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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脱毒苗的离体快繁研究
Ξ

付增光, 陈　越, 郭东伟, 刘卫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　研究了基本培养基和两种激素单独使用对甘薯脱毒种苗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 M S 培养基是甘薯

脱毒种苗生长的最佳培养基。激素NAA 比 62BA 能更有效促进生长, 其最佳质量浓度为 0. 5～ 1. 0 m göL , 而 62BA

更有利于促进根、芽的快速生长, 其最佳质量浓度在 1. 0 m göL 以下, 超过 2. 0 m göL 则严重抑制根的分化与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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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薯是重要的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作物。生产

中甘薯病毒病是影响甘薯产量和品质的主要因素之

一。我国每年因甘薯病毒病造成的损失高达 40

亿元[1, 2 ]。利用茎尖分生组织培养繁育甘薯脱毒苗是

目前防治甘薯病毒病, 提高甘薯产量和品质的一条

有效途径[3～ 5 ]。为使甘薯脱毒苗便于保存和利用, 首

先需要大量繁殖。但在甘薯脱毒苗繁殖过程中, 田间

繁殖易受到病毒侵染, 技术要求高, 花费较大, 因此

通过试管微繁殖技术进行脱毒苗的快速繁殖是脱毒

苗广泛应用于生产的重要环节。目前, 国内研究主要

倾向于茎尖分生组织诱导再生植株的培养条件优

化, 关于快速繁殖技术的研究较少。为此, 本试验通

过不同基本培养基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甘薯试管苗

组培快繁影响的研究, 初步筛选出了用于甘薯组织

培养快速繁殖的培养条件组合, 以期为甘薯脱毒苗

的快繁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为本实验室利用茎尖分生组织剥离与

交替变温处理得到的秦薯 4 号脱毒苗。脱毒苗在超

净台上去叶, 切割成 1～ 2 cm , 带 1～ 2 个腋芽的小

段, 按形态学方向接种于设计好的培养基上。培养基

配方: (1)附加 0. 5 m göL NAA 的M S,M B ,N 6 和B 5

培养基。(2)分别添加NAA 0. 1, 0. 5, 1. 0, 1. 5, 2. 0,

2. 5 m göL 和添加 62BA 0. 1, 0. 5, 1. 0, 2. 0, 3. 0, 4. 0

m göL 的M S 培养基。所有培养基均加入 30 göL 蔗

糖, 6. 0 göL 琼脂, pH 值 5. 6～ 5. 8。每处理 10 瓶, 每

瓶 3 株。接种后, 于 25 ℃, 2 000～ 3 000 lx, 光照 16

höd 条件下培养。每隔 3 d 对试管苗的生根和出芽

速度进行统计。30 d 后测量株高、单株叶片数、单株

根数和根长。

2　结果与分析

2. 1　基本培养基对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表 1 结果表明, 不同培养基对脱毒苗的生根率、

单株平均根数、平均根长都有明显影响, 在所采用的

4 种培养基中,M S 培养基上脱毒苗生根率最高, 达

到 96. 7% , 单株平均根数最多, 达到 6. 3 条, 明显高

于其他 3 种培养基。而平均根长以M B 培养基中最

长, 达到 6. 3 cm , 这说明在M S 培养基中添加适量

的V B1有利于甘薯试管苗根的延伸生长, 但对根系

诱导不利。此外, 试验中还发现,M B 培养基中试管

苗根部往往形成较大的愈伤组织块, 这种愈伤组织

块对幼苗移栽成活率会产生一定影响。

由表 1 还可看出, 不同类型培养基对脱毒苗的

成苗率、平均叶片数、平均株高具有明显影响,M S

培养基成苗率、脱毒苗平均叶片数、株高均最高, 分

别达到 96. 7% , 8. 4 和 6. 9 cm ;M B 培养基次之, 分

别达到 86. 7% , 7. 1 和 6. 6 cm , 但都高于B 5 和N 6。

综合各种因素认为, 所采用的几种培养基中M S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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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甘薯脱毒苗的快速繁殖, 其次是M B , N 6 和B 5 最差。
表 1　基本培养基对脱毒苗生长的影响

T able 1　Effect of base m edium on grow th of virus2free seedling

培养基
M edium

接种数
Inocu lated

N o.

生根株数
P lan t
roo ted
N o.

生根率ö%
Roo t
rate

根数
Roo t
N o.

