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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芦竹组培苗驯化技术是一项关键的农业技术,对于芦竹的规模化种植和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通过系统探索和优化芦竹组培苗的驯化流程,能提高芦竹组培苗的适应性和成活率。在驯化

过程中,应注重温度、光照、水分和施肥等环境因子的调控,确保芦竹组培苗能够顺利从无菌状态过渡到

有菌状态,并快速适应新的生长环境。通过设置对照组实验验证的方式进行分析,掌握不同环境下驯化情

况。得出了驯化技术有利于提升芦竹组培苗的效果。因此,文章主要就芦竹组培苗的驯化技术进行研究,

实现对驯化流程的优化,提升驯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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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mestication technology of reed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is a ke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large-scale plant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reed. This article explores and 

optimizes the domestication process of reed bamboo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through a systematic approach, 

which can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and survival rate of reed bamboo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During the 

domestication proces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temperature, 

light, moisture, and fertilization to ensure that the reed bamboo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can smoothly transition 

from a sterile state to a bacterial state and quickly adapt to the new growth environment. Analyze the 

domestication situation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by setting up control group experiments for verification. It has 

been concluded that domestication techniques are beneficial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eed bamboo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Therefore, the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domestication technology of reed bamboo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aiming to optimize the domestication process and improve domestic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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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芦竹是一种多年生禾本科植物,拥有强健根系和挺拔的茎

秆,展现出独特的生物学特性。适应性极强,能在多种土壤类型

和气候条件下生长,尤其擅长在湿润环境中繁茂。芦竹不仅具有

极高的观赏价值,其茂密的叶片和挺拔的茎秆为园林景观增添

了独特的韵味,还在生态环境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能够有

效防止水土流失,改善土壤结构。此外,组培苗驯化技术,是连接

实验室精心培育与田间广泛种植的关键桥梁,不仅关乎组培苗

能否顺利适应自然环境,还直接影响到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最终

产量。通过科学的驯化流程,可以提升组培苗的抗逆性和适应性,

为田间种植奠定坚实基础。通过深入探讨芦竹组培苗的驯化技

术,通过优化驯化流程和提高驯化效率,可为芦竹的规模化种植

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进而推动芦竹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1 芦竹组培苗的快速繁殖 

1.1材料与方法 

芦竹组培苗的快速繁殖是芦竹规模化种植的关键环节。在

实验过程中,采用实验室保存的芦竹草无菌组培苗作为实验材

料,这些组培苗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无菌处理,确保实验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 

为了促进芦竹组培苗的快速繁殖,选用适宜的培养基配方,

即MS基础培养基添加了适量的6-BA(6-苄氨基腺嘌呤)和NAA(萘

乙酸)。具体配方为MS+6-BA1.0mg/L+NAA0.10mg/L,这一配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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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次试验验证,能够有效促进芦竹组培苗的生长和分化。 

