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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射线辐照对大蒜、甘薯、酸枣、木薯、茉莉愈伤组织生长的影响 

戚文元。吴富兰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上海 201106) 

摘 要：应用不同剂量的7射线对大蒜 (Allium sativum)、甘薯(1pomoea batatas)、酸枣(~zyphusjujuba 

vat．spinosus)、木薯(̂缸 访0￡escutenta)和茉莉(J “m鼢砌 )等 5种植物的愈伤组织进行辐照，测定其对 

愈伤组织生长的影响，进而提出诱发突变辐照剂量的适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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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射线对植物种子、枝条、茎、块根和块茎等进行辐照，能够诱导植株的突变，培育出新的品种。 

这种传统的辐照诱变方法，其突变后代往往会出现嵌合体，即2个或2个以上的性状同时出现在一个单株 

中，造成良莠混杂，这已成为突变育种中的一个难题。随着植物生物技术的日益发展，采用 射线辐照植 

物愈伤组织的方法，从愈伤组织中分化出幼苗。因为这些幼苗是从愈伤组织的单细胞中分化产生，不易出 

现嵌合体。有关诱导体细胞变异已有许多学者报道【l卫J，但是变异频率较低，如与辐照结合可大大提高变 

异频率，通过 射线辐照愈伤组织的方法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突变育种手段。 

Robert[3]在组织培养中的自然和诱变变异中，对离体植物组织培养能引起细胞染色体变化和愈伤组 

织器官变异作了详细的报道。Shama等 用 射线辐照豌豆外植体组织研究它对细胞繁殖和植株再生的 

影响。Sripichitt等对辣椒的组织培养， 射线辐照子叶外植体的辐照剂量，剂量率对幼苗形成的影响并且 

对获得的辣椒突变苗的突变一代性状进行了分析【5。J。Dolezel等【8 J对大蒜在组织培养过程中的变异进行 

了详细的描述。Zhen[9 通过黄皮洋葱的组织培养结合辐照洋葱花器官，获得了突变株。本研究通过测定 

射线不同剂量对大蒜、甘薯、酸枣、木薯和茉莉等植物愈伤生长的影响，为利用愈伤组织产生突变提供有 

效的辐照剂量范围。 

1 材 料 与 方 法 

1．1 材料 5种植物的试验品种分别为：嘉定白蒜、苏薯 1号、酸枣野生种，海南木薯 1号和茉莉双瓣种。 

1．2 外植体准备 大蒜、酸枣、甘薯 、木薯 、茉莉外植体分别为叶片、茎段、叶柄等，试验材料均先用70％ 

酒精溶液表面消毒20 S，然后用 l‰升汞溶液消毒8 min，无菌水冲洗 3次，消过毒的叶片切成 3 ITI1TI× 

3 ITI1TI方块，叶柄、下胚轴、茎切成3 ITI1TI长段作为外植体。 

1．3 组织培养条件 外植体和愈伤组织培养的温度均为25℃，光照为每日16 h，光照强度为3000 lx。 

1．4 培养基 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均采用MS基本培养基，分别添加不同种类的植物生长素和细胞分 

裂素。 

大蒜叶片：MS+KT 1 n~／L+IAA 1 n~／L+2，4-D 2 n~／L；甘薯茎：MS +NAA 1 n~／L+IAA 2 mg／L+ 

BA 0．01 mg／L；酸枣叶片：MS+ZEA 1 mg／L+2，4一D 0．5 mg／L+NAA 0．5 mg／L~木薯叶柄：MS+ 

2，4．D 8 mg／L；茉莉幼茎：MS+BA 2 mg／L。 

1．5 辐照处理 辐照源为印C0 射线 。 

大蒜：与辐照源的距离为2．8 rn，剂量率为2．11 Gy／min。大蒜叶片外植体培养 14 d后进行辐照，辐 

照剂量分别为 CK、1 Gy、3 Gy、5 Gy、8 Gy、10 Gy；辐照后第 50天将愈伤组织称重，每处理 40个样本。 

甘薯：与辐照源距离为2．2 rn，剂量率为3．50 Gy／min。甘薯茎外植体培养 14 d后进行辐照，辐照剂 

量分别为 CK、1 Gy、5 Gy、10 Gy、30 Gy、50 Gy、100 Gy；辐照后第 66天将愈伤组织称重，每个处理25个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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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与辐照源的距离为2．2 ITI，剂量率为3．50 Gy／min。酸枣叶外植体在培养30 d后进行辐照，辐 

