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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枣猕猴桃‘天源红’离体再生体系的建立
林苗苗ꎬ 方金豹∗ꎬ 齐秀娟ꎬ 陈锦永ꎬ 顾　 红ꎬ 张威远ꎬ 孙雷明

(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ꎬ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９ )

摘　 要: 为了建立快速高效的全红型软枣猕猴桃离体再生体系ꎬ该研究以果皮、果肉均为红色的软枣猕猴桃

新品种‘天源红’(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ａｒｇｕｔａ)带腋芽茎段和幼嫩叶片、叶柄为外植体材料ꎬ采用组织培养的方法ꎬ研究适

合其离体再生的外植体类型以及最佳植物生长物质组合ꎮ 结果表明:初春带腋芽的茎段是最好的获得无菌苗

的外植体材料ꎬ诱导腋芽出芽的最佳植物生长物质组合为 ＭＳ＋６－ＢＡ ０.５ ｍｇＬ￣１＋ＩＢＡ １.０ ｍｇＬ￣１ꎻ研究发现

叶柄比叶片更适合进行‘天源红’愈伤组织诱导ꎬ叶柄诱导的最佳植物生长物质组合为 ＭＳ＋ＺＴ ０.５ ｍｇＬ￣１ꎻ同
时ꎬ研究了不定芽增殖的最佳植物生长物质组合为 ＭＳ＋ＺＴ １.０ ｍｇＬ￣１ꎻ此外使用 ６－ＢＡ 也可以达到较高的不

定芽增殖率ꎬ在生产上可以替代 ＺＴ 进行不定芽分化ꎬ即 ＭＳ＋６－ＢＡ ２.０ ｍｇＬ￣１＋ＩＢＡ ０.５ ｍｇＬ￣１ꎻ较适宜的生

根培养基为 １ / ２ ＭＳ＋ＮＡＡ ０.２ ｍｇＬ￣１ꎻ生根后的组培苗在珍珠岩 ∶ 泥炭 ∶ 细沙 ＝ １ ∶ １ ∶ １ 的基质配比中能够

达到 ９８％的移栽成活率ꎮ 该研究结果建立了全红型软枣猕猴桃的离体再生体系ꎬ为全红型软枣猕猴桃苗木快

繁、工厂化育苗提供了技术支持ꎬ同时建立的再生体系为软枣猕猴桃遗传转化研究提供了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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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ｉｒｌｉｄｉａｃｅａｅ)猕猴桃属(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ꎬ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人工驯化栽培ꎬ目前生产上的软枣猕猴桃

栽培品种主要以绿色为主ꎬ红色较为少见(齐秀娟

等 ２０１４)ꎬ与中华猕猴桃和美味猕猴桃相比ꎬ它具有

不需后熟可直接带皮食用的优点ꎮ ‘天源红’(Ａ.ａｒ￣
ｇｕｔａ)品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选育

的国内首个果皮、果肉均为红色的软枣猕猴桃ꎮ 由

于其果皮、果肉均为红色的特点ꎬ可作为遗传转化研

究的较为特殊的材料ꎮ 全红型软枣猕猴桃在生态农

业中迅速推广ꎬ特别是在观光果园和采摘园中很受

欢迎ꎬ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ꎬ亟需大量的苗木ꎬ而传

统的嫁接繁殖不能满足市场需求ꎮ 因此研究全红型

软枣猕猴桃的离体再生体系无论对生产还是科学研

究都非常必要ꎮ
关于软枣猕猴桃组织培养的研究最早的报道是

１９８１ 年洪树荣采用软枣猕猴桃茎段诱导愈伤ꎬ此后

张远记等 ( １９９６)、 朱道圩等 ( １９９７)、 刘长江等

(２００９)采用软枣猕猴桃叶片、茎段、茎尖进行组织

培养研究ꎬ目前仅有‘魁绿’品种的组培微繁技术体

系(胡皓和张志东ꎬ ２０１１)ꎬ关于‘天源红’的组织培

养尚未有报道ꎮ 由于猕猴桃基因型复杂ꎬ而组织培

养体系又受到基因型的影响(黄宏文等 ２０１３)ꎬ因此

需要针对‘天源红’品种筛选适宜的植物生长物质

组合ꎮ 本研究以‘天源红’猕猴桃叶片、叶柄和带芽

茎段为材料ꎬ通过叶片、叶柄愈伤组织的形成产生不

定芽和诱导带芽茎段直接出芽两条途径获得无菌

苗ꎬ并进行增殖以及生根培养ꎬ建立‘天源红’猕猴

桃的快速繁殖体系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试验材料为全红型软枣猕猴桃‘天源红’ꎬ栽种