根长öcm
Roo t
length

成苗数
Seedling

N o.

叶片数
L eaf
N o.

株高öcm
P lan t
heigh t

成苗率ö%
Seedling

fo rm ation
rate

N 6 30 18 60. 0 4. 4 1. 9 16 5. 3 4. 0 53. 3

B 5 30 16 53. 3 5. 2 3. 8 14 4. 8 4. 6 46. 7

M B 30 28 93. 3 3. 2 6. 3 26 7. 1 6. 6 86. 7

M S 30 29 96. 7 6. 3 4. 2 29 8. 4 6. 9 96. 7

2. 2　生长调节剂对甘薯脱毒苗生长的影响

2. 2. 1　NAA 对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结果 (表 2) 显

示: 在含有NAA 的培养基中, 试管苗生根数、根长、

叶片数和株高随NAA 质量浓度的增加而变化。幼

苗生根先于出芽。当NAA 质量浓度为 1. 0 m göL
时, 接种茎段第 5. 3 天产生根原基, 第 9 天开始出

芽。30 d 后株高可达 2. 1 cm , 叶片数达 4. 7, 再生植

株带有 12. 5 条平均长度为 8. 0 cm 的白色幼根。生

根天数和出芽天数随NAA 质量浓度的增加呈先高

后低再升高的单峰曲线, 质量浓度为 1. 0 m göL 时

生根、出芽最快, 比平均值 12. 4 和 14. 1 d 分别快

3. 4和 8. 8 d。这说明较低NAA 水平不能有效调节

植株的生根与出芽, 高质量浓度NAA 则对离体培

养茎段的生长不利。在根生长方面, 随NAA 质量浓

度的增加, 诱导根形成的时间延长, 根长逐渐降低,

根数不规则增加。说明高质量浓度NAA 处理对幼

根的形成和进一步生长分化是不利的。这种现象同

样表现在茎、叶的生长方面。

表 2　不同质量浓度生长调节剂对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30 d)

T ab le 2　Effect of differen t concen tra t ion ho rmones on grow th of tuber seedling (30 days)

激素
Ho rmone

质量浓度ö
(m g·L - 1)

Concen2
tration

出芽时间öd
Shoo ting

tim e

出根时间öd
Roo ted

tim e

根数
Roo t N o.

根长öcm
Roo t
length

叶片数
L eaf
N o.

株高öcm
P lan t
heigh t

NAA

0. 1 10. 5 7. 8 5 8. 7 4 2. 6

0. 5 10. 0 5. 8 3. 8 8. 5 2. 3 1. 6

1. 0 9. 0 5. 3 12. 5 8. 0 4. 7 2. 1

1. 5 12. 3 8. 3 3. 7 4. 8 2. 5 1. 3

2. 0 13. 3 15. 8 9. 5 3. 9 2. 2 1. 4

2. 5 19. 2 27. 6 4. 3 0. 2 1. 3 0. 6

平均值
A verage

12. 4 14. 1 6. 5 5. 7 2. 8 1. 6

62BA

0. 1 8. 5 6. 0 2. 5 5. 0 2. 0 0. 9

0. 5 7. 5 5. 0 2. 3 4. 5 2. 5 1. 1

1. 0 7. 3 4. 5 3. 3 4. 1 3. 0 0. 7

2. 0 15. 3 0. 0 0. 0 0. 0 2. 3 0. 4

3. 0 6. 8 0. 0 0. 0 0. 0 2. 3 0. 4

4. 0 8. 3 0. 0 0. 0 0. 0 2. 2 0. 3

平均值
A verage

9. 0 5. 2 2. 7 4. 5 2. 4 0. 6

2. 2. 2　62BA 对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表 2 结果表

明, 培养基中 62BA 质量浓度对试管苗出芽、生根、

单株平均根数、单株平均根长、平均株高等各项指标

有明显的影响。在只含有 62BA 的培养基中, 激素质

量浓度为 1. 0 m göL 时, 试管苗茎叶萌发只需要 7. 3

d, 4. 5 d 即可生根; 单株平均根数达到 3. 3, 比平均

根数提高 22. 2% ; 单株叶片数为 3, 比平均值提高

25%。当 62BA 为 0. 1 m göL 时, 根最长, 为 5. 0 cm ,

比平均根长提高 19%。而株高增加速度最快的62BA

为 0. 5 m göL , 此时平均株高为 1. 1 cm , 比平均值高

77. 8%。2. 0 m göL 或更高质量浓度的 62BA 处理则

抑制了根的形成, 所有处理均未产生幼根, 但茎叶生

长所受影响较小。这说明随 62BA 质量浓度的提高,

根和茎叶的生长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3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M S 培养基和M B 培养基对