照的剂量分别为 CK、3 Gy、6 Gy、9 Gy、12 Gy；辐照后第 50天将愈伤组织称重，每个处理20个样本。 

木薯：与辐照源的距离为 2．8 ITI，剂量率为 2．11 Gy／min。木薯叶柄外植体在培养 14 d后进行辐照， 

辐照的剂量分别为 CK、3 Gy、6 Gy、9 Gy、12 Gy和 15 Gy；辐照后第 50天将愈伤组织称重，每个处理 16 

个样本。 

茉莉：与辐照源的距离为4 m，剂量率为1 Gy／min。茉莉茎外植体在培养14 d后进行辐照，辐照剂量 

分别为 CK、3 Gy、6 Gy、9 Gy、12 Gy和 15 Gy；辐照后第 50天将愈伤组织称重，每个处理 15个样本。 

2 结 果 与 分 析 

2．1 大蒜 叶片外植体培养 14 d后进行辐照，培养 50 d后将愈伤组织称重(表 1)。结果表明 1 Gy和 

3 Gy剂量的7射线辐照对大蒜叶片愈伤组织生长具有促进作用，当剂量增加到8 Gy和10 Gy时，愈伤组 

织生长显著受到影响，其重量分别比对照减少32．21％和76．27％。因此，8 Gy和10 Gy的辐照剂量可用 

来诱发愈伤组织细胞突变，方差分析表明，愈伤组织重量的F=5．90(5，234)，F。．。。=3．05，差异显著， 

’D测验处理间的差异显著。 

2．2 甘薯 茎外植体培养 14 d后辐照，培养66 d后将愈伤组织称重(表 1)。结果表明，1 Gy和 5 Gy 

剂量7射线辐照可促进愈伤组织生长，当辐照剂量增加到 10 Gy时生长受到少许影响，30 Gy，50 Gy 

和100 Gy剂量辐照，愈伤组织生长受到显著抑制。方差分析表明，愈伤组织重量的 F=3．26(6，123)， 

F0_0l：2．89，差异显著，LSD测验显示30 Gy和50 Gy处理与1 Gy，5 Gy和 10 Gy处理间差异显著。 

2．3 酸枣 叶外植体培养30 d后辐照，辐照后50 d愈伤组织称重(表 1)。结果表明，3 Gy和 6 Gy剂量 

辐照可促进愈伤组织生长。当辐照剂量增加到9 Gy以上时，愈伤组织的生长受至I上显著抑制。方差分析表 

明，愈伤组织重量的F=3．05(4，1971)，F0．0l=2．79，差异显著，LSD测验显示9 Gy和12 Gy处理与3 Gy 

和 6 Gy之间的差异显著。 

2．4 木薯 叶柄外植体培养14 d后进行辐照，培养50 d后将愈伤组织称重(表1)。方差分析表明，愈伤 

组织重量的F=5．22(5，102)，F0l05=2．90，F0l01=3．46，差异极显著。从表中可看出，3 Gy、6 Gy 7射线 

辐照对愈伤组织的生长影响不大，9 Gy剂量辐照对愈伤组织的生长产生抑制作用，12 Gy和15 G_y剂量辐 

照显著抑制愈伤组织生长。LSD测验结果表明组间的差异极显著，3 Gy与 15 Gy，0 Gy与9 Gy，0 Gy与 

15 Gy，6 Gy与 15 Gy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2．5 茉莉 对培养了14 d的茉莉茎愈伤组织进行辐照，50 d后称重，结果见表1。方差分析表明，愈伤组 

