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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掌叶覆盆子快繁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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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掌叶覆盆子当年生茎段为外植体建立快繁体系。结果表明，以 MS + 6-BA 0. 5 mg·L － 1 + NAA
0. 01 mg·L － 1 为诱导培养基，腋芽萌发率可达 80% 以上; 以 MS + 6-BA 1. 0 mg·L － 1 + NAA 0. 1 mg·L － 1 为继代

培养基，增殖系数达 15. 1，试管苗生长健壮。通过正交设计，筛选出最佳生根培养基 MS + NAA 0. 1 mg·L － 1 +
IBA 0. 1 mg·L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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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叶覆盆子 ( Rubus chingii) 为蔷微科悬钩子属

植物，因其叶形多为五裂似掌状而得名，作为常用

中药材，以未成熟果实入药，具补肝益肾，固精缩

尿等功效［1 － 2］，还具有抗菌、消炎、舒精缓神和抗

氧化等免疫学作用［2］。根、叶亦可药用。成熟果实

富含氨基酸、各种维生素、矿质元素等成分，尤其

抗衰老物质 SOD 及抗癌物质 ( 鞯化酸) 含量高于现

有栽培和野生水果，且果实口感细腻，酸甜可口，

营养丰富，1993 年世界粮农组织 ( FAO) 推荐其为

世界第 3 代卫生无公害保健营养水果［3 － 5］。掌叶覆

盆子还是重要的生态恢复先锋树种和水土保持树种。
在山区种植掌叶覆盆子投资少、周期短、潜力大、
见效快，经济寿命可达 20 年。因此，开发和利用掌

叶覆盆子有着极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可为山区



968 2013 年第 8 期

条件下同) 。
1. 2. 2 不定芽的增殖

待嫩芽长至 1. 5 ～ 2. 0 cm 长时，将其切下转入
S1 － S4 增殖培养基中。S2: MS + 6-BA 1. 0 mg·
L － 1 + NAA 0. 1 mg·L － 1 ; S3: MS + 6-B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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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掌叶覆盆子不定根增殖的影响

代号 基本培养基 NAA / ( mg·L － 1 ) IBA / ( mg·L － 1 ) 根数 /条 每株最长根长 / cm 平均根长 / cm 植株长势 叶片 根

R1 1 /4MS 0. 1 1. 0 7. 1 ± 2. 3 c 4. 98 ± 1. 50 ab 3. 67 ± 1. 24 a 矮小 较绿 细

R2 1 /4MS 0. 5 0. 5 7. 1 ± 1. 5 bc 4. 05 ± 0. 95 bc 2. 69 ± 0. 53 b 矮小 较绿 细

R3 1 /4MS 1. 0 0. 1 5. 3 ± 1. 9 c 2. 09 ± 0. 60 e 1. 32 ± 0. 55 d 一般 较绿 细

R4 1 /2MS 0. 1 0. 5 5. 6 ± 2. 6 c 3. 25 ± 0. 58 cd 2. 02 ± 0. 84 c 一般 绿 较粗

R5 1 /2MS 0. 5 0. 1 14. 5 ± 1. 1 a 5. 22 ± 1. 27 a 2. 91 ± 0. 61 b 较茁壮 浓绿 粗

R6 1 /2MS 1. 0 1. 0 10. 9 ± 0. 6 a 4. 06 ± 0. 59 bc 2. 06 ± 0. 60 c 较茁壮 浓绿 粗

R7 MS 0. 1 0. 1 14. 0 ± 1. 5 a 5. 32 ± 0. 88 a 3. 29 ± 1. 01 ab 茁壮 浓绿 粗

R8 MS 0. 5 1. 0 13. 5 ± 1. 8 a 3. 47 ± 1. 00 cd 2. 00 ± 0. 57 c 茁壮 浓绿 粗

R9 MS 1. 0 0. 5 10. 9 ± 2. 3 ab 2. 96 ± 0. 53 de 1. 63 ± 0. 41 cd 较茁壮 浓绿 粗

图 3 掌叶覆盆子组培苗的生根

3 小结与讨论

结果表明，掌叶覆盆子带节茎段可诱导腋芽，

适中浓度的 6-BA 有利于其迅速增殖，2 周内增殖

系数达 15. 1; 及时继代扩大繁殖，健壮的苗经生

根后炼苗移栽，可提供大量优质的种苗来源。
关于培养基配方，刘计权［10］首次报道了应用

组织 培 养 对 覆 盆 子 进 行 快 速 繁 殖 的 研 究，认 为
MS + IBA 0. 1 mg·L － 1 + 6-BA 1. 0 mg·L － 1 + GA3

0. 05 mg·L － 1 为最佳的继代培养基，平均增殖系数

为 8. 12。接着，潘彬荣等［9］研究结果表明，掌叶

覆盆子茎段的最佳诱导培养基为 MS + 1. 5 mg·L －1

BA + 0. 2 mg·L － 1 NAA，诱导率可达 93. 3% ，最佳

分化培养基为MS + 2. 0 mg·L －1 KT + 0. 4 mg·L －1

NAA，增殖达到 3. 6 倍。本试验结果表明，掌叶覆盆

子茎段在 MS + 6-BA 0. 5 mg·L －1 + NAA 0. 01 mg·
L － 1培养基上平均增殖系数可达 10. 1，而适当提高
6-BA 浓度，当培养基配比为 MS + 6-BA 1. 0 mg·
L － 1 + NAA 0. 1 mg·L － 1 时，平均增殖系数增加到
15. 1。可见，6-BA 和 NAA 的组合既可以简化生产

操作，又能达到更佳的增殖效果。且生长周期短，

苗生长健壮，节约生产成本，提高产量。当浓度继

续增加，大于 6-BA 1. 0 mg·L － 1 ，茎段基部易形

成大量愈伤组织，由此分化产生新的不定芽，使得

增殖时间延长，且增殖系数降低。郭玉霞等［11］在

红树梅组培快繁时也提出在树莓用于工厂化组培生

产时 6-BA 浓度不宜过高。
培养基中大量元素的含量、蔗糖浓度、活性炭

等含量均对木本植物组培苗的生根有显著甚至极显

著的影响［12］。因此，试管苗生根时常通过降低培

养基的营养元素和糖浓度来提高生根率。但在本试

验中却观察到，低盐培养基影响了掌叶覆盆子幼苗

的健壮生长，因而选择 MS 基本培养基添加 NAA
0. 1 mg·L － 1 和 IBA 0. 1 mg·L － 1 为最佳的生根培养

基配方。这与吴茱萸等［13 － 14］木本植物组培苗生根

时宜选择 1 /4MS 基本培养基时并不相同。此外，

由于肌醇对生根影响不大，某些条件下甚至起抑制

作用，故而去除。通过培养基的再筛选，优化了掌

叶覆盆子的组培过程，形成了一套良好的快繁体

系，为生物技术规模化培育优质种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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