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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际 马铃瞥中心
，
秘 鲁和卜与�

可用组织培养的方法来繁殖
、

保存和交

换马铃薯的种质
。

组织培养可以在短期内快

速地无性繁殖大量的小植株
，

同时能在节省

用地和劳力的情况下
，
保持马铃薯的种质

。

由于离体培养物是无病的
，

并在可控条件下

能保持马铃薯的种质
，
因此极有利于马铃薯

种质国际交换
。

本文叙述了在马铃薯中心 ����� 应用

的组织培养技术的优点
、

方法和材料情况
，

并讨论分生组织剥离
、

快速繁殖
、

长期保存

和试管种质出 口的技术
。

�
�

组织培养技术的优点

国际马铃薯中心保存收集了无性系马铃

薯种质�。 。 。个
，

为育种工作者在马铃薯改 良

计划中提供丰富多样的基因资源
。

收集来的

种质资源在田间保存要花费昂贵的成本
，
而

且会遭受很大的风险
，

如病害侵染
，
或恶劣

气候的影响
。

在试管中保存这些收集来的种

质资源与田间常规方法相比
，
有以下几个优

点
。

��� 节省劳力开支 �

���避免田间感染 �

�� �避开恶劣环境
，

如雹和霜 �

���易将材料进行快速繁殖
�

，

���易除去材料中的病源 �

���材料能终年繁殖和出 口
。

目前正在进行将马铃薯种质转入试管内

�组织培养�的工作
。

经若干年�将 完 成 此

事
。

本文将循着如图 �所示的思路
，
即从分

生组织培养
、

快速繁殖
、

贮存和最后出口等

进行叙述
。

分分生组织利离离

快快速繁殖殖

出出 口 准备备

咦咦 出 拓

马乐
··

图 �
�

表示试管苗最终 出 口 前所

经过 的步骤

�
�

分生组织剥离

植 物 茎 尖 生 长 点 为 分生组织
，
是由

快速分裂细胞 �分生细胞�所组 成 的 小 器

官
，

由于它具有下列三个优点
，
所以是马铃

薯茎繁殖的理想起始材料
。

��� 离体分生组织在培养中 遗 传 上 稳

定
， 、

而不像在有些情况下如无分离分生组织

结构的愈伤组织那样 产 生 严 重 的 遗 传 变

异
。

�

·

招�离体茎尖能减少组织中 病 毒 侵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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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在适当的条件下