于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猕猴桃资源圃

(３４°７１′ Ｎꎬ１１３°７１′ Ｅ)ꎮ 以春季刚发芽新稍茎段、
叶片和叶柄作为外植体材料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带芽茎段出苗诱导 　 截取软枣猕猴桃‘天源

红’新发枝条上端 １０ ｃｍꎬ截成 ３ ｃｍ 左右带芽茎段ꎬ
芽上下各 １.５ ｃｍꎬ用洗洁精洗净ꎬ在流水下冲洗 １~２
ｈꎻ在超净工作台上ꎬ将茎段在 ７５％酒精中消毒ꎬ消
毒后用无菌水冲洗 ２ 次ꎬ置于 ０.１％升汞中消毒ꎬ无
菌水冲洗 ４~５ 次ꎬ放在滤纸上ꎬ将材料剪成 １ ｃｍ 左

右带芽茎段(芽下部茎稍长些)供接种使用ꎮ
消毒后的茎段外植体分别接种于 ５ 种添加不同

植物生长物质(６－ＢＡ、ＩＢＡ)的 ＭＳ 培养基中ꎬ每瓶放

置 ３ 个茎段ꎬ每个处理 １０ 瓶ꎬ共 ３０ 个重复ꎬ观察发

芽生长情况ꎮ
１.２.２ 叶片、叶柄不定芽诱导　 以新稍叶片为材料ꎬ
带回实验室经洗洁精洗净后ꎬ流水冲洗 １~２ ｈꎻ在超

净台中ꎬ经酒精和升汞消毒后ꎬ用无菌水冲洗 ４ ~ ５
次ꎬ放在滤纸上ꎬ叶片横截叶脉剪成宽 ０.２ ｃｍ 宽的

细长条ꎬ叶柄剪成 ０.５ ｃｍ 长ꎬ分别接种于 ７ 种添加

不同植物生长物质(６－ＢＡ、ＮＡＡ、ＺＴ)的 ＭＳ 培养基

中ꎬ每个处理 ６ 瓶ꎬ每瓶放置 ５ 片剪好的叶片或叶

柄ꎬ共 ３０ 个重复ꎬ观察愈伤形成、出芽生长情况ꎮ
１.２.３ 不定芽增殖　 经腋芽萌发和叶片、叶柄愈伤诱

导产生的不定芽ꎬ需进行增殖培养ꎮ 将萌发后的幼

嫩无菌苗 １~２ ｃｍ 转移到 ６ 种添加不同植物生长物

质(６－ＢＡ、ＩＢＡ、ＮＡＡ、ＺＴ)的 ＭＳ 培养基中ꎬ每个处理

１０ 瓶ꎬ每瓶 ３ 棵ꎬ共 ３０ 个重复ꎬ培养 ３０ ｄ 后观察不

定芽的分化和生长情况ꎬ计算增殖系数ꎮ
１.２.４ 根的诱导　 以 １ / ２ ＭＳ 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ꎬ
将诱导产生的>２ ｃｍ 的不定芽接种于培养基中ꎬ培
养基共设计 ４ 种不同浓度的 ＩＢＡ、ＮＮＡ 组合ꎬ每个浓

度转入 １０ 瓶ꎬ每瓶 ３ 棵已长好的不定芽ꎬ共 ３０ 个重

复ꎬ培养 ３０ ｄ 后观察并记录生根情况ꎮ
１.２.５ 炼苗与移栽　 将生根后的组培瓶移入日光温室

炼苗ꎬ遮荫 ３ ｄ 不开瓶口ꎬ拧松瓶口放置 １ ｄꎬ将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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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 ２ ｄꎬ之后进行移栽ꎬ控制气温不超过 ３０ ℃ꎬ空气

相对湿度在 ９０％以上ꎮ 移栽所用基质为珍珠岩 ∶ 泥

炭 ∶ 细沙＝１ ∶ １ ∶ １ꎬ基质用多菌灵消毒晾干后备用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植物生长物质对全红型软枣猕猴桃腋芽出