甘薯试管苗的增殖作用比B 5 和N 6 好, 说明甘薯适

合于在较高离子浓度的培养基上生长, 这一结论与

许多研究结果一致[2, 4, 6～ 8 ]。

植物激素是绝大多数植物组织培养中必不可少

的添加物, 其作用效果除了与激素种类和添加质量

8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32 卷



浓度有关外, 还与植物的基因型有关。所以, 相同激

素在不同的试验研究中得到的结果存在差异。杜珍

等[9 ]在脱毒小薯的生产研究中发现, 以NAA , IBA ,

GA 为诱导剂生根时, 生根长度以NAA 最高, 达

1. 6 cm , IBA 次之, 为 0. 5 cm , GA 为 0. 1 cm。而王

常云等[4 ]在甘薯脱毒苗工厂化生产技术研究中指

出, 62BA 2. 0 m göL 不仅能诱导出愈伤组织, 并能

直接分化成苗。武宗信等[8 ]在甘薯微茎尖诱导成苗

试验中发现, 在 62BA 0. 5, 1. 0 和 2. 0 m göL 的M S

培养基上, 60 d 后成苗率均达到 50% 以上, 再附加

0. 01 m göL NAA 时, 80 d 后成苗率可达到 87. 2%。

本试验中, 在NAA 单一作用下, 质量浓度为

1. 0 m göL 时, 茎段的出芽和生根所需时间最短; 培

养 30 d 后叶片数和生根数也最高。但植株高度和根

长以 0. 1 m göL NAA 最高, 这充分体现了NAA 在

较高质量浓度时促进分化, 较低质量浓度时促进生

长的生理功能。在以 62BA 为诱导剂的试验中, 当质

量浓度为 1. 0 m göL 时, 试管苗的生根、出芽速率最

快, 平均根数最多; 62BA 为 0. 1 m göL 时, 无菌苗平

均根长最长; 0. 5 m göL 时株高最高。这说明较高质

量浓度的细胞分裂素有利于试管苗向着生芽的方向

发展, 较低质量浓度时则有利于芽苗的生根和器官

的延伸生长。两种激素横向比较发现: 在出芽速率上

62BA 优于NAA ; 在根长、根数和株高上NAA 优于

62BA。这些结论与报道中的NAA 有利于根的生

成, 诱导不定芽的分化, 腋芽的萌发与生长; 62BA 有

利于促进芽的分化与萌发, 可使茎秆加粗, 抑制茎伸

长[10, 11 ]的结论相符。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甘薯脱毒

种苗的快速繁殖中, NAA 是较为理想的诱导剂, 低

质量浓度的 62BA 能够诱导根和茎叶的快速分化,

但在促进生长方面效果不如NAA , 此外以 62BA 为

诱导剂生产的种苗, 基部往往带有愈伤组织块, 这种

试管苗移栽时成活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至于

这两种激素在时间顺序和质量浓度上的配合, 以及

其他种类激素对种苗生长的影响, 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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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ap id p ropaga t ion in v itro of sw eet po ta to
viru s2free seed ling

FU Zeng-guang, CHEN Y ue, GUO D ong-we i,L IU W e i- tao
(Colleg e of A g ronomy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S haanx i, Y ang ling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e experim en ta l resu lt abou t the effect of base m edium and tw o k inds of ho rmones u sed

sepera tely on grow th of sw eet po ta to seedling viru s2freed show s: T he best m edium is M S m edium fo r

grow th of viru s2free seedling. T he NAA is mo re effect ive than 62BA fo r imp roving grow th among tw o

k inds of ho rmone. Its best concen tra t ion is 0. 5- 1. 0 m göL ; bu t the 62BA can imp rove mo re qu ick ly shoo t2
ing of roo t and bud, its best concen tra t ion shou ld be under 1. 0 m göL. T he differen t ia t ion and grow th of

roo t w ill be checked w hen the concen tra t ion is over 2. 0 m göL.

Key words: sw eet po ta to; viru s2free seedling; rap id p ropagat ion in v 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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