，
能被用来完全除去病

源
。

茎尖分生组织部分包括了真正的分生细

胞及其周围的叶原基和初生叶片
。

因为稍有

分化的维管组织离分生组织较远
，

靠近茎的

较老组织
。

叶原基的维管成分还很年幼
，
尚

未与茎的维管系统的主干相接触
，

所以存在

于维管系统的病毒颗粒只有通过从细胞到细

胞的移动才能到达茎尖分生组织区
。

这就是

为什么在病毒侵染的植物中
，

分生组织随着

接近茎尖和腋芽
，

病毒浓度逐渐 减 低 的 原

故
。

原则上
，
这种情况对所有作物都同样

，

所不同的仅是分生组织和叶原基的形状不一

样
。

是不是有其它因子
，

如分生组织细胞产

生了病毒抑制物质
，

或培养基中 的 激 素 影

响
，
在分生组织培养的除去病毒中起作用

，

还未得到证实
。

分离茎的顶端部位 �叫做茎 尖 分 生 组

织�
，

无菌条件下在适宜的无菌培养基 上 培

养
，
诱导出小植株

，

原则
一

上这个发育过程类

似在整体植物中的过程
，
分生组织细胞分裂

和组织继续分化
�

。

植株离体部分的营养由人

工培养基洪给
，

这个技术叫做分生组织培养
�

大约在��年以前被 � 。
仕�和 �盯 ��� 在大丽

花上首次应用 ����之�
，

它姆产生出无 病 植

株
。

分生组织的无菌切离是一种 精 细 的 操

作
，

需要若干小时的实浅
，

切离的程序按以

下步骤进行
�

把茎
一

切成段
，

每段含有一个带有腋芽的

节
，

小心地去掉叶片
，
用���酒精消毒半分

钟
，

接着用�
�

��的次氯化钙泡巧分钟
，
用无

菌蒸馏水洗 �次
，

以洗净次氯化钙
。

在双筒解音」镜下 ，

切割和去掉生长点周

围的叶片
，

直到只剩顶端和少量叶原基
。

切

下生长点和两片叶原基
，

接种到 � 培 养 基

上
，
每星期转移 �次新鲜�培养 基

。
���周

后
，

把小植株转移到大试管
，
有利于以后生

长
。

当植株长到 �厘米高时
，

便能开始快速

繁殖
。

��� 快速繁殖

快速繁殖的目的
，
是要在一个短周期内

得到大量的无性系植株
。

国际马铃薯中心进

行马铃薯快速繁殖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

��� 节切段

从试管小植株切下带叶的 �个节
，

小心

地去掉大叶片
，
然后将单个节接种到有琼脂

的固体培养基�的表面上
，

腋芽将会很快地

长出
。
�� �个星期内

，

将有�、 �个有效节可

供转移
。

��� 振荡培养

把试管内的小植株切割成小段
，

每段带

有�、 �个节
，
去掉大的叶片

，

然后将这些带

有节的切段放到��毫升液体培养基� 中
，

在

瓶中振荡 �每分钟��转�
， ���个星期�后 出

现快速生长
，
每 个瓶 中 将 有 �� 或 �� 个节

段
。

�

一旦产生了适当数量的小植株
，

就要使

其生根
，

并移栽到不经灭菌的条件下
。

发根并转移到不经灭菌的条件下
，
从试

管苗切下的单节
，
去掉大叶

，

将节接种到固

体培养基�上诱导生根
。

当小植株长 到浮�

�厘米高并长出完整的根系时
，

就可以用于

移栽
。

将带根植株移栽于袋有适宜的混合肥

土的花盆或苗床里
，

注意不要伤根
，
保证使

根和土壤接触 良好
。

在移栽后的最初几天
，

保持植株有高的相对湿度的环境条件
。

�
�

贮存和长期保存

只要注意避免污染 并隔适当时间将其

转移到新鲜培养基上去
，

离体材料就可以无

限期地培养下去
，
鉴定的原种就可保存

。

以

备将来需要时用
。

短期贮存
，

植株可生长在装有�或 � 培

养基的试管内
。

试管用高压灭菌的塑料盖塞

住
。

棉花塞子容易被真菌浸入而导致穿塞污



马铃薯杂 志
，
第 �卷

，
第 �期

， ����

染
。

这种方法虽适于短期保存
，

但不宜介绍

作中期或长期保存
。

小植株生长的速度取决于培养温度
、

培

养基成分和植株的品种
。

因此
，

为了长期保

存就要求改进培养基和培养温度
。

�和 � 两种培养基能产生渗透压效应
，

降低植株的生长速度并产生短节间
。

因此
，

可

在��℃下保存中采用
。

当保存物 需 要 繁 殖

时
，
大量的节是很有用的

。

在这些条件下进

行保存
，

每年只需转管 �次
。

然而
，
使用 �培养基

，
可将温 度 降 到

�℃ ，

这显著地减慢植株生长速度
，

在 这 样

的条件下保存
，
只需每隔二

、

三 年 转 管 �

次
。

所以
，
在上述条件下保存收集来的种质

是可能的
。

一旦需要出 口某种 特 殊 基 因型

时
，
就可从贮存条件下取出来并进行快速繁

殖
。

�
�

试管装运

收集来的经病源鉴定的种质可以试管苗

的方式出 口到别的国家
。

从快速繁殖得到许

多单节切段
，

并接种到装有�培养基的试管

中
。

当试管小植株长到 �厘米高
，
并具有发

育 良好的根系时
，
装有小植株的试管经小心

包装进行空运
。

用 电传或电报将空运单号码

通知收件人
，

买主就可收到
。

每一货物上附

一纸片 �说明收到后如何处理�和一张检疫

证
。

同时
，

有一张返回国际马铃薯中心的卡

片
，
以详细说明到达后的情况

。

用这种方法收到的试管苗可以移栽到装

有肥土的花盆中
，

或进一步进行快速繁殖
。

现在试管装运的苗都是 �厘米高
，

但现

在正研究试管块茎来补充或代替这种方法
。

这些非常小的
、

无菌的
、

无病块茎能在培养

中诱导产生
。

收到的国家能较容易处理
，

而

且更便于运输
。

试管块茎的诱导及其重要性

在另一篇专门技术文献中介绍
。

�
�

培养基

本试验所用培养基
，

都是在 五巧 培养纂

的基础上的
，
一般分无机盐

、

硫 酸 镁
、

铁

盐
、

维生素四部分来准备母液
。

���无机盐 ���了吝浓度的�万��液�每份加

���毫升蒸馏水

硝酸按���
�

硝酸钾���，

氯化钙�
�

���

磷酸二氢钾 �
�

���

硼酸�
�

����，

硫酸锰 �����
‘ ·

��
�����

�

����

或 �����
‘ ·

�
�
���

�

�����

硫酸锌 �����
‘ ·
��

�
���

·

����

或 �����
‘ ·

�
�
���

·

������

碘化钾 �
�

������

钥酸钠 �
�

�����

硫酸铜 �
�

������

氯化铜 �
�

�����
。

总量 � ������
。

���硫酸镁 ��。 。倍浓度的母液�

硫酸镁�
�

��在�����蒸馏水中
。

���铁盐 ������母液�

�� ����� �
�

����

����
‘ ·

��
�� �

·

����
。

把�
���

‘ ·
���� 溶解在�。二�蒸馏水中 �

��� ���� 在 �� ��蒸馏水中加 热
。

再 将

����
‘ ·

���� 和 �勺 ���人混合
，

冷却
，

加水至�����
。

���维生素 �����工母液�

盐酸硫胺素妙 姆�在 �����蒸馏水 中
。

培养基的制备
� �立升 ��基本培养墓

的制备是用以上的母液按以下的比例混合在

一起
。

无机盐 ���血��

硫酸镁���场

铁 盐 ����

一

维生素 ���
。

加入有关激素和蔗糖类 �参看 下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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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加或不加琼脂
。
���℃

一，
�乐

戈

磷式对
忆

压

力下
，

高压橄毒巧分钟
。

不同类型的培养基是在 ��基本培养基

上加入以下添加物
�

培养基 ��绪养基 � 以下 添加物 培养基 ��培养基 � 以下 添加物

�
�

����� 赤霉酸

�
。
����� 泛酸钙

��蔗糖

�
�

��琼脂

。 �

����� 赤霉酸

�
�

����� 泛酸钙

��蔗糖

�
�

������ 赤霉酸

�
�

����� 泛酸钙

��蔗储

�
，

��琼脂

��琼脂

�
�

过���� 赤霉酸

。
·

�����
一

卡基 硒沁琦

��甘露醉

��蔗糖

�
。
�夕石琼脂

。 �

����� 蔡 乙 酸

�
�

����� 泛酸钙

��甘露醇

�
�

��蔗糖

�
�

��琼脂

��蔗糖

�译 自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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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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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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