芽的影响

在统计时排除外植体污染情况ꎬ单从萌芽率计

算ꎬ‘天源红’茎段在不同浓度的植物生长物质中都

有较高的萌芽率ꎬ接种后表型观察发现添加 ＮＡＡ 的

组合茎部愈伤产生较多ꎬ虽然观察到腋芽发芽ꎬ但苗

伸长不好ꎬ不利于接种ꎻ６－ＢＡ 和 ＩＢＡ 的组合萌芽率

较高ꎬ特别在 ６－ＢＡ ０.５ ｍｇＬ￣１＋ＩＢＡ １.０ ｍｇＬ￣１浓

度下ꎬ萌芽率可达到 １００％(图版Ⅰ:１)ꎮ

表 １　 不同植物生长物质组合对‘天源红’
外植体腋芽出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ｂｕ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ａｎｙｕａｎｈｏｎｇ’

植物生长物质组合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６￣ＢＡ
(ｍｇＬ￣１)

ＩＢＡ
(ｍｇＬ￣１)

ＮＡＡ
(ｍｇＬ￣１)

外植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ｎｔｓ

萌芽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ｕｄ

萌芽率
Ｂｕ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０.５ ０.５ ０ ３０ ２７ ９０

０.５ １.０ ０ ３０ ３０ １００

１.０ １.０ ０ ３０ ２６ ８７

１.０ ０ ０.１ ３０ ２４ ８０

２.０ ０ ０.１ ３０ ２７ ９０

２.２ 不同植物生长物质对全红型软枣猕猴桃叶片、
叶柄愈伤组织诱导和不定芽形成的影响

叶片在诱导培养基中快速膨大生长ꎬ并且在靠

近叶脉的位置易形成愈伤组织ꎬ但愈伤组织较为质

密ꎬ而叶缘部位不容易有愈伤产生ꎬ尽管在每个组合

中都有愈伤组织的产生ꎬ但出芽率较低ꎬ仅在 ＺＴ ０.５
ｍｇＬ￣１时有的出芽率(图版Ⅰ:２ꎬ表 ２)ꎬ在 ６￣ＢＡ＋
ＮＡＡ 的组合中ꎬ愈伤诱导率尚可ꎬ但出芽率也较低ꎮ

相对于叶片ꎬ叶柄更容易出芽ꎬ愈伤组织产生在

叶柄两端ꎬ逐渐膨大出芽ꎬ在单加 ＺＴ 的培养基中ꎬ
随着 ＺＴ 浓度增高ꎬ出芽率先增后减ꎬＺＴ 为 ０.５ ｍｇ
Ｌ￣１时ꎬ出芽率最高ꎬＺＴ 浓度升高后形成的愈伤组织

硬而质密ꎬ不适宜出芽增殖ꎬ添加 ６￣ＢＡ 和 ＮＡＡ 组合

表 ２　 不同植物生长物质对‘天源红’叶片

愈伤组织诱导和不定芽形成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ｂｕ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ｌｕｓ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ｏｆ
ｌｅａｆ ｉｎ ‘Ｔｉａｎｙｕａｎｈｏｎｇ’

植物生长物质组合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６￣ＢＡ
(ｍｇＬ￣１)

ＺＴ
(ｍｇＬ￣１)

ＮＡＡ
(ｍｇＬ￣１)

外植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ｎｔｓ

愈伤组织
诱导率
Ｃａｌｌｕ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出芽率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０ ０.２ ０ ３０ ９０ ２７

０ ０.５ ０ ３０ ８８ ４０

０ ０.８ ０ ３０ ９２ ２４

０ １.０ ０ ３０ ８７ ３３

１.０ ０ ０.１ ３０ ５０ ０

２.０ ０ ０.１ ３０ ７５ ６

３.０ ０ ０.１ ３０ ７０ １３

表 ３　 不同植物生长物质‘天源红’叶柄

愈伤组织和不定芽形成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ｂｕ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ｌｕｓ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ｏｆ
ｌｅａｆ 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ｉａｎｙｕａｎｈｏｎｇ’

植物生长物质组合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６￣ＢＡ
(ｍｇＬ￣１)

ＺＴ
(ｍｇＬ￣１)

ＮＡＡ
(ｍｇＬ￣１)

外植
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ｎｔｓ

愈伤组织
诱导率
Ｃａｌｌｕ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出芽率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０ ０.２ ０ ３０ １００ ２６

