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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南瓜组织培养及植株再生的影响 

邹克琴，张拥军 ，楼纪东，何颖，庞一飞 (中国计量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浙江杭州3100l8) 

摘要 『目的]为南瓜属植物优良品种的快速繁育、抗逆性品种的选育等提供研究基础。[方法]以“锦粟2号”南瓜叶片为外植体，用不 

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进行组织培养和植株再生。[结果]结果表明：试验条件下，诱导叶片分化形成愈伤组织的最佳培养基为NS+6-BA 

1．0 mv,／L+NAA 0．1 mg／L；最适的芽分化培养基为Ms+6-BA 1．0 mg／I~+NAA 0．5 mg／I~；诱导芽生根的最佳培养基为 1／2 NS+NAA 0．5 

mg／L，芽生根率为 100％。[结论]成功获得了“锦粟 2号”南瓜的愈伤组织及再生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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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I)iffere~at Plant Growfll Regulators On Tissue Culture and Plantlet]Regeneration ofl-叫q 【hl 

ZOUKe-qin et al (College ofLife Science，China Ji]iangUniversity，nangzhou，~aejiang 31OO18) 

Abstract [Objeetive]The research aimedto providefotmdationforthe rapid propagation of superior variety andthe se]eetion of resistant variety ofCu- 

curbita．[Method]The]eaves of“Jinsu2”was used B,Sthe explant andtreatedwith different plant growth regulatorsintissue euhure andplantlet regellera— 

tion Results]The best euhurefor]eaves callusinducement wasNS+6-BA1．0mg／I~+ NAA0．1 mg／I~．Themost suitable euhurefor bud rooti．gin— 

ducement was 1／2 NS+NAA0．5 mg／I~，and the percentage of rooting was 100％．[Cone]usion]Tissue euhure and plantlet regeneration of“Jinsu2”was 
obtained successfully． 

Key WOldS Pumpkin；Tissue euhure；Plantlet regeneration 

南瓜属(Cucurb／ta)为葫芦科，包括30个种，其中有 5个栽 

培种：中国南瓜(Cucurbita mosochata)、美洲南瓜(C．pepo)、印度 

南瓜(C．moxima)、灰籽南瓜(C．mixta)及黑籽南瓜(C．ficifoli一 

)，每个栽培种中又有许多类型和品种⋯。南瓜营养价值十分 

丰富，富含 胡萝 卜素、果胶、戊聚糖、甘露醇、腺嘌岭、葫芦巴 

碱、矿质元素等多种营养成分，其中所含的一些药理成分对多 

种疾病均有疗效，特别是南瓜多糖，是预防糖尿病的活性成分， 

倍受国内外关注 20J。笔者通过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南 

瓜组织培养和植株再生的研究，为南瓜属植物优良品种的快速 

繁殖、抗逆性品种的选育等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锦粟 2号”南瓜种子由湖南省瓜类研究所 

提供。 

1．2 试验方法 

1．2．1 无菌苗的获得。选取饱满、大小一致的“锦粟 2号”南 

瓜种子，在45℃的水浴中浸泡 4 h后，用70％的酒精表面消 

毒30 s后，置于0．1％的ngc12溶液中消毒9 min(N毒期间要 

不停摇动)，然后用无菌水冲洗4～5次，并用无菌滤纸吸干 

表面水份。种子消毒之后在无菌条件下将其置于0．9％琼脂 

培养基(pH值5．8)上进行暗培养，发芽后转入光照培养，光 

照周期 16 h／d，光照强度2 000～3 000 Ix，整个培养期间温度 

为(25±1)℃。 

1．2．2 愈伤组织的诱导。将“锦粟2号”南瓜刚转绿 2 d的 

子叶作为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在取用子叶时，切去基部和 

顶部，去掉子叶边缘，将剩下的组织横切为2，再纵切为 2，每 

片子叶得 4块约 1．0 emx0．5 em的外植体，将由子叶得到的 

外植体正面朝上、背面朝下，接种于基本培养基 MS附加不同 

浓度6-BA、2， D和 NAA组合的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培 

养基中蔗糖浓度为2o L、琼脂为9 L、pH值5-8，光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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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d，光照强度 1 500～2 000 Ix，湿度60％，培养温度(25±1) 

