是最好的; 灭菌12 min 的处

理的污染率与灭菌8 min 的处理相差不是太大, 而其得率相

对较好。综合以上数据得出, 灭菌时间在8 ～12 min 比较合

适, 最合适的时间还有待进一步的试验来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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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褐变吸附剂 PVP 和活性炭对黄连木褐变率的影响  

PVP 和活性碳对黄连木的褐变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它们

的抑制作用在接种后的不同时间段内表现不同, 见表2 。

表1 0.1%升汞不同灭菌时间对黄连木灭菌效果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sterilizationti meof 0.1% mercuricchlorideonsteriliza-

tionefficacy of P . chinensis

处理

Treatment

灭菌时间∥min

Sterilization

ti me

污染率∥%

Pollution

rate

非污染率∥%

Non-pollution

rate

得率∥%

Yield

rate
1    2 50 .00 50 .00 16 .67

2 4 66 .76 33 .33 30 .00

3 8 16 .66 83 .34 20 .00

4 12 33 .33 66 .67 26 .67

5 15 33 .33 66 .67 23 .33

表2 褐变吸附剂PVP 和活性炭对黄连木褐变率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browning sorbent PVP and active carbon on browning

rate of P . chinensis %

处理

Treatment

处理时间Treatment ti me

5 d 10 d 15 d 20 d 25 d

PVP 33.3 46.7 60 .0 66 .7 66 .7

活性炭 20.0 40.0 80 .0 86 .7 86 .7

Active carbon

  对接种后不同的观察时间和褐变率做图, 如图1 。由图

1 可以看出, 在接种后初期, 活性炭对褐变的抑制能力要强一

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抑制力都逐渐下降。从总体上

看,PVP 则表现出相对较强的抑制力。

图1 褐变吸附剂PVP 和活性炭对黄连木褐变率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browningsorbent PVPandactivecarbononbrown-

ingrate of P . chinensis

2 .3 光照强度对黄连木腋芽诱导的影响  从表3 可以看

出, 在黄连木腋芽诱导初期, 光照强度对其没有明显的影响 ,

在黑暗、弱光、自然光( 1 500 lx) 照下, 得率差异不大。

2 .4  枝条不同部位的茎段对诱导黄连木腋芽的影响  从表

4 可以看出, 嫩茎和木质化茎的得率很低, 半木质化茎相对较

好, 但总体上得率都不是很理想。

表3 光照强度对黄连木腋芽诱导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illuminationintensity on axillary bud induction of P .

chinensis

处理

Treatment

时间∥h

Ti me

褐变率

Browning rate

得率

Yield rate
黑暗Darkness   0 56.7 6 .7

弱光Lowlight 12 60.0 3 .3

自然光Natural light 12 66.7 3 .3

表4 枝条不同部位的茎段对诱导黄连木腋芽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parts of stemsegments onaxillary budinduc-

tion of P . chinensis %

处理

Treatment

褐变率

Browning rate

得率

Yield rate
嫩茎Twig 80 .0    3 .3

半木质化Semi-lignifications 66 .7 13 .3

木质化Lignifications 73 .3 0

3  结论与讨论

茎段培养可诱导外植体萌发腋芽、不定芽 , 通过继代培

养实现带芽茎段的增殖, 待幼茎长成后再诱导生根从而获得

完整植株 , 这是黄连木组织培养的理想途径。半木质化茎是

最合适的诱导腋芽的茎段, 但由于黄连木属于漆树科植物 ,

在组织培养过程中极易出现褐变现象, 加之该试验大多是在

7 、8 月间进行的, 使得这一现象更为严重, 而且污染率也很

高。为了解决褐变问题, 该试验分别采用了 PVP 和活性炭 ,

根据试验数据分析得出,PVP 在抑制褐变方面相对较好些 ,

而光照条件在培养初期对褐变现象以及芽的诱导方面影响

不显著。在解决污染方面, 升汞在常用灭菌剂里面是灭菌能

力最强的, 但灭菌时间要把握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能有较好

的效果, 从试验结果看, 用0 .1 % 的升汞灭菌8 ～12 min 比较

合适。另外 , 该试验中诱导出的腋芽在萌发后不久出现了枯

死的现象, 该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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