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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手瓜下胚轴离体培养及再生植株 

王小素 李步勋 广东 
(百北农业六学园艺景．陡百岳奠 ~12100) 

A 
’ 摘 翼 对佛手瓜下胚轴再生檀株、试管苗移栽厦大田定檀进行丁试l垒．结果衰明，在 

Ms+IA．A 0．1 mg／L+BA 1．0 mg／L+LH 200加 ，L培养基上窖易形成下胚轴靠伤组织{愈 

伤组织分化芽的培养基为MS+IAA 0．5 mg，L+BA O．5 mg，L。诱导分化宰可达575 i顶 

芽和带腋芽茎段生根的培养基分别为MS+IAA 1．0 mg／L和÷Ms+IAA 0．3 mg ，生根 

事分别为 81．8 和83．3 l移栽培养土甩土·砂 ·冀蕾3·2·1的灭曹土。幼苗成活事达 

75 l大田定值．平均单株结果 88．43个．平均单果t 240．23 g_ 

关麓调! ·‘ 堕· 竺 苎瞪·苎皇堕苤·兰 基数 
中田分Il号 $642．903～ 

佛手瓜近年来在北方已引种成功，但由于繁殖系数低．成本高．使推广受到一定限 

制“：。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可大大提高繁殖系数 ．孪保民等Ⅲ以整胚为外植体已培养出 

再生植株．而以下胚轴为外植体的组织培养尚未见成功的报道．本试验对佛手瓜下胚轴 

愈伤组织诱导、器官分化、试管苗移栽及大田定植进行了研究，对提高佛手瓜繁殖系数，降 

低育苗成本及大面积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车试验由下胚轴离体培养到成苗于1993年 u月至 1994年6月进行．1994年底到 

1995年秋末又进行了第2次试验并定檀于大田观察结果情况． 

1．1 外檀体获得 

在无菌操作下，取出佛手瓜的整胚，用 0．1 HgCl。消毒8~10 rain。再用无菌水冲洗 

5次．切取下胚轴成0．5 cm’外植体备用．每个下胚轴切成6块外植体． 

1．2 培井基筛选 

采用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蔗糖 3 ，琼脂 0．7 ～0．8 ，pH调至5．5～6．0．培养 

基及其他器物在 121℃下灭菌2O mln．各阶段培养基设置见表I． 

寰 1 佛手瓜鲁阶段姐织培，．培，．基设置 mB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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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培养条件 

培养室温度 21士2℃，光照强度约为 2 000 Ix，每天光照 12 h． 

1．4 再生植株移栽试验 

移栽前再生植株锻炼 4～5 d，即将培养试管苗的三角瓶封口膜去掉，放置在室温下 4 
～ 5 d，并每日向瓶中滴加2～3滴蒸馏水。用镊子将苗小心取出，用自来水}巾洗掉粘附在 

苗上的培养基，再用0．1 代森锰锌浸根 3～5 rain，栽于不同组份的培养土中(培养土组 

成见表 4)，浇足水分。在植株上罩一罐头瓶以保持湿度(见附图 1)，2 d后逐渐揭瓶通风， 

适量喷雾。光照开始为 2 000 Ix，以后逐渐增至 4 000 Ix为宜。 

1．5 大田定植 

将成活的再生植株移置盖小拱棚的苗床中，管理同其他蔬菜育苗管理，待苗长出 4～ 

s片新叶，于 5月初定植入大田，立即遮阴，缀苗后加强田问管理。 

1．6 调查数据及指标 

接种后 28 d调查形成愈伤组织天数、质地、色泽、出愈率及分化情况。愈伤组织接种 

35 d后调查其分化率及有效芽百分率 分化率指愈伤组织分化的不定芽总数占愈伤组 

织总数的百分率。有效芽指高于 1 crl3．的不定芽。有效芽百分率一有效芽总数／分化的总 

芽数×lOO ． 

生根培养：在接种后28 d调查生根数、成苗率。 

移栽成活率：移栽后 21 d苗子长出新叶时调查。移栽大田后调查成活率及结果数。 

繁殖系数；佛手瓜的一个下胚轴在一个培养周期(从愈伤组织到成苗 80~90 d)内形 

成再生植抹的个数。 

2 结果分析 

2．1 意伤组织诱导 

下胚轴愈伤组织的诱导，在 A培养基上出愈率高，易于成功 接种后 6 d开始形成愈 

伤组织，28 d后增殖倍数达 5．3倍(见附图2)，质地致密，呈白绿色，有白绿色小突起多 

个。 

2．2 寂伤组织诱导芽的培养基选择 

在 B ～B|4种不同培养基上，下胚轴愈伤组织切块分化情况见表 2． 

表2 4种不同培养基对下胚轴愈伤组织不定芽分化的影响(接种后 35 d) 

