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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中糖和氮对脱毒甘薯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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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脱毒甘薯的茎段为材料，研究培养基中不同糖种类、糖浓度、Ni-h+／NO；及总氮量对 

甘薯组培苗扩繁的影响．结果表明：在 MS培养基添加蔗糖或白糖，Nil；／NO；含量为30／30 

(mM／mM)，总氮量控制在30，60 mM 时对甘薯组培扩繁有利．考虑到培养基成本，脱毒甘薯 

培养基以MS+食用白糖 50 g／L+Ni-h+／NO；30／30(mM／mM)+总氮量 30 mM最为适宜． 

将脱毒甘薯组培苗移栽到含蛭石和草炭的营养钵中进行驯化，成活率可达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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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Ipomoea batatas L．)为旋花科甘薯属，无性繁殖作物．甘薯体内病毒的积累可使 

品种种性退化，品质和产量降低，对生产造成严重危害．因此，利用茎尖分生组织培育脱毒甘 

薯是目前国际上防治甘薯病毒，提高甘薯产量和质量的唯一有效方法[11． 

在组织培养中，培养基中的糖是试管苗的生命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碳源和能源，同时具有 

调节渗透压的作用．一般培养基中添加的糖种类有蔗糖、葡萄糖、果糖和麦芽糖等，常用浓度 

为20～50 g／L J．糖的种类和浓度不仅影响组培苗的生长，而且直接影响生产成本．氮是组 

培培养基中含量最多的大量元素，植物可吸收的氮形态可分为氨态氮和硝态氮等，不同植物 

和不同培养阶段所吸收的氮种类和氮量有很大差异[3l，一般硝态氮对植物的发育有利，而硝 

态氮和氨态氮的混合使用比其单独使用更能提高植物对氮的吸收[41．目前，关于植物生长调 

节剂、温度、pH值、琼脂浓度等对甘薯脱毒苗生长的影响有许多研究报道 ，但对糖和氮的影 

响研究甚少． 

本研究旨在探明糖种类、糖浓度及 Nil；／NOr和总氮量对脱毒甘薯组培苗生长的影 

响，为甘薯脱毒苗的工厂化快速繁育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将已脱毒的甘薯组培苗切成带 1个腋芽的茎段作为试验材料．基本培养基为 MS+琼 

脂7 g／L，pH值调节为5．8．1)糖种类试验：在培养基中分别加入果糖、葡萄糖、蔗糖和食用 

白糖，浓度为3O g／L．2)糖浓度试验：依前试验结果，将白糖浓度分别调节为0，5，10，30，50， 

7O，90 g／L．3)Nil；／NO；浓度处理：用NH4CI和KNO3将培养基中 Nil,+／Nor的浓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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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60，10／50，20／4O(对照)，3O／30，40／20，50／10，60／0(mM ／mM)．4)总氮量试验：依前 

试验结果将NH ／NO；固定为 1：1后，调节培养基中总氮量为 3O，60，120 mM．本试验采用 

250 mL的三角瓶，注入60 mL培养基，瓶121用带过滤膜( 1．0 era)的 PTFE无菌封口膜(上 

海稼丰园艺用品有限公司)封盖，每处理重复 5次．培养温度(25±2)℃，光照强度 1 600 

Lux，每天用日光灯照射 16 h，30 d后调查节数、地上部和地下部的鲜物重和干物重等． 

在组培苗驯化试验中，将已发根的试管苗放在 自然光下炼苗 2 d后取出，用清水洗去根 

上附着的琼脂后栽到盛有蛭石和草炭(1：1)的营养钵中，遮荫保湿培养 5 d后，逐渐移去塑 

料薄膜，2周后移栽到大田，调查成活率．本试验数据分析利用 SAS(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Cary，NC，USA)程序，采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法进行比较，显著水平 P≤O．05． 

2 结果与分析 

2．1 糖种类和糖浓度对甘薯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将甘薯组培苗茎段在添加果糖、葡萄糖、蔗糖和白糖的培养基中培养 30 d后发现，不同 

糖种类对甘薯组培苗的生长有显著的影响(表 1)．甘薯节数在蔗糖和白糖处理中为 6．8和 

7．5，明显多于果糖(5．1)和葡萄糖(5．0)处理；地上部单株鲜重和干重在白糖处理中最多 

(730．4 mg和 56．7 mg)，其次是蔗糖，最后是果糖和葡萄糖．蔗糖和白糖处理下的甘薯组培 

苗的根长、根鲜重和干重好于果糖和葡萄糖处理． 

表 1 糖种类对甘薯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sugar on the plantlet growth of sweet potato 

白糖浓度对甘薯组培苗扩繁的影响列于表 2．甘薯组培苗的节数在白糖浓度为 0～3O 

g／L时，随浓度的增加呈上升趋势，超过 30 g／L时，并不随白糖浓度 的增加而增多；而地上 

部鲜重和干重则在 5O，70 g／L时显著好于其它处理．白糖浓度对根长和根鲜重的影响与对 

地上部节数的影响相同，在 30 g／L达最大值，高于 30 g／L时不再增加，而干重在白糖浓度 

为 5O，70 g／L时好于其它处理．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04 延 边 大 学 农 学 学 报 第28卷 

表2 糖浓度对甘薯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sugar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the plantlet growth of sweet potato 

