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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天气进行收割， 收割后及时清选、 晾晒、 入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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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果枸杞（Lycium ruthenicum Murr）是茄科枸
杞属多年生耐盐、 抗旱植物， 分布于我国西部地
区， 其成熟浆果中富含紫红色色素， 属于典型的
天然花色苷类植物色素资源， 具有重要的药食保
健价值［1～2�］。 为遏制近年来市场需求量猛增、 黑
果枸杞价格上涨带来的乱挖乱垦乱采局面［3～4�］， 使
这一特色植物资源尽快向生态经济良性发展， 我
们优选优良株系， 采用组培技术生产穴盘苗以期
为工厂化育苗提供可能， 并保证遗传特性优良。
1���外植体的建立

材料采自青海诺木洪农场野生优良单株， 优
选结果性好、 生长健壮的优良株系一年生休眠枝
条， 用自来水冲洗 20�min， 剪成带 1 个芽的小段。
在超净工作台上， 用 75%酒精浸泡 30�s， 再置于
0.1%升汞溶液（加1~2滴吐温20）中消毒 15�min， 然
后用无菌水冲洗 5 次， 用消毒滤纸吸干茎段表面
水分。
2���初代培养

将外植体接种到芽诱导培养基 MS+0.5�mg/L�
6-BA+30�mg/g 蔗糖 +6�mg/g 琼脂上， 培养基 pH�

6.0， 培养温度（22±1）℃、 光照 12�h/d、 光照度 40�
μmol/（m2·s）， 培养 30�d 后可有新茎形成。
3���继代培养

将诱导的新茎剪段转接入继代培养基 MS+�0.3�
mg/L�6-BA�+�0.�05�mg/L��NAA�+30�mg/g 蔗糖 +6�mg/g
琼脂中， 培养基 pH 和培养条件同初代培养， 约
20�d 后丛生芽产生， 40�d 后有 5～6 个芽体长至
5～6�cm， 此时可转瓶剪段在继代培养基中继续扩
繁（图1）。

图 1���黑果枸杞的组织培养继代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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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黑果枸杞野生优良单株上一年生休眠枝芽为材料， 利用组织培养技术， 经消毒灭菌， 芽诱导、 继代
培养、 生根培养， 进行炼苗移栽， 成活率可达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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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根培养
将继代培养出的嫩茎剪成 1.5~2.0�cm 小段，

接入生根培养基 1/2MS�+�0.5�mg/L�IAA�+�15�mg/g 蔗
糖+�6�mg/g 琼脂中进行培养， 培养基 pH 和培养条
件同初代培养， 约 20�d 长出不定根， 30�d 后多数
试管苗生 3~5 条根（图2）， 生根率可达 90%以上。

5���炼苗及移栽
将高 5�cm、 具有 3~5 条根的试管苗， 闭瓶逐

步移到散射光的自然环境中炼苗 7�d， 然后从瓶中
取出， 35�℃以下温水洗净根部培养基， 用 63 穴育
苗盘、 营养钵、 花盆装蛭石和珍珠岩（1∶1）基质
进行移栽， 在智能温室中， 将育苗盘放在育苗床
上， 相对湿度控制在 65%， 温度控制在 25�℃进行
培养炼苗［5�］， 成活率可达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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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中、 东部多数杏园因长期疏于修剪或
修剪量很轻， 造成杏园密闭， 杏园密闭后通风透
光性差、 结果部位外移、 病虫害发生严重、 树冠
下部及内膛枝衰弱或枯死、 产量降低、 品质下降、
管理不便， 对果农收益造成很大的影响［1～2�］。 开展
密闭杏园高光效树体结构优化改造修剪技术研究

和示范， 对果农增产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自 2010
年参加国家农业部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以
来， 我们连续 4�a 在平凉市崇信县选择代表性杏园
开展密闭杏园高光效树体结构优化改造修剪技术。
该技术的关键为疏枝、 落头、 抹芽和摘心， 修剪
后 1～2�a 注重增施磷钾肥、 合理负载、 加强病虫

摘要： 介绍了示范园基本情况、 改造修剪的原则、 密闭杏园高光效修剪关键技术及其配套技术。 经在平凉
市崇信县示范， 修剪第1年， 张公园杏和曹杏的商品果率分别较对照提高27.5%和30.2%； 修剪第4年， 商品果率
分别比对照提高44.4%和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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