０ ０.５ ０ ３０ １００ ５０

０ ０.８ ０ ３０ １００ ３３

０ １.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２７

１.０ ０ ０.１ ３０ １００ ６

２.０ ０ ０.１ ３０ １００ ２７

３.０ ０ ０.１ ３０ １００ ３３

后ꎬ也会诱导形成愈伤组织ꎬ但出芽率如表 ３ 所示没

有加 ＺＴ 效果好(图版Ⅰ:３ꎬ表 ３)ꎮ
２.３ 不同植物生长物质组合对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单株小苗接种于不同增殖培养基中培养ꎬ发现在

添加 ＺＴ 的培养基中ꎬ培养后 １０ ｄ 左右开始出芽ꎬ在
３０ ｄ 后可长成> ２ ｃｍ 的高度ꎬ在 ＺＴ 为 １.０ ｍｇＬ￣１时

增殖率最大(图版Ⅰ:４)ꎬ并且提高 ＺＴ 浓度也没有增大

０６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图版Ⅰ　 ‘天源红’茎段出芽及叶片再生体系　 １. 茎段腋芽ꎻ ２. 叶片愈伤ꎻ ３. 叶柄愈伤ꎻ ４. 丛生芽ꎻ ５. 生根ꎻ ６. 移栽ꎮ
ＰｌａｔｅⅠ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ｅｍ ｂｕｄ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ｆ ｉｎ ‘Ｔｉａｎｙｕａｎｈｏｎｇ’　 １. 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ｂｕｄꎻ

２. Ｃａｌｌｕｓ ｏｆ ｌｅａｆꎻ ３. Ｃａｌｌｕｓ ｏｆ ｌｅａｆ ｓｔｅｍꎻ 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ｈｏｏｔ ｃｌｕｍｐｓꎻ ５. Ｓｈｏｏｔｉｎｇꎻ ６.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增殖率ꎬ我们发现在添加高浓度 ６－ＢＡ 时ꎬ小苗同样

有增殖的效果ꎬ但是 ６￣ＢＡ 的浓度过高时ꎬ茎段基部

愈伤组织会加速膨大ꎬ并且愈伤质密不利于出苗ꎮ
２.４ 不同生根培养基对幼苗生根的影响

将长 ２.０ ｃｍ 左右的单棵苗转移到 １ / ２ ＭＳ 培养

基中ꎬ添加不同浓度的 ＩＢＡ 和 ＮＡＡꎬ观察生根时发

现有两种生根方式ꎬ一种是茎部先形成疏松的愈伤

组织ꎬ愈伤组织发出根ꎻ另一种是茎部直接发出根ꎬ
这种生根方式更有助于提高移栽成活率ꎮ 从表 ５ 可

以看出ꎬ在 ＮＡＡ ０.２ ｍｇＬ￣１时生根率最高ꎬ并且主

要以茎部发根为主ꎮ
２.５ 生根苗移栽研究

生根苗移栽在配好的基质中ꎬ经过 ３０ ｄꎬ成活率

可达到 ９８％以上ꎬ根系生长旺盛ꎬ可以进行大田栽

种(图版Ⅰ:５、图版Ⅰ:６)ꎮ

３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采取两种途径获得‘天源红’猕猴桃无

菌苗的方法ꎬ 其中带芽茎段直接出苗的方法可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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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植物生长物质组合对‘天源红’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ａｎｙｕａｎｈｏｎｇ’

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ＺＴ
(ｍｇＬ￣１)

６￣ＢＡ
(ｍｇＬ￣１)

ＩＢＡ
(ｍｇＬ￣１)

植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增殖系数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０.５ ０ ０ ３０ ３.０

１.０ ０ ０ ３０ ４.５

２.０ ０ ０ ３０ ４.５

０ １.０ ０.５ ３０ ２.０

０ ２.０ ０.５ ３０ ３.５

０ ３.０ ０.５ ３０ ２.０

表 ５　 不同植物生长物质组合对‘天源红’幼苗生根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ｉａｎｙｕａｎｈｏｎｇ’

ＩＢＡ
(ｍｇＬ￣１)

ＮＡＡ
(ｍｇＬ￣１)

总株数
Ｔｏ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生根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ｏｏｔｉｎｇ