2．2 NH；／NO3-和总氮量对甘薯小植物体增殖和生长的影响 

将甘薯茎段接人含不同浓度的NH； O 培养基中发现，NH；或 NO3单独使用时， 

增殖和生长均受抑制，尤其是单独使用 NH；时，甘薯茎段不生长，且颜色变浅、发黄，几乎 

处于死亡状态．由表 3可知，随着 NH； O 浓度的增加，节数呈增加趋势，当NH；／NOr 

增加至30／30(mM ／ram)时，节数为 7．8，达最高值，以后则随 NH； O 浓度的增加呈下 

降的趋势 ．地上部鲜重和干重的变化趋势同节数的变化趋势相同，30／30(mM ／ram)处理明 

显优于其它处理．地下部的变化趋势与地上部稍有差异，根长、根鲜重在NH； O 浓度为 

20／40，30／30，40／20(mM ／mM)处理间无明显差异，显著优于其它处理，而根干重在 30／30 

(mM ／mM)时表现最佳． 

表3 不同浓度的NH；／NO3-对甘薯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NH：／NO3-in different concentions on the plantlet growth of sweet potato 

注 ：一表示无生长． Note：一refered to on growth． 

将MS培养基中的总氮量调节为 3O，60，120 mM后，调查结果表明，地上部鲜重、干重及 

根长、根鲜重和干重在3O，60 mM处理条件下表现最好，而两者间无显著性差异(表4)．从上述 

结果可知，在甘薯茎段培养时，MS培养基中固有的氮量(60 mM)虽较适合甘薯苗的增殖和生 

长，但由于30 mM与60 mM处理无显著性差异，从经济角度考虑选择 30 mM较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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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总氮量对甘薯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total nitrogen on the plantlet growth of sweet potato 

2．3 驯化及移栽 

将已发根的试管苗移栽到含蛭石和草炭(1：1)的营养钵中进行驯化．2周后发现，新叶 

长大，颜色深绿，生长状态良好，移栽到大田的成活率达到 95％．工厂化组织培养过程中的 

问题，主要是选择适合植物体生长的条件缩短周期从而减少生产成本． 

3 讨论与结论 

组织培养中，蔗糖经高压灭菌，部分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一般来说这更利于植物体的 

吸收和利用．从本试验结果来看，对于甘薯组培苗，葡萄糖和果糖的单独存在不利于植物体 

的生长，只有当部分葡萄糖或果糖与蔗糖共存时其生长良好，这与王蒂E2]的培养基中有时两 

种糖共存时，比单独使用效果好的观点相一致．同时从试验结果还可知，白糖的使用更利于 

甘薯苗的生长，可取代蔗糖使用． 

Eun等认为，甘薯组培苗在糖浓度为 60～80 g／L的培养中最佳，当糖浓度低于或高于 

60～80 g／L时，甘薯组培苗的增殖与生长有减少的趋势 J．Jarret和 Gawel在甘薯茎段培养 

时也发现，蔗糖浓度从 30 g／L减少至 15 g／L或 20 g／L时，节数和根的生长有减少现象E6]． 

这些结论与本试验结果类似，说明甘薯组培过程中，培养基糖浓度以50 g／L和 70 g／L为 

佳，从经济角度考虑，培养基中加入白糖 50 g／L较合理． 

MS培养基中的氮包括氨态氮和硝态氮．正常情况下，培养前期植物外植体是先利用其 

中的氨态氮，之后，在硝酸还原酶的作用下硝态氮还原成氨态氮后再被利用．虽然外植体直 

接利用的是氨态氮，可是当氨态氮超过一定量时对外植体有毒害作用．同时，外植体的生长、 

分化和发育代谢需要有一定比例的两类氮素．本试验结果表明，MS培养基中固有的 

NH ／NO3不太适合于甘薯组培苗的增殖和生长，与硝态氮相比，氨态氮对甘薯组培苗的抑 

制作用更明显，且两种氮的混合使用更利于植物体的吸收．这与马铃薯茎段培养和菊花茎段 

培养时两种氮的混合使用有利于植物生长的观点相一致，说明在保持总氮不变的情况下，不 

同氮源之间应有适合的比例．一般组织培养时，虽然 MS培养基对多数植物的生长发育有 

利，但并不适合所有植物和所有发育阶段．本试验结果认为，将 MS培养基中总氮含量减至 

1／2，对甘薯组培苗的生长也有利．这与“Casa Blanca”百合鳞茎诱导在总氮量为 30，60 mM 

时较适宜 J的观点相一致，但与鳞茎膨大过程中 120 mM好于 30，60 mM 的结果相反，故对 

不同植物或不同发育阶段培养基中氮的适宜性进行研究显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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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ugar and nitrogen on virus-free plantlet growth 

of sweet potato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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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Agricultural College of Yanbian University，Longjing Jilin 133400，China； 

2．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llege，Jilin 13210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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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ugar， sugar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NH：／NO3，and total nitrogen in culture medium on the micropropagation of sweet potatoes 

were studied with nodal cuttings of virus—free plantle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lantlet 

growth was favored in the 50 g／L or 70 g／L sucrose or white sugar，30／30(mM／mM)NH：／ 

NO3 ，and 30 mM or 60 mM total nitrogen concentration．Considering the medium cost，the 

medium of MS+50 g／L white sugar+30／30(mM ／mM)NH；／NO3+30 mM total nitrogen 

was optimal for sweet potato growth in vitro．During the acclimatization stage，the survival rate 

could reach 95％ when the plantlets were transferred in po ts containing vermiculite and peat． 

Key words：sweet potato；sugar type；sugar concentration；NH：／NO3；total nit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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