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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熟

胚乳离体培养再生植株研究初报
`

朱庆麟 陈新民 带 朱

(西北农学院植物组织培养实验室 )

摘 要

在附 加激素的M S培养基上
,

从品种 “ 马里 ” 纯胚礼 及带胚胚乳诱导出少量 愈伤组

织
,

并分化成苗
。

激素及胚乳发育程度对大麦胚乳愈伤 组 织的诱导作 用明显
,

胚的存在

与否似对大麦胚乳分化 无 多大影响
。

被子植物的胚乳是双受精的产物
,

由之分化 。` 植株
,

在理论上应为三倍体
。

三倍体

本身或 由其加倍而形成的六倍体 值物
,

在遗传研究及育种实践土有一定意 处 〔弓J 。

故此
,

胚

乳培养早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
,

不少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

然而迄今仅在少数一些植物

材料上获得成功
〔 2〕 。

禾谷类作物的 胚乳培养 似乎更为困难
,

虽然早在三十 年代初 就有

人以玉米作材料进行研究 〔“ 了 ,

尔后不少研究工作者又相继以玉米
、

大 麦
、

小麦 等多种

材料实验
,

虽有所进展
,

但都未能获得胚乳植株 〔“ ’ 8了 。

直至 1牙7 5年
,

从
、 k 。 。 。 等培 养水

稻未成熟胚乳成功 〔7 J ,

始 证明禾谷类作物胚乳细胞亦具有重新分化和再 生器官 与植株

的全能性
。

水稻胚乳培养的成功
,

促使一些研究者 对天谷类作物肛乳片 养位 研究
,

并且

在大麦
、

小黑麦等作物上取得进展
, 「̀ ’ ” 〕 。

1 0 7 9一 1 9 8 3年我们也进行 了大 麦胚 乳培 养
,

获得胚乳植株
,

现仅就大麦未成熟肛乳培养再生柏
_

株帅结果作一简介
。

材料和方法

试验材料采用
“ 马里 ” 、 ` ,B 1 8 G”

、 “ 红大头
” 、 “

朝 阳 19 号
”

等 四个品 种 自 花授

粉
,
以及 “ B l s o K B s o。 ,, 、 “ B s c c 义 朝阳 1 9号 ,, 、 “ B 18 。 火 红大头 ” 三个杂交 组合杂

交当代的胚乳组织
。

授粉后 6 天和 10 天后采穗
,

插入盛有 自来水的玻璃怀中
,

置冰箱中 8一 1 2小时
。

然

后
,

在无菌条件下
,

用 70 %酒精擦洗麦穗
,

剥取籽粒
,
以 0

.

1% 升汞液灭 菌 20 分 钟
,

用

无菌水冲洗 3 一 4 次
。

无菌籽粒分带胚及纯胚乳两组处理
:

带胚组籽粒不除去幼胚
,

仅

用解剖刀作创伤处理 ; 不带胚纯胚乳组则在解剖镜下
,

用解剖刀切去种胚
,

挤压出纯净

.

本文收到日期
: 1 9 8 5年 1 月 2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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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乳接种
。

用于胚乳培养的基本培养基为M S
。

诱导胚乳愈伤组织 尽培养基 分六 种处理
:

( 1)

不附加 任何激素或有机成份的M S基本培养基
;( 2) 附加 2, 4一 D Z 毫 克 /升 十 C H S沁

毫克 /升 ; ( 3 ) 附加 2 , 4一 D Z 毫克 /升 十 K T Z 毫克 /升 十 C H S为毫克 /升
; ( 4 ) 附加

2 , 4一 D 4 毫克 /升 + K T Z 毫克 /升 + C H 5 00 毫 克 /升
;

( 5 ) 附 加 2 , 4一 D Z 毫 克 /升 十

6 B A Z 毫 克 /升 + G A 4 毫克 /升 + C H 5 00 毫克 /升
; ( 6 ) 附加 2 , 4一 D Z 毫 克 /升 + 6

B A 4 毫克 /升 + G A 4 毫克 /升 + C H 5 00 毫克 /升
。

所有处理蔗糖浓 }度为 8 %
, p H S

.

6一

5
。

8 。

诱导器官分化的培养基只一种
: M S + K T 4毫克 /升 十 I A A Z 毫克 /升

,

蔗 糖浓 度

3 %
, PH 仍为 5

。

6一 5
.

