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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马铃薯品种东农303的脱毒试管苗为供试材料�进行了5种培养基对试管苗茎段愈伤
组织诱导和植株再生影响的试验。结果表明：不同的培养基表现出不同的诱导效果�愈伤组织诱导的
最佳培养基是2号培养基 （MS＋0∙01mg／L NAA＋3mg／L BA）�愈伤率是90∙4％。植株再生的最佳
培养基是5号培养基 （MS＋2∙25mg／L BA＋5∙0mg／L GA3）�再生率是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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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马铃薯是世界上的主要作物之一�营养丰富�

单位面积产量高�是唯一的粮菜兼用型作物�在农
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马铃薯
种植面积已达410万 hm2�年产量达1292万 t。随
着马铃薯加工业的发展�种植面积将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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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使基因工程技术在马铃薯
育种中的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功的基因转化
首先依赖于良好的植物受体系统的建立�受体系统
的建立则主要依赖于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但如何建
立基因工程的受体系统�优化组织培养技术�仍是
基因转化的关键。马铃薯是以无性繁殖为主�外植
体再生植株较容易。马铃薯不同品种间的再生系统
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对特定品种、特定材料进行再
生系统的筛选�以确定有针对性的最佳培养基。本
试验对马铃薯品种东农303进行了最佳再生系统的
筛选�以期为基因工程的操作提供理论依据。

4∙1　环境控制对微型薯形成和膨大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环境温度和温差变化、土壤温

度和湿度变化、光照和日照长短变化、营养成分和
C∙N∙P∙K比例的变化均能影响植株匍匐茎的发生
发育和顶端块茎的形成膨大。国内外已有大量的报
道。
4∙2　理化控制对微型薯形成和膨大的影响

我们研究了几种化学物质对微型薯结薯数量和

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B9、膨大素、硼酸和
KH2PO4对促进块茎膨大结薯有显著的作用�采用
的最佳配方方案为：B95mg／L＋膨大素200mg／L
＋KH2PO4500mg／L。国内许多研究人员也均作了
类似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结果。

目前�我们研究提出的微型薯 SB 繁育技术实

现了水肥自动控制�在简易的操作管理下�即可确
保植株生长的水肥需求�并能有效的控制地上部徒
长、促进地下部匍匐茎发育和块茎膨大�收薯简单
易于操作实现了一年多季栽培。单位面积结薯数量
和产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为较大幅度地降低成
本�提高繁殖效率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5　马铃薯种薯微型化发展预测

根据我国马铃薯脱毒微型薯繁育技术的研究进

展�我们可以预测：微型薯大规模工厂化优质高效
繁殖技术必将有效地推进以微型薯繁殖为核心的马

铃薯脱毒种薯微型化繁育推广体系的进程。近10
年内�脱毒微型种薯最终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现
有种薯�成为马铃薯生产用种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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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东农303马铃薯脱毒试管苗。
2∙2　培养基成分

愈伤组织培养基和分化培养基中不变的成分

为：MS＋3％蔗糖＋0∙8％琼脂�pH＝5∙8�不同
的培养基中另外添加不同种类、不同浓度的植物激
素 （见表1）。

表1　培养基中的激素成分
培养基类型 编号 成　分

愈伤组织培养基 1 0∙01mg／L NAA＋2mg／L BA
　 2 0∙01mg／L NAA＋3mg／L BA
　 3 0∙01mg／L NAA＋4mg／L BA

分化培养基 4 0∙3mg／L GA3
　 5 2∙25mg／L BA＋5∙0mg／L GA3

2∙3　试验方法
在超净工作台上将脱毒试管苗剪成长度0∙5cm

的茎段�不含叶芽。以平铺和竖插两种方式摆放在
诱导培养基上。在光强3000lx�光照8～10h／d�
温度25℃的环境下培养20～30d�然后将产生愈
伤组织的茎段转接至分化培养基。试验分两次接
种�共接种茎段1650个。
3　结果与分析
3∙1　愈伤组织的诱导

由表2看出�1号培养基的诱导率为82∙9％�
愈伤组织呈绿色�少部分呈褐色；2号培养基的愈
伤诱导率最高90∙4％�茎段在培养期间产生的愈
伤组织呈绿色；3号培养基的愈伤诱导率最低是
73∙8％�愈伤组织呈淡黄色。茎段平放培养基的效
果好于竖放。
表2　不同愈伤组织培养基的愈伤诱导率 （％）
培养基编号 第一次 第二次 平均值

1 75∙9 89∙8 82∙9
2 90∙7 90∙0 90∙4
3 84∙3 63∙3 73∙8

3∙2　再生植株的诱导
愈伤组织的培养时间不宜过长�培养20d 的

效果好于30d。培养时间过长易褐化�影响芽的再
生。第一批接种的材科�33d后转入4号分化培养
基�其植株再生率平均达6∙8％�分析原因是愈伤
组织培养时间过长�影响了芽分化�也不排除4号
培养基本身成分的影响�因此影响再生植株的生
成。第二批接种的材料�20d 后将愈伤组织转入5
号分化培养基�其植株再生率平均高达69∙8％�3
号培养基系统的再生效果最好�从3号愈伤组织诱
导培养基转入5号分化培养基的再生频率最高�达
到98∙3％。而且出芽频率高�单个茎段芽点多
（最多的达9个）�再生植株生长健壮 （详见表3）。

表3　不同培养基的植株再生率 （％）
培养基 1号培养基 2号培养基 3号培养基 平均值

5号培养基 46∙3 47∙2 98∙3 69∙8

4　讨　论
2号培养基加3mg／L6-BA 效果好�愈伤诱导

率高达90∙4％�并且愈伤组织呈绿色�表面光滑�
结构致密。但是由2号培养基转入5号培养基�其
植株再生频率不高�只有47∙2％�3号培养基加
4mg／L6-BA�虽然愈伤诱导率低�只有73∙8％�
但是愈伤组织呈淡黄色�组织疏散�由3号培养基
转入5号分化培养基后�植株再生率高达98∙3％。

受体系统的建立�关系到基因转化的成败�要
比一般组织培养复杂�要求也高。本试验选用试管
苗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具有取材方便�
不易污染等特点。筛选的2号愈伤诱导培养基和5
号分化培养基�获得高频率的马铃薯再生植株�为
马铃薯基因转化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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