注 {*Duncan 新复楹 差法 ． 

表2说明，4种培养基对下胚轴愈伤组织不定芽的分化率有极显著的差异。 对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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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分化及形成有效芽效果最好，是理想的培养基(见附图3)。在试验中发现，B。和 B：中产 

生的不定芽早于其他两种培养基，且生长快。尤其是 B ，接种 28 d后，晟大芽达 6．4 crl'l， 

具有 4片叶，两条根．根长分别为 4．3 cm和 9．2 grrlt． 

2．3 不定芽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取诱导的顶芽和带腋芽的茎段置于C。～c；中进行生根培养。结果见表 3． 

表 3 不同培养基对不定芽的生报培养(接种后28 d) 

表 3表明，不同培养基对不定芽生根诱导表现各异。Ca和Cs对顶芽生根及成苗无显 

著性差异，且二者生根早，平均根数多，生根率高，是适宜的生根培养基(附图 4，5)。在带 

腋芽茎段生根成苗的4种培养基中，C；是最适宜的培养基，而C。和C：几乎不能使之生根 

成苗。生长索 IAA的浓度在 0～0．3 mglL范围内生根数与成苗率和浓度的升高呈正相 

关关系，但当浓度超过 0．3 mglL时，二者均显著下降。由此得出，在 l／2Ms为基本培养 

基中，添加 0．3 mgtL的 IAA，生根和成苗效果均佳。 

附图 1．再生植株移栽入培养土中}2．下肛轴血伤组织诱导池 Bs培养基中=缸伤组织不定芽诱导I 

4．G 培养基中不定芽生根}5．Cs培养基中不定芽生根。 

2．4 再生植株的移栽 

将经过锻炼的试管苗移入盛不同培养土的塑料营养钵中，选株高、叶数、根数及生长 

势基本一致的幼苗各数株，作好标记进行成活率统计(见表 4)。 

表4 不同培养土对再生植株移栽成活宰的影响(移栽后2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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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可知．不同培养土对试管苗的影响很大，Ⅳ号培养土中幼苗成活率最高，依次 

