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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杨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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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甜杨 (Populous suaveolens)。

2  材料类别  多年生嫁接苗枝条。

3  培养条件  芽启动及增殖培养基：(1) 改良MS

(大量 NH4NO3、 KH2PO4 分别调为0.8、0.34 g·L-1，

微量 MnSO4·4H 2O、ZnSO4·7H 2O 分别调为 15.6、

4.3 mg·L-1，其它成分与MS相同)+6-BA 0.5 mg·L-1

(单位下同)+NAA 0.1;(2) 改良 MS+6-BA 0.2+NAA

0.1；(3) 改良 MS+6-BA 0.3+NAA 0.1；(4)改良

MS+6-BA 0.3+NAA 0.1+GA 0.1。根诱导培养

基：(5)1/2改良MS+IBA 0.1；(6) 1/2改良MS+IBA

0.1+NAA 0.1；(7)1/4改良MS+IBA 0.1；(8)1/4改

良 MS+IBA 0.1+NAA 0.1。上述培养基中加入

2%~3% 蔗糖和 0.55% 琼脂，pH 5.8。培养温度

(25±2)℃，光照12 h·d-1，光照度 2 200 lx。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  取多年生甜杨嫁接苗枝条，剪

成 1~2 cm 的茎段，清水冲净，用 75% 乙醇浸泡

30 s~1 min，再用 0.1% HgCl2 浸洗 5 min，无菌

水冲洗 5 min。再重复此灭菌过程一次。然后接

种到芽萌动培养基(1)和(2)上。

4.2  启动培养与增殖培养  培养15 d左右后，在2

种不同启动培养基中芽萌动并长出 1~2 片小叶。

这时，将芽转接到增殖培养基(3)和(4)上。培养

10 d后，可观察到培养基(4)上的叶呈深绿色，基

部切口处膨大，25 d 后平均增殖2~5 个芽；将这

些小芽接到培养基(4)上继续培养30 d后，这些小

芽绝大部分长成直径约0.3~0.5 cm、高约1.5 cm、

带1~2片叶的壮苗。而培养基(3)上启动较慢，15 d

左右基部膨大，只有少数生长；30 d 仅增加 1个

芽。从结果看，甜杨适合的增殖培养基是培养基

(4)。

4.3  生根培养  将上述的幼苗切成高2 cm左右的单

芽并接种到生根培养基(5)~(8)上，15 d后都能长

出根：培养基(5)的芽基部变红且粗，可生1~3条

红色的根，生根率 60%；(6)上长出 3~8 条不定

根，根粗而短，可长达 9 cm，生根率 88%；(7)

上能长出10 多条根，根细长，生根率可达95%；

(8)上能长出 15 多条根，根粗而短，生根率可达

100%。从结果看，培养基(8)中以附加IBA 0.1和

NAA 0.1 对甜杨组培苗生根较适宜。

4.4  移栽  待生根苗长到5~6 cm高时，掀去封口

膜，炼苗 2~3 d 后，取出生根苗，小心洗掉根

部培养基，移栽入营养土中，盖上塑料膜，早

晚喷水 1 次。10 d 后，苗的成活率可达 80%。

5  意义与进展  甜杨属青杨，抗冻、抗旱能力相对

较强，主要分布于我国内蒙古东部及黑龙江大兴

安岭。其生存区的年平均气温为 -3.8℃，冬季气

温为-40.5~-27.4℃，极端最低气温为-46.9℃。甜

杨是研究木本植物抗冻性及有关抗冻基因问题的理

想材料。目前，甜杨的试管苗已成功地运用于克

隆甜杨抗冻及相关基因的分子研究。甜杨的组织

培养和快繁，尚未见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