℃。试验中每个组合培养基为 l0瓶，每瓶4个外植体，随时 

观察统计出愈时间，20 d后统计愈伤诱导率和愈伤生长状 

况，试验分别在 2005年 3,9月与2OO6年3月进行，重复3次。 

1．2．3 继代增殖。将愈伤组织切成黄豆大小转接入基本培 

养基 MS添加不同浓度6-BA、IBA和 NAA组合的继代增殖培 

养基中(见表2)，Ms培养基中蔗糖浓度为30 L、琼脂9 L， 

每个组合培养基为 l0瓶，每瓶4块愈伤组织，20 d后统计芽 

诱导率，诱导出的芽以肉眼可清晰分辨为标准。 

1．2．4 根的诱导。待芽长至 2 em高时转接入 1／2 MS添加 

不同浓度生长素NAA的生根诱导培养基中。培养基中蔗糖 

浓度为2o L、琼脂7 L，每个组合培养基为l0瓶，每瓶3～ 

5个幼芽，15 d后观察生根情况，统计生根率和平均根长。 

1．2．5 组培苗的移栽。当小苗长至 2 em时，便可出瓶移栽。 

移栽时不要伤害小根。移栽后的温度保持在 23～27℃，湿 

度保持在 100％，遮阴2周，后渐见光。4周后可移至土壤中 

栽培。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南瓜叶片外植体愈伤组 

织诱导的影响 以“锦粟 2号”南瓜叶片为外植体诱导愈伤 

组织的出愈时间、出愈率和生长状况结果见表 1。由表 1可 

知，A4不仅启动率高，而且诱导时间短，11 d后整个叶片逐渐 

形成黄绿色愈伤组织，生长健康旺盛。A6～A9虽然出愈率 

也高，但是愈伤组织生长状况不好、愈伤组织有根形成。在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组合中，6-BA 1．0me／l,和 NAA 0．1 me／l, 

及6-BA 1．0 me／l,和 NAA 0．5哗_／L诱导外植体脱分化形成 

愈伤组织的效果好，其中6-BA 1．0 me／l,和 NAA 0．1 me／l,效 

果最好，因此得出 A4培养基对“锦粟 2号”南瓜叶片脱分化 

形成愈伤组织的最佳培养基(图 1)。 

2．2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芽诱导的影响 不同植物生 

长调节物质组合对诱导愈伤组织形成芽的影响见表2。由表 

2可知，诱导率主要与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的浓度配比有关，不 

含任何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的MS培养基(B1)上丛生芽的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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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0，愈伤组织不能分化形成芽，而是逐渐变黄，褐化死亡。 

