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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果杨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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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毛果杨(Populus trichocarpa Torr. &
Gray), 又称测序杨。
2 材料类别 茎段。

3 培养条件 (1)基本培养基: 1/2WPM+3%蔗糖; (2)
增殖培养基: WPM+TDZ 0.5 mg·L-1 (单位下同)+IBA
0.05+3%蔗糖; (3)生根培养基: 1/2WPM+IBA 0.15+
2%蔗糖。培养基加入 5.5 g·L-1 琼脂, 培养温度为
18~25 ℃, pH 5.8, 光照强度为30~40 µmol·m-2·s-1, 光
照时间 14 h·d-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处理  在超净台上将茎段放置在70%~
75%的酒精中消毒 30 s, 用 2%次氯酸钠消毒 5~8
mi n,  无菌水漂洗 3 ~4 次后,  接种到培养基(1 )
上。

4.2  芽的诱导与增殖  茎段在基本培养基(1)上培养
5~7 d后, 腋芽开始萌动、生长。经 10 d左右, 可
长成 1~2 cm; 剪成 1 cm左右的茎段转移到增殖培
基(2)上。经 30 d左右, 在基部可诱导出不定芽,
转移到新的增殖培基上, 进行芽的伸长培养。20 d
时, 不定芽可长成 2~3 cm高。
4.3  生根  把 2 cm左右高的芽段, 接到生根培养基
(3)上, 4、5 d小苗基部出现白色根突; 10~15 d后,
根就可长达1~1.5 cm, 随后逐渐伸长, 生根率达95%
以上; 小苗逐渐变壮, 叶长大; 20 d左右即可开始驯
化、移栽。

4.4  驯化及移栽  将试管苗放在自然光下炼 1周左
右, 取出试管苗, 洗去根部培养基, 用 0.1%的多菌
灵浸泡3~5 min, 移栽到0.2%高锰酸钾溶液消毒过
的蛭石、草炭土、珍珠岩(1:1:1)的混合基质上, 保

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开始时一周喷 1次甲基托夫
腈, 连续喷 3次, 使移栽苗健壮生长。1个月后, 叶
片明显长大,  根系伸长。
5  意义与进展  毛果杨是从美国引进的品种, 属杨
属青杨派, 它的基因组序列已于 2006年测出并公
布, 因此被作为木本转基因植物中的模式植物, 是
目前林木树种遗传转化研究中的典型代表种。本

文建立的毛果杨组培再生, 为这方面的研究及进一
步的转基因技术提供参考。另外, 毛果杨主要分布
在北美西部, 在我国由于受毛果杨材料难以得到、
枝条扦插不易成活的限制, 用组织培养技术可以获
得一定量的毛果杨苗木, 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
径之一, 因此建立毛果杨的组培再生体系具有一定
意义。关于杨树的芽的组培转化, 已有很多报道
(Mitsuru等 2006), 但报道的大多是白杨派和黑杨
派的杨树, 毛果杨的组培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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