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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葡萄种子培养和胚培养

张远记 贺普超

(干早丰干早研 纪中心 ) (璐艺 爪净

扮 共
‘

结果表明
.

果实成熟前一周取样的种子培养后肠长江5如 拜m ,

成熟期及成熟后一周取样的仅为

肠几户m 及 8距 召。
。 一

培养基中蔗穗浓度在 2 一跳%范围内浓度越低
,

效果越好 , 胚培养时培养基中
.

加入G鸟
‘

I再A及 1A A 十 K T 均能促进胚的萌发
,

但对幼苗的生长有不同影响
,

在添加 G鑫 的

培养基上幼苗生长正常
。

种子培养过程中胚不能自然萌发
,

种子培养后再结合胚培养可使胚萌发

率达了3
。
2 %

,

不经种子培养而直接进行胚培养的
,

胚萌发率仅为5 .6 %
。

关抽词
.

葡萄 , 种子培养 , 胚培养

早熟葡萄的胚发育时间短
,

果实成熟时尚幼小
,

种子萌发率很低甚至不萌发
, 、

风此影响

了早熟葡萄伪育种效率
。

仁果类
、

核果类等其他果树也存在早熟品种胚发育不良的问题 , 目前普海采甩的解决方
-

法是人工墙养胚
,

使其进一步发育“〕
。

但是对幼小的胚胎进行人工培养
,

技术上往往比较凤
难

,

且难以成功
。

直接用种子或胚珠进行培养
,

则操作简便
,

也容易培养成功〔Z J
,

并且由于称:

皮能抑制胚的萌发
,

所以在墙养
:
过程中幼小的胚能继续发育而避免了胚培养中的早熟萌发 [ 3 ]

赵道培 r4 1报道了萝 卜与大白菜进行属 间杂交后万胚珠培养方法将球形期及心形期的合子胚塔
养出苗

,

而用胚培养未见有胚的萌发
。

李属早熟品种用
「

胚珠培养可将小至 士~ 3 m m 的胚 培

养长大并长成植株
,

用胚培养则役有成功〔3 ’
。

C a in e t al
.
「”将葡萄品种排红 的胚珠进 行 培

养
,

结果
二

郁 2 %萌发
。

由于葡有种皮所含抑制物质及机械障碍
,

即使有成熟胚也难以萌发
r。“,

但若将成熟胚取

出在培养基上萌发
,

则会提高萌发率且可省去低温处理过程〔么1
。

在本试验中
,

我们采用种子

培养以促进胚发育
,

再结合胚培养以提高萌发率的方法
,

获得了较好的结果
。

l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1盼4~ 19 8 5年在西北农业大学进行
,

试材为欧洲葡萄 (矜 t‘: * ”‘f
o

ra L
.

) 极早

熟品种莎 巴珍珠
。

用 0
.

1%升汞水溶液将果实表面消毒10 分钟
,

无菌水冲洗 3 ~ 5 次
,

于无菌条件下 肺剖

出种子
,

在培养基上培养
。

所用基本培养基为M S + 5 %蔗糖 十 0
.

6 %琼脂 十 LH 1 0 0 p p m
。

种子培养结束后解剖出胚
,

在显微镜下测量胚长
,

作为处理物劣的指标
。

从基本培养基上培养二个月的种子中取出胚进行培养
。

胚培养所用基本培养基为 MS 十

一

一 木文予1习8 , 平 f 月
一

5二石收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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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蔗搪 千 0. 6蛤琼脂 + L H I盼 p p叽 胚萌发标准是子叶张开并转绿 [ 7 J
。

培养基 p H 均调至5
.

8 ,

培养温度为25 士 1 ℃
。

种子培养在室内自然散射光下进行 , 胚培

养用 日光灯作光源
,

光强2 0 0 0一3 0 0 0勒克斯
,

每日光照 15小时
。

2 结果与讨诲
一

公
J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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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种子培养的因素

2
.

1
.

1 取样时期

于莎巴珍珠果实成熟前一周
、

成熟期及成熟后一周各取样(种子)一次
,

培养二个月后测

量胚长
。

结果表明
,

成熟前一周取样的效果最好
,

培养后的胚长极显著地大于成熟期和成熟

后一周取样的结果
,

而成熟期及成熟后一周取样经培 养
,

其胚长间无显著差异 (见表 1 )
。

衰 1 取样时期对种子培养的影晌

取 样 时 期 胚 教
产
胚 长

“功 )
多 重 终 燕营
叹a . 0

.