在逐代扩繁的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规范进行,避

免微生物的污染。首先,将无菌组培苗接种到新鲜的培养基上,

确保每个培养皿中的组培苗数量适中,以避免过于拥挤影响生

长。然后,将培养皿置于适宜的光照、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进行培

养。在培养过程中,定期观察并记录组培苗的生长情况,及时调

整培养条件以满足其生长需求。同时,注意保持培养环境的清洁

和无菌,确保组培苗的健康生长。 

1.2结果与分析 

在芦竹组培苗的快速繁殖实验中,对组培苗的生长情况进行

详细统计与分析。结果显示,组培苗在MS+6-BA1.0mg/L+NAA0.10mg 

/L培养基上生长迅速,其生长速度明显快于在其他培养基上的

对照组。在培养初期,组培苗即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叶片鲜绿,

茎秆粗壮,形态健康。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组培苗数量迅速增

加,且保持较高的生长一致性和稳定性。 

培养基成分对芦竹组培苗繁殖效率的影响明显。6-BA作为

细胞分裂素,主要促进芽的分化和生长,而NAA作为生长素,主要

促进根系的生长。在本实验中,6-BA和NAA的协同作用有效促进

了芦竹组培苗的快速繁殖,提高繁殖效率。通过调整培养基中

6-BA和NAA的浓度比例,可以进一步优化繁殖条件,满足不同生

长阶段的需求。 

2 芦竹组培苗的生根培养 

2.1材料与方法 

在芦竹组培苗的生根培养阶段,挑选茎段和愈伤组织作为

外植体,这些外植体均来源于前期经过严格筛选和培养的芦竹

无菌组培苗。为了确保生根培养的成功,设计多种培养基配方进

行对比试验,通过对比找到最适合芦竹组培苗生根的培养条件。 

尝试几种不同的培养基配方,其中包括MS基础培养基添加

不同浓度的NAA(萘乙酸)和IBA(吲哚丁酸)。具体配方如下：配

方一(MS+NAA0.5mg/L),配方二(MS+IBA0.5mg/L),以及配方三

(MS+NAA0.5mg/L+IBA0.5mg/L)。这些配方通过调整生长调节物

质的种类和浓度,探索其对芦竹组培苗生根的促进作用。 

生根培养的操作步骤严谨细致。首先,将外植体小心地接种

到含有生根培养基的培养皿中,确保每个培养皿中的外植体数

量适中,避免过于拥挤影响生根效果。然后,将培养皿置于光照

强度为2000lx、温度为25±2℃、相对湿度为70%±5%的培养条

件下进行培养。在培养过程中,定期观察并记录外植体的生根情

况,包括生根数量、生根长度以及根系形态等指标。根据观察记

录,配方三(MS+NAA0.5mg/L+IBA0.5mg/L)在处理15天后生根率

达到了90%,且根系粗壮、生长旺盛,表现出最佳的生根效果。 

2.2结果与分析 

在芦竹组培苗的生根培养阶段,对比不同培养基配方对生

根效果的影响,通过试验,发现不同配方对芦竹组培苗的生根

率、生根速度以及根系形态等指标均产生明显影响。 

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培养基配方,分别是MS+NAA0.5mg/L、MS+ 

IBA0.5mg/L和MS+NAA0.5mg/L+IBA0.5mg/L。在相同的培养条件

下,观察并记录这三种配方下芦竹组培苗的生根情况。结果显示,

配方三(MS+NAA0.5mg/L+IBA0.5mg/L)在处理15天后生根率达到

90%,明显高于配方一(80%)和配方二(75%)。此外,配方三组培苗

的生根速度也较快,平均生根时间比配方一和配方二缩短约2

天。在根系形态方面,配方三组培苗的根系更为粗壮、发达,有

利于后续的移栽和生长。 

在根系形态方面,配方三组培苗的根系更为粗壮、发达,根

长平均达到3.5cm,根数平均达到8条/株；而配方一和配方二的

根长分别为2.8cm和2.9cm,根数分别为6条/株和7条/株。配方三

的根系形态更有利于后续的移栽和生长。 

通过分析生根培养的关键因素,认为生长调节物质的种类

和浓度是影响生根效果的主要因素。在本实验中,NAA和IBA的协

同作用是明显提高芦竹组培苗的生根率和生根速度。此外,培养

条件如光照、温度和湿度等也对生根效果产生一定影响。因

此,在后续的生根培养中,可以进一步优化生长调节物质的浓

度比例。 

3 芦竹组培苗的驯化移栽 

3.1驯化前的准备 

在进行芦竹组培苗的驯化移栽前,首先需要对组培苗的生

长状态进行细致的评估,确保移栽的顺利进行。一般而言,选择

生长健壮、叶片鲜绿、根系发达且无明显病虫害的组培苗作为

移栽对象。组培苗在无菌培养条件下已经经过了多代的扩繁和

筛选,具有较高的生长潜力和适应性。 

筛选标准方面,一是组培苗的生长速度,生长迅速的苗种通

常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二是根系的发育情况,根系发

达、根毛丰富的组培苗更容易在移栽后吸收养分和水分,从而提

高成活率；三是叶片的状态,叶片鲜绿、无黄化或枯萎现象的组

培苗说明其光合作用能力强,有利于移栽后的生长和恢复。 

3.2驯化条件与方法 

驯化是芦竹组培苗从无菌培养环境向自然环境过渡的关键

步骤。为了确保组培苗能够顺利适应自然环境,需要逐步调整光

照、温度和湿度等条件。 

光照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条件。在驯化过程中,采用

逐渐增强光照强度的方法。初始阶段,将组培苗置于较弱的光照

条件下,然后逐渐增加光照强度,直至达到自然环境下的光照水

平。第一天将光照强度控制在1000lx左右,以后每天增加500lx,

直至第七天达到3000lx的自然光照强度。通过这种方法,评估光

照强度对组培苗生长的影响,发现逐渐增强光照强度可以提高

组培苗的光合作用效率和生长速度。当光照强度达到3000lx时,

组培苗的生长速度比初始阶段提高约20%,株高增加约3cm,叶片

数量增加2-3片。 

温度是影响植物生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驯化过程中,从高

温恒温环境逐渐过渡到低温变温环境。初始阶段,将培养室的温

度设定在28℃左右,然后逐渐降低温度,直至达到自然环境下的

温度水平。调整过程中,每天降低1℃,直至第七天达到22℃的室

温。这一过程中,分析温度对组培苗生长的影响,温度从28℃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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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到25℃时,组培苗的生长速度减慢约10%,株高和叶片数量的