8
。

胚乳接种后
,

置 25 一 28 ℃
,

每 日 8 一 10 小时 20 0G L u x 光照条件下培养
。

试 验 结 果

接种后 10 天观察
,

发现授粉 6 天的培养物
,

除带胚组体积略有增大外
,

纯净胚 乳几

乎没有反应
。

以后虽经长期培养
,

但始终没有愈伤组织产生
。

而授粉 1C 天的培养物
,

不论

具胚 与否
,

在一些处理中体积都有所增大
。

培养 33 天
,

品种 “ 马里 ” 在附加 2 , 4一 D Z 毫

克 /升
、
6 B A Z 毫克 /升以及 G A 4 毫克 /升的 ( 5 号 ) 处理上

,

从带胚组籽粒中部刀 口处

长出质地较疏松的愈伤组织 (图 1 )
。

53 天后
,

愈伤组织分化出绿 色芽 点
。

又经 过 7

天
,

绿色芽点形成叶片卷曲的畸形苗 (图 2 )
。

培养 4 5天后
,

品种 “ 马里 ”
又陆续从 ( 5 )

、

( 6 )
、

( 」 )
、

( 3 ) 等几个处 理上产

生 7 块愈伤组织
,

其 中带胚组 d块
、

纯胚乳组 3块 (见下表 )
。

将这些愈伤组织转 移于M S
十

品种 “ 马里
”
在不同附加成份培养基上胚乳愈伤组织的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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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基本培养基为M S ,

培养 2 月后统计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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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T4 毫克 /升+I A AZ毫克 /升的分化培养基上
,

20 天后从带胚组和纯净 胚 乳组 各分化

出 2个幼苗 ( 图 4一 6 )
。

带胚组由于胚的存在增加了分析问题的复杂性
。

因此
,

在整个工作

过程中
,

我们十分注意愈伤组织发生的部位
,
以避免与幼胚愈伤组织混淆 ` 有趣的是

,

在离体子房授粉受精条件下
,

由 B 8 1。 又 刺芒杂交组合在附加 G A I毫克 /升和水解乳蛋白

30 0毫克 /升的 M S培养基上
,

从离 体受精形成籽粒的尾部长出愈伤组织 (图 7 )
,

经转

移于诱导器官分化的培养基上培养
,

15 天后再分化成苗 ( 图 8 )
。

在没有附加任何激素的 M S培养基上
,

培养 I c天时
,

纯胚乳组没有反应
,

带 胚组培

养物体积略有增长
,

当培养到 1 6天时
,

带胚组个别胚直接萌发
,

生长迅速
,

很快长成幼

苗
,

但始终没有胚乳愈伤组织产生 (图 9 )
。

B 8 1 0
、

红大头
、

朝阳 1 9号自花授粉尔
·

胚乳及三个杂交 组合 ( B 8 1 0 x B 8 0 o
、

B 8 1 0 x

朝阳 19 号
、

B 8 10 x 红大头 ) 杂交当代的胚乳
,

不论带胚组还是纯胚乳组都没有诱导 出愈

伤组织
。

图 版 说 明

1
.

从带胚组未成熟籽粒中部刀 口处长 出质地疏松 的愈伤组织
, 2

.

从带坯组

愈伤组织分化的畸形胚乳苗
; 3

.

在附 加 G A4 m g / L
,

B A 2 m g / L
,
C H 5 00

m g / L的5号处理上从去胚组产生的胚乳愈伤组织 ; 4
一
5

,

在 M S + K T 4m g/ L

+ ! A A Zm g / L的分化培养基上
,

纯胚乳愈伤组织转移 20 夭后分化的 幼苗 ;

6
.

带胚组愈伤组织转移 20 天后分化的幼苗 , 7
.

从离体子房受精形成籽粒尾

部长出的胚乳伤愈组织
, 8

.

从离体受精籽粒形成愈伤组织分化的胚乳无根苗
;

9
.

幼胚萌发的植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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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结

在所试验的自花授粉和品种间杂交 当代的七个材料巾
,

仅品种
“ 马里

”
在附加一定

激素的M S培养基上获得少量愈伤组织并分化成苗
。

其余六个材料均无愈伤组织和器官分

化
。

激素对诱导大麦愈伤组织的作用十分明显
,

在没有附加任何激素的M S 培养基 上
,

不论带胚组
、

纯胚乳组都始终没有产生愈仿组织
,

且带胚组培养物的种胚易于萌发
。

看来

激素对大麦胚乳愈伤组织的诱导是不可少的
,

而且附加一定浓度的赤霉素有利于愈伤组

织的产生
。

有些研究者曾提出胚的存在对一些植物胚乳愈伤组织的诱导和器官 分化 的重 要作

用 t,1
。

就本试验的资料看来
,

胚的存在与否似对大麦胚乳分化无多大影响
。

胚乳发
一

育程度对胚乳愈伤组织诱导作用明显
,

本实验中授粉 6 天 的培养物在所有处

理上均未见愈伤组织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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