0 1 )

BBA1560

9 53

83 0

30
、

3128成熟前一周

成 熟 期

成熟后 一周

· 一
* 来用LS R 法

。
-

在种子培养过程中
,

随着胚长的增加
,

胚 的形态发育也渐趋成熟
。

取样时期对胚的形态

发育也有明显影响 (表 2 ) ,
如成熟前一周取样

,

培养后胚的形态分布集中
,

以子 叶 胚 为

主
,

占70 %
,

而另两次培养的其胚形态发育不整齐
,

心形胚
、

鱼
,

雷形胚和子叶形胚 比 例 相

近
。

一

衰 2 种子培养的不同处理对胚发育的形晌

卜, ,
, ‘
—

- 一
一

一一

一
‘

胚 的 形 态 分 布 《万)

处 理

_

_
球 形 胚 形 胚 鱼 雷 形 肠 子 叶 胚

2D50346396432.70.35.32.29.52.2T.IT.51.34.46.
几b
工

Ot匀八U385596620.28.35.29.32.23.34.ZT.18.3T.28.照 盆)

成熟前一周

成燕后 一周

3 2
.

1

6
.

T

通‘nUO0C曰R
�

192929193144
取 样 时 期

培 养 天 数

( 天 )

9
.

T

9
。

了

9
.

7

4
.

8

6
.

9

21020了
.

|
l、

蔗 糖 浓 度

(形)

一匕q‘泣‘18ITZI

31311.10.10.

附 加
一

激 素 :
2

.

4
一

D

NAA

BA

注 : 1 ) 时照 为成熟期取样
,

在附加5 多蔗 枪的基本培养塞上培养60 天
。

有的试验表明
,

一

种子培养
,

胚珠培养及胚培养从植株上取样的时期很重要
〔‘’ ”

, ‘ ’。 ] 。

早

熟桃的胚培养以硬熟期取样为佳〔3 ’
。

在无核葡萄的胚珠培养中
,

取样时期若不合适则胚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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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熟葡葡种子培养和胚培养

进 一步生长
〔‘ , “ , 。〕

。

本试验结果也表明
,

取样时期是影响种子培养的重要因素
。

2
.

1
.

2 种子培养持续天数

莎巴珍珠果实成熟时胚长为5 9 2 卜m
,

此时取样的种子培养3 0 ,

60 和90 天后
,

胚长分别达

84 4 ,

95 3及9 2 9协m ,

均极显著地大于培养前 的胚长
,

但它们之 间则没有显著差异
。

这说明培

养3。天已足够
,

若再延长培养时间
,

则胚长增加不明显
。

2
.

1
.

3 培养基中蔗糖浓度的影响

于莎 巴珍珠果实成熟时取样的种子分别培养在基本培养基附加 2 , 5 ,

10 和20 %蔗糖的

培养基上
,

二个月后测量胚长
,

结果见表 3
。

在这四种蔗糖浓度的培养基
一

匕 胚的生 长随着蔗糖浓度的增加而受到抑制
。

在 2 %蔗糖

培养基上培养后胚长最大
,

而在20 %蔗糖培养基上胚的生长完全受到了抑制
。

胚的形态发育

亦随着蔗糖浓度的降低而得到促进
,

如在 2 %蔗糖浓度培养基上胚的形态以子叶胚为主
,

而

在 20 %蔗糖浓度培养基上则以心形胚为主 (表 2 )
。

表 3 蔗撼浓度对种子培养的影晌

蔗 抬 浓 度 胚 数 平 均 胚 长 多 重 比 较l)

(多) (林m )

2 2 1 1 27 8 a

5 2 8 953 a b

1 0 29 7 55 b

20 2 9 5 8 2

叶照 (培养前) 3 1 59 2

注 :

1) L S R 法
, a = 0

.

05
.

R a m m ing
〔3 ’
在培养李属胚珠 时发现

,

在 10 % 和 6 %的蔗糖浓度培养基上胚能萌发且 比

在 4 %蔗糖培养基上 生民得好
,

而在 2 %蔗糖培养基上胚既不生长亦无萌发
。

一般认为胚越

幼小则要求倍养基中的渗透压越高
〔‘’

。

本试验中
,

莎巴珍珠的胚在果实成熟时长度为 5 9 2林m
,

形态发育亦很不充分
,

但在种子堵养 中胚在低浓度蔗糖培养基上生长较快
,

高浓度蔗糖反而

抑制胚的生长
,

说明葡萄种子培养要求较低的蔗糖浓度
,

这与其他人的试验结果是 不 一 致

的
。

2
.