生根率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０.７ ０ ８０ ５９ ８４

１.０ ０ ８２ ６９ ７４

０ ０.２ ５５ ５３ ９６

０ ０.５ ４７ ４０ ８５

快地获得无菌苗ꎻ在叶片和叶柄通过愈伤组织出芽的

方式中ꎬ叶柄的愈伤诱导率和出芽率都较高ꎬ而叶片

的相对较低ꎻ虽然通过愈伤获得苗的方法不如腋芽出

苗快捷ꎬ但通过愈伤组织建立的再生体系可以为今后

的遗传转化研究以及染色体倍性操作相关研究提供

基础ꎮ 本研究获得最佳腋芽增殖培养基为 ＭＳ＋６￣ＢＡ
０.５ ｍｇＬ￣１＋ ＩＢＡ １.０ ｍｇＬ￣１ꎻ叶柄愈伤诱导培养基

为 ＭＳ ＋ ＺＴ ０.５ ｍｇＬ￣１ꎻ增殖培养基为 ＭＳ ＋ ＺＴ １.０
ｍｇＬ￣１ꎻ生根培养基为 １ / ２ＭＳ ＋ ＮＡＡ ０.２ ｍｇＬ￣１ꎮ

在进行不定芽增殖时ꎬ采用腋芽出苗的方法获

得的无菌苗在遗传上性状更加稳定ꎬ能够保持品种

的优良性状(刘翠云等ꎬ１９９６)ꎮ 本研究中也发现采

用带芽茎段能够快速地获得无菌苗ꎮ 关于软枣猕猴

桃愈伤诱导ꎬ前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ꎬ张远记等

(１９９６)指出茎段容易愈伤化ꎬ但愈伤组织难以分

化ꎬ叶片不易愈伤化ꎬ但愈伤组织容易分化ꎻ贾景明

等(１９９９)以幼茎作为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率可达

７５％ꎻ本研究发现采用叶柄能够很好地获得愈伤组

织并能够进一步分化ꎬ叶柄两侧伤口处有膨大愈伤

组织产生ꎬ这与郑小华(２００８)的研究一致ꎮ
关于猕猴桃愈伤组织诱导ꎬ目前认为 ＺＴ 的使

用效果最好 (张远记等 １９９６ꎻ谢志兵和鲁旭东ꎬ
２００３)ꎬ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高浓度的 ６￣ＢＡ 可替代 ＺＴ
诱导出芽ꎬ也有认为适当浓度的 ６￣ＢＡ 对猕猴桃的

不定芽增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ꎬ而对茎伸长却有抑

制作用(刘峥等ꎬ２０１３)ꎮ 本研究发现在‘天源红’的
增殖过程中ꎬ可以采用 ６￣ＢＡ 来代替 ＺＴꎬ可获得同样

的增殖效果ꎬ没有对茎的伸长生长造成影响ꎬ也可能

是由于软枣猕猴桃本身的长势较好ꎻ在腋芽快速出

芽时也可采用 ６￣ＢＡ 代替 ＺＴꎬ但是愈伤诱导时ꎬ还没

有发现合适的 ６￣ＢＡ 的浓度配比能够诱导出芽ꎬ因
此ꎬ在愈伤诱导时在培养基中加入 ＺＴ 还是快速的

出芽诱导的方法ꎮ
猕猴桃组织培养是进行猕猴桃生理生化研究和

遗传转化研究的重要基础ꎮ 中华猕猴桃、美味猕猴

桃、软枣猕猴桃、葛枣猕猴桃、大籽猕猴桃、阔叶猕猴

桃、毛花猕猴桃都有相关的组织培养的报道(秦永

华等ꎬ２００４)ꎬ其中研究较深入的中华猕猴桃“红阳”
已建立再生体系并导入抗病基因(周月等ꎬ２０１３)ꎬ
绿肉软枣猕猴桃原生质体培养并有 ＧＦＰ 基因转化

的研究(朱道圩ꎬ１９９７ꎻ朱道圩等ꎬ２００３)ꎮ 但是相关

全红型软枣猕猴桃组织培养还未有报道ꎬ全红型软

枣猕猴桃作为新的新品种ꎬ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ꎬ同
时由于其果肉全红的特色ꎬ也是遗传研究的较好材

料ꎮ 本研究的进行ꎬ丰富了猕猴桃品种的离体再生

体系ꎬ为猕猴桃新品种苗木快繁以及今后的研究中

进行遗传转化研究提供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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