是Ⅱ号、I号和 I号．分析原因一l号土／砂比例过大．孔隙大．保水性差，根系失水丧失生 

活力I IV号土／砂比例适中，通气性、保水性较好．又有一定量的腐熟粪土，易使根系恢复生 

长，故成苗率高 。 

2．5 再生檀株大田定檀 

将覆盖小拱棚苗床中继续培养的再生植株．于5月5日定植于杨陵区李台乡西桥头 

村刘平林(农户)的田中．因土地面积有限只栽了9株，成活7株．植株于 9月下旬陆续开 

花．1O月上旬结果．11月7日采收．平均每株结果88．43个，平均单果置240．23 g． 

2．6 佛手瓜下胚轴无性繁殖系数计算 

在 80~90 d这一周期中，一个佛手瓜下胚轴经过离体培养，其最大繁殖系投为下胚 

轴分割切块、愈伤组织增殖倍投、不定芽分化率、由不定芽切成的茎段数、有效芽率、成苗 

率等几个指标的乘积，即6×5．3~575 ×1．5×39．1 ×66．7 ≈71．53． 

3 结论与讨论 

1)佛手瓜下胚轴愈伤组织诱导的适宜培养基为A．愈伤组织在 继代培养基上不定 

芽分化能力强．其次为Bt．但二者的激素IAA和 BA的比例与前人报道的不一致““ ，有 

待从植物内源激素的古量探入分析． 

2)顶芽及带腋芽茎段在C。和C，培养基上生根快．根投多．80 d左右可获得试管苗， 

故C。为顶芽诱导生根的适宜培养基，C。为带腋芽茎段诱导生根成苗的适宜培养基。 

众多报道认为不定芽生根多采用1／2 MS作基本培养基加一定的生长素．本试验中 

C。对顶芽的生根诱导虽好于C，，但二者无显著差异．而C；培养基少用了一半MS基本培 

养基．降低了生产成本．故用1／2MS作基培养基本仍是最佳的。 

另外，一般认为在生根培养基中，生长素浓度为10 。mol／L时．促进根的发生，10 

mol／L促进茎的生长．10 ～1O 。mol／L之间促进芽的生长。在本试验的 1／2MS生根培 

养基中．生长素IAA浓度为0．3mg／L(叩1．7125×10 tool／L)诱导生根最适宜，其原因 

可能是一①植物因其种类及生长习性不同，体内携带生长素的量及对生长素的反应有别。 

②基因表达在一定程度上由激素水平调控．激素可引起继代培养基中组织染色体变异·从 

而影响植物生长发育D 。 

3)试管苗移栽适宜培养土的为Ⅳ号，成活率为75 ．试管苗移栽培养是植物组织培 

养中重要的一环．特别是加强移栽后的保湿管理至关重要0 。此外在试验中发现一般 

具有4～7片叶，叶幅 1_5 cm×1．5 cm．株高3～5 CH1，根系5条以上．根长3～8 cm侧根 

数多的试管苗成活率高。 

4)再生植株栽植大田前，经一段时间(约 40 d)苗床锻炼-使其逐渐适应自然环境·当 

长至4～5片大叶时定植入大田。定植后注意遮阴．缓苗后加强管理，促进营养生长·到秋 

季能正常开花结果。本试验因条件有限，土地面积小，苗子较少·未与非组织培养苗作对比 

试验，是一缺陷。 

5)关于繁殖系数的问题．试验所得繁殖系数与其他植物组织培养的有一定差距，主要 

原因是涉及培养基种类较少，有待于从初代和继代培养基上进一步研究-提高繁殖系数。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王小蔫辱t佛手瓜下胚轴离体培莽及再生植株 

● 考 文 献 

蔡克毕．■手瓜的 光旺 II氆．中田奠菜，1992(‘)I42～ 

事保良，申童材，张 林．■手瓜种E的粗炽培彝．植钧生理拳通讯，1993(1) ‘口～ 

栖增i孽．圈艺植物姐炽培彝．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 

奠昌敬．植物姐炽培养手册．上i孽-上海科学技术出J匮社．1990 

孙摄九．棘扳属姐鼙I培养的研究[掌位论文]．陕酉橱睦-西北农业大拳．1987 

罗±书．植物姐尊I和鲴臆培彝概况．檀曲生理掌通讯．1997(3)-47~49 

如古舜糖主囊·王五囊辱译．置艺挂铸的鼎盲与姐钒培葬．嚣州 锕甯科掌技朱出艇牡，1987 

Zimm删 n R H d a1．TiNue culture¨ ^plsnt produetlon syi~m ／or Hortlcuhund c∞p．．1986，25口～ 296 

张亮忠，蟪■ ．摄嵩葡一试蕾苗营慧成活辜的技术．山东农业科拳，1993(6}．37～3B 

Vitro Plantlet Regeneration from Hypocotyl 

of Seth诅， deule Swortz 

W ang Xiaosou LI Buxun W ang Guangdong 

‘D 州 m曲t 日 -_ · 伽“鲫 ^ ￡，̂卸 岫 ，Ya．allnl，Skoaa-~ 71210~) 

Abstract Plantlet regeneration from hypocotyl of Buddha'a hand(Sechium ed“ 

Sm~rtz)，plantlet transfering and its fruiting in the field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a]li were apt to be induced from hypocotyls at MS meddium supple— 

mented with 0．1 mg／L IAA．I．0 mg／L BA and 200 mg／L LH tShoots were easily differ— 

entlated from tissue calli at MS mediu with 0．5 mg／L IAA and 0．5 mg／L BA．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ratio of 575％I The optimal rooting medium for terminal bud and stem 

segments with exillary buds were MS medium containing 1．0 mg／L IAA and]／2 MS 

medium containing 0．3 mg／L IAA respectively．Their rooting ratio was 81．8 and 83． 

3 respectively．The conposta composed of 3 parts of soil，2 parts of sand and 1 part of 

mannul were sterilized before transplanting．The survival rate of transferred plantlets 

reached 75％．THe average number of fruits per plant was 88．43 and the average weight 

per fruit WaS 240．2 g． 

Key words Buddha's hand (Szchium edale Swortz)，hypoeotyl，／n Vitro euhue，re— 

generated plantlet-propagation，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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