1
.

4 培养基 中附加激素和水解乳蛋白 (L H ) 的影响

种子培养在基本培养基分别附加2
,

4 一
D

,
、

N A A及 B A 各 1 p p m 的培养基上
,

二个月后胚

长分别为9 7 5 , 1 1 8 1及 1 105 林m ,

稍大于对照 (9 53 协m )
,

但经检验
,

其差异未达到 显 著 水

平
。

另外
,

这儿种激素对胚的形态发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表讼)
。

基本培养基不加L H
,

结果胚长为 8 5 4卜m
,

与附加L H 的 (9 5 3 林m ) 无显著差异
。

胚培养往往需要在培养基 中附加激素及其他成分 [ “〕,

但本试验的几种附加成分对种子培

养影响不大
。

我们在另一试验中发现
, 2

,

4 一 D及N A A 田 间处理莎 巴珍珠果实后
,

胚的 生 长

明显加速
,

但对离体种子培养则没有这种作用
〔‘“] ,

其原因需进一步研究
。

2
.

2 胚培养

于莎巴珍珠果实成热时 直接取出胚进行培养
,

萌发率为 5
.

6 %
。

若经种子培养后再 解剖

出胚进行胚培养
,

胚萌发率显著提高
,

结果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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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种 一 个 膝

乎琦根条教 任 数 + 均根条教平,发男有(

4,
.州JZ33

厂

T1盯侣15化抢2258852418
心且‘
.二,妇n�对 照 25 53

,

1

G人 IPPm 17 63
.

9

I人大 1梦沁 2百 故 8

IAA I PPm + K T I PPm 22 4 1
.

8

0
.

83

2
.

3压

2
‘

0 .

产
、

生念赛扭识

2石乙1 培养基中添加檄素的作角
‘

当培荞基中灌加某些激素时对胚的萌发有促进作用
,

如在培养 基 中 添 加 G A 或 1A A

+ K T
,

胚的萌发率努另叮达7丁
.

吸
7 3

.

2 %
,

而对冰仅为33
.

4 %
。

G 人不仪能诱导生 根协还
’

能

促进幼苗根和茎的生长
,

幼苗生长正常 , 1A A虽能促进根的生长
,

但对茎的伸长有抑 制作

肠
.

1人A l
o m + K T IPP m 能铸导幼苗从根都产蛋愈伤组织

,

茎的伸长也受到抑制
,

幼苗

生长不正常
。

2. 2
。

2 群体效应

在培养容器中接种多个胚与接种一个胚的萌发率相比
,

在无激素培养基上萌发率提高 ;

在添加G A或 IA A 十 K T的培养基上
,

萌发率有所下降 , 在添加 IA A 的培养基上萌发率 变 化

不大 ( 表 全 ) 。

在无激素培养基上接种多个胚时
,

幼苗平均根条数为1
.

58
,

接种一个胚时平均

根条数为。
.

83
。

在添加IA A + K 宁的培养基上
,

当接种多个胚时平均根条数判
.

1跳 无愈伤

组织产生
,

而接种一个胚时基部均诱导出愈伤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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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 m b r y o g r o w th in s e e d e u ltu r e w a s in e r e a sin g ly

in h ibit e d w h e n t h e s u e r o s o e o n e e n t r a tio n in t h e m e d iu m w a s in e r e a s e d fr o m

2 % t 0 2 0 %
.

D u r in g e 二 b r y o e u lt u r e , w h e n G A
,

IA A o r IA A + K T w e r e

a d d e d t o t h e 拼 e d iu m
, t h e e m b r y o g e r m in a tio n w 尽5 im p r o v e d b u t s e e d li皿 9 5

e o u ld g r o w 赶。 : 坦 a lly o 且 ly in th e m e d iu m a d d e d w it h G A
.

E m b r y o s d id n o t

g 心 r m 反n a t e d u r in g s e e d e u ltu r c
.

A fte r s e e d e u ltu r e , e m b r yo s w e r e d io se e t e d

a 皿 d e u ltu r e d o n m e d ia a n d th e g e r m in a t三o n r a t e r e a e h e d u p t o 7 3 %
, e o 纽

-

p a r e d to 5
.

6 % fo r t h e e m b r y o s w h ie h h a d n e v e r u n d e r g o
此 th e s e e d e u lt住 r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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