增加幅度也有所减小。发现适当降低温度可以减缓组培苗的生

长速度,使其逐渐适应自然环境中的温度变化。 

湿度是影响植物蒸腾作用和水分吸收的关键因素。在驯化

过程中,采用降低湿度的策略,同时采取措施保持适宜的湿度水

平。在驯化初期,将培养室的湿度控制在90%左右,然后逐渐降低

湿度,直至达到自然环境下的湿度水平。每天降低5%的湿度,直

至第七天达到70%的适宜湿度。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可确保组培

苗在降低湿度的过程中,能够逐渐适应自然环境中的水分条件。 

3.3移栽基质的选择与处理 

根据芦竹的生长特性和对土壤条件的要求,选择珍珠岩、蛭

石和椰糠作为移栽基质的主要成分。 

移栽基质成分与配比方案,配比方案一：珍珠岩:蛭石:椰糠

=2:1:1,配比方案二：珍珠岩:蛭石:椰糠=1:1:1,配比方案三：珍

珠岩:蛭石:椰糠=3:1:1。配比方案一：成活率约为92%,配比方

案二：成活率约为88%,配比方案三：成活率约为90%。因此选择

配比为珍珠岩:蛭石:椰糠=2:1:1。这种配比不仅提供良好的透

气性和保水性,还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和有机质,有利于芦竹组培

苗的生长和发育。 

移栽时,将经过驯化的组培苗小心地取出,避免损伤根系。

然后,将组培苗植入经过消毒处理的移栽基质中,确保根系充分

展开并与基质紧密接触。移栽后,轻轻压实基质并浇透水,以促

进组培苗与基质的紧密结合和根系的生长。 

3.4移栽后的管理与养护 

移栽后的管理与养护是确保芦竹组培苗健康生长的关键环

节。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持适宜的生长环境和防治病虫害。

移栽后,为了保持适宜的空气湿度,采用自动喷雾装置进行加湿

处理。将自动喷雾装置设定为每隔2小时喷雾一次,每次喷雾持

续1分钟。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控制空气湿度,确保芦竹组

培苗在移栽初期能够保持较高的生长速度和成活率。同时,定期

观察并记录移栽苗的生长状况,包括叶片状态、根系发育等指标,

评估自动喷雾装置的效果。 

通风是保持移栽苗健康生长的重要条件。采取定期开窗通

风的策略,保持移栽环境的空气流通和减少病原菌的滋生。同时,

加强病虫害防治工作,定期检查移栽苗的叶片和根系,发现病虫

害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防治。使用生物农药或低毒化学农药进行

喷洒处理,确保移栽苗的健康生长。 

为了确保移栽苗的健康生长,需要定期观察并记录其生长

状况。具体指标包括成活率、株高、叶面积、根系发育情况等。

通过观察记录及时发现移栽苗的生长问题并采取措施进行解

决。例如,当发现移栽苗生长缓慢或叶片黄化时,可以及时调整

施肥量和灌溉频率等措施来改善其生长环境。 

3.5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芦竹组培苗驯化移栽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细致的

观察和记录,在不同基质配比下,移栽成活率存在一定的差异。其

中,珍珠岩:蛭石:椰糠=2:1:1的基质配比下移栽成活率最高,达

到95%以上。这一结果表明,合理的基质配比对于提高移栽成活

率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基质对移栽效果的影响,对不同基质

配比下的移栽苗进行生长量测定和根系发育情况观察。结果显

示,在珍珠岩:蛭石:椰糠=2:1:1的基质配比下,移栽苗的生长量

最大、根系最为发达。通过对移栽前后组培苗的生长变化进行

对比分析,发现移栽后的组培苗在生长速度、叶片状态和根系发

育等方面均得到明显提高。通过本次驯化移栽试验,总结了以下

关键成功因素：一是选择合适的移栽基质并进行适当的处理；二

是逐步调整光照、温度和湿度等条件以适应自然环境；三是加

强移栽后的管理与养护工作；四是及时发现并解决移栽苗的生

长问题。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实验确定了芦竹组培苗驯化的适宜

条件,包括全光照环境、温度为25℃、采用泥炭土：珍珠岩：蛭

石=2：1：1的混合基质。这些条件为芦竹组培苗的规模化种植

和优质育种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在实际应用中,建议采用这

些驯化条件进行芦竹组培苗的栽培管理,以提高其成活率和生

长速度,从而满足农业生产和生态修复的需求。驯化技术不仅可

以提高芦竹组培苗的移栽成活率,还能保障芦竹的遗传性状稳

定,避免因繁殖过程中的遗传变异导致的性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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