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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萼粉枝莓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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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刺萼粉枝莓(Rubus alexeterius

Focke)，别名刺萼悬钩子。

2 材料类别 腋 芽 。

3 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 MS。诱导芽萌发及分

化培养基: (1) MS+6-BA1.0 mg·L-1 (单位下同)+NAA

0.01；丛生芽的诱导和增殖培养基：(2) MS+6-BA

2.0+NAA 0.5；生根培养基：(3) 1/2MS+NAA

0.05。以上培养基蔗糖浓度(1)和(2)为 3.0%、(3)

为2.0%，琼脂7 g·L-1，pH 5.8。培养温度(23±2)℃，

光照时间12 h·d-1，光强 40~50 mmol·m-2·s-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  将带鳞片的腋芽置于烧杯中，

用自来水冲冼30 min，再用洗衣粉液清洗5 min，

在超净工作台上用75%酒精浸泡30 s，无菌水冲

洗 2次，0.1% HgCl2 消毒 8 min，无菌水冲洗 5

次，吸干水分。剥去鳞片, 切去基部的受损组

织，接种于诱导芽萌发的培养基(1)中。2 周后，

腋芽基部开始膨大，腋芽开始萌发；4 周后，基

部分化出 2~4 个不定芽。

4.2 丛生芽的诱导和增殖 不定芽形成后，暂不切

断，将其转接于培养基(2)上。经过 20 d 培养，

在不定芽基部长出许多小的不定芽，形成不定芽

丛(图1)。不断把丛生芽分割成2~3个为一丛的芽

丛，转接到培养基(2)中进行继代培养，4周左右

可继代增殖 1 次。

4.3  生根与移栽  取继代培养的芽苗转接于培养基

(3)中，2周后基部可长出数条1.0~1.5 cm长的不

定根，株高可达 3~5 cm，生根率 100%。培养

2~3 周，打开瓶盖，炼苗 3 d，然后从培养瓶中

取出，洗去根部培养基，移入蛭石和腐殖土

(1∶1 )混合的基质中，保湿遮阴，成活率可达

9 0 % 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刺萼粉枝莓为蔷薇科悬钩子属野生

落叶直立灌木，与现在人工栽培的树莓(Rubus L.)

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树莓是一种新兴的保健水

果，在医药、化妆品、食用色素和食品加工等

方面有广泛用途(杨静全等2000；和加卫等 2005)。

目前，刺萼粉枝莓仅分布于云南西北部，是云南

特有种(顾姻等2000)。采用组织培养技术，对保

存我国的悬钩子种质资源和开发利用可能有一定的

应用价值。有关刺萼粉枝莓的组织培养尚未见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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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刺萼粉枝莓的丛生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