NAA和6-BA的组合对芽的诱导呈现明显较高的芽分化率， 

能形成大量丛生不定芽，生长状况良好。NAA和 IBA的组合 

对芽的诱导率不高，不定芽的生长缓慢，生长势比较弱，不能 

形成大量不定丛芽。结合芽的诱导率和生长状况，可认为B5 

对“锦粟 2号”南瓜愈伤组织芽的诱导效果最好(见图2)。 

表1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诱导南瓜叶片形成愈伤组织 影响 

1 Effects 0fdiffer~~ l~ant rle~lllalors onleaf-derived callus in ⅡI 

图1 “锦粟2号”南瓜在培养基A4上的愈伤组织诱导效果 

．1 The callusilldlull~on 0f 咖pI血 ymsu2 onA4m曲唧  

表2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芽诱导率的影响 

2 Effects 0fdiffermtl~ant rea ltors on bud illdlll~on rate 

2．3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生根诱导率的影响 当 

芽长至 1 c．1n时，转移至 1／2 MS添加不同浓度 NAA的生根培 

养基中，植株的根原基就会慢慢长出根，形成完整植株。不 

同种类的生长素对“锦粟 2号”南瓜幼芽生根的影响见表3。 

由表 3可知，随着 NAA浓度的升高，生根率逐渐上升，当NAA 

浓度达到0．5 mg／L时，生根率最高达 100％，之后随着 NAA 

浓度的上升，生根率反而下降。由此可见，C4对丛生苗生根 

的效果最好(见图3)。 

图2 南瓜愈伤组织在培养基 B5上芽诱导效果 

．2 The bud．删h 0n 0f 蜘pl【 callus on115medium 

表 3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生根诱导率的影响 

3 Effects 0fdiffermt plant growth rea ltors on rootilldll~on rate 

3 结论 

该研究成功地获得了“锦粟 2号”南瓜的愈伤组织及再 

生植株，为南瓜属植物优良种质资源的保存、优良观赏品种 

的快速繁殖、抗逆性品种的选育等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和 

试验平台。 

(1)在愈伤组织的诱导过程中，首先要考虑植物生长调 

节物质的绝对量，其次要考虑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浓度的比 

值，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诱导率低、长势差。与2，4．D和NAA 

(下转第5448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安徽农业科学 2OO8生 

膜上皮细胞坏死、脱落；局部肠腺上皮细胞坏死，脱落、胞核 

肿大，染色淡，边界不清；固有层内毛细血管充血，淋巴细胞 

减少。 

2．3．8 肠系膜淋巴结。犬瘟热病犬的肠系膜淋巴结内毛细 

血管增生、集结且扩张、充血。皮质区和副皮质内没有明显 

界限，淋巴细胞减少，淋巴小结不仅数量减少，而且小结的体 

积也减小；皮质淋巴窦内几乎没有淋巴细胞，网状细胞肿大； 

髓索内大量淋巴细胞逸失，巨噬细胞数量增多，小静脉充血。 

而犬细小病毒病犬的肠系膜整个淋巴结严重充血，副皮质、 

髓窦内充满大量红细胞；皮质内淋巴细胞的数量减少，淋巴 

小结个体变小，数量减少；髓质内髓索数量减少，髓窦扩张， 

网状细胞肿胀脱落，巨噬细胞数量增多。 

2．3．9 大脑。患犬瘟热病犬的脑膜淤血、水肿，大脑皮质部 

分有大小不一的卵圆形或不规则形的空泡，有卫星现象和核 

内包涵体现象；脑内小血管淤血。而患犬细小病毒病犬的脑 

膜无此现象。 

3 结论与讨论 

3．1 包涵体 在犬瘟热病犬脑的胶质细胞内检测到嗜酸洼 

核内包涵体。而在犬细小病毒病的胞浆内并未发现有包涵 

体的存在。遇秀玲等|6J认为CDV是一种泛嗜f生病毒，因而在 

很多细胞的胞核或胞浆内可以检测到。Apple认为，犬细小 

病毒的核内包涵体不一定在任何单层细胞中都能观察到，在 

猫肺细胞中较明显，而在其他细胞中较难看到|7J。 

3：2 肝、肾 CDV与CPV感染的这 2种病犬的肝脏均发生 

颗粒变性，肝细胞萎缩变小；肾脏髓质肾小管上皮细胞坏死 

脱落，这些器官都有不同程度的充血、出血和炎性细胞浸润， 

这是因为病原体在体内各组织广泛分布及其产生内毒素的 

致病作用所致。 

3．3 淋巴结、脾脏 CDV与CPV感染的这2种病犬均有淋 

(上接第5312页) 

的组合相比，6-BA和 NAA的组合诱导愈伤组织有更好的再 

生能力。在这些组合中，培养基 MS+6一BA 1．0 mg／L+NAA 

0．1 mg／L对“锦粟 2号 南瓜叶片脱分化形成愈伤组织的效 

果最好。 

图3 南瓜丛生芽在培养基 C4上生根诱导效果 

飚 ．3 The root~ltlnclion of pI珊 from bud Oil No．CA liledilml 

巴细胞减少、淋巴小结变小等症状，说明病毒侵入淋巴细胞， 

引起免疫抑制。有关这一点，徐汉坤|8J认为，副粘病毒属的许 

多病毒需要淋巴样细胞来增殖，通常以生发中心表现的最明 

显。末梢淋巴组织的淋巴细胞的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的分裂 

增殖和骨髓的补给。因此，当这些细胞被犬瘟热病毒感染 

时，它们的代谢和功能的改变使其分裂和增殖的特性发生改 

变。进而引起淋巴组织的退行性变化L9J。乔贵林等试图用肾 

上腺切除术来制止淋巴细胞的减少，但未获成功 J。田克 

恭通过免疫荧光发现给血貂注射犬瘟热病毒 3～4 d后，在类 

淋巴小结中检出大量犬瘟热病毒抗原u 。 

3．4 肺、肠 犬瘟热的主要病变部位在肺脏即肺呈现间质 

性肺炎，所以病犬在临床表现出咳嗽，肺部听诊有湿性Ⅱ罗音。 

犬细小病毒的主要病变部位在肠道，肠黏膜及肠腺上皮细胞 

都呈现坏死脱落，固有膜暴露，引起水、盐代谢失衡，进而在 

临床上表现为病犬呕吐，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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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愈伤组织诱导并分化不定芽过程中，要选择合适 

的植物激素浓度比值。比值不当容易出现畸形苗和玻璃化 

苗，使不定芽不正常分化，其中 Ms+6．BA 1．0 mg／L+NAA 

0．5 mg／L对“锦粟2号”南瓜愈伤组织芽的诱导效果最好 

(3)生根培养基 1／2 MS+NAA 0．5 mg／L使南瓜苗生根 

率达到 100％，根的生长量大且长势很好，是培养根的最佳 

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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