织重量的F=5．81(5，84)，F0．05=2．92，F0．0l=3．48，差异极显著。从表中可看出，3 Gy和6 Gy剂量的7 

射线辐照可促进愈伤组织的生长，9 Gy以上的3个辐照剂量均对愈伤组织的生长产生抑制作用，15 Gy剂 

量辐照的愈伤组织的生长量只有对照的54．02％。LSD测验结果表明，除3 Gy与 9 Gy外，3 Gy与15 Cy， 

CK与 15 Gy，6 Gy与 15 Gy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裹 1 ．r射线辐照对大蒜、甘薯、酸枣、木薯和茉莉愈伤组织生长的影响 

Table1 The effects ofgammairradiation OI1the chill growth ofgarlic，sweet potato，spine date。a 《嗍 andArabianjas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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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大蒜、甘薯、酸枣、木薯和茉莉等5种植物分属不同的科，而它们的愈伤组织对7射线的反应似乎相 

同。愈伤组织在 3 Gy或6 Gy剂量辐照时并未出现生长抑制，有的反而促进生长。当辐照剂量提高到 

9 Gy或10 Gy时，这5种植物的愈伤组织生长均受到抑制，12 Gy和 15 Gy剂量辐照的愈伤组织生长明显 

受到抑制，这些结果为利用愈伤组织诱发植物突变提供了科学依据。传统的辐照突变剂量的确定以它的 

半致死剂量为标准。辐照愈伤组织以出现愈伤组织细胞生长受抑制的剂量较为合适，剂量大细胞损伤增 

大。较高剂量辐照的愈伤组织虽然损伤很重，生长受到显著抑制，但有的个体生长仍很正常，这些个体仍 

有可能获得突变苗。本试验认为6-9 Gy这一辐照剂量范围可有效地诱发突变。以木薯为例，其愈伤组 

织受到 15 Gy剂量辐照 50 d后，它的 18个愈伤组织的重量分别是 0．039、0．085、0．080、0．050、0．057、 

0．038、0．034、0．043、0．031、0．042、0．070、0．036、0．029、0．039、0．045、0．018、0．01lmg和 0．040 mg(单个 

愈伤组织的平均重量是0．04372 mg)。在这些个体中，重量在 0．03 mg以上的愈伤组织均有可能诱导出 

突变；重量小于0．03 mg的愈伤组织，在诱导苗分化时会出现困难，不易诱导出幼苗。 

由于植物的种类不同，它们的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的培养基成分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在作 7射线辐照 

处理前应完成它们各自的组织培养系统(即确定外植体的来源，如：叶、叶柄、茎尖等；确定由外植体诱导愈 

伤组织以及由愈伤组织诱导芽和根分化的培养基成分)，以选择最有效的培养基，获得尽量多的突变苗。 

愈伤组织经 射线辐照后会产生损伤，根据作者的经验应该有45～60 d的修复期，为此应将愈伤组 

织继代培养1次(通常为同一种培养基)，12 Gy和 15 Gy剂量辐照的愈伤组织在诱导成苗时，还应对已确 

定的诱导培养基成分作一些调整，以期获得更多的突变苗。用7射线辐照结合组织培养诱发甘薯突变苗 

已有成功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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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gamma irradiation on the calli growth of 

garlic，sweet potato，spine date，cassava and Arabian j asmine 

QI Wen—yuan．WU Fu．1an 

(Crop Breeding and Cultiv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Academy ofAgricultural Sciences，Shanghai 201106，China) 

Abstract：The calli of garlic(Allium sativum)，sweet potato(Ipomoea batata)，spine date(Zizyphus 

jujuba var．spinosus)，cassava(Manihot esculenta)and Arabian jasmine(Jasminum sambac)were irradiated 
by gamma ray at different irradiation doses and then the effects of gamma ray on the calli growth were men— 

sured．The proper ranges of irradiation dose to induce mutation we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 

tal analysis． 

Key words：Garlic；Sweet potato；Spine date；Cassava；Arabian jasmine；Tissue culture；Callus；Gain— 

ma 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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