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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和继代时间对番茄叶片愈伤组织诱导和芽分化的影响 

毕建水 李翠翠 徐丽丽 
(1莱阳市农业局，山东莱阳 265200；2青岛农业大学生命科学院，山东青岛 266109； 

3青岛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山东青岛 266109) 

摘 要：对两种番茄品种樱红和 J07进行了筛选最佳培养基和培养条件的研究结果表明：樱红的叶片外植体在附加激 

素 6一BA 1．0mg／L+IAA 0．1mg／L的改良MS培养基中诱导直接分化芽的能力最强，继代时间为 12d时褐化最轻；而 

最适合 J07叶片外植体分化的培养基为附加激素6一BA 1．Omg／L+IAA 0．2mg／L的改良MS培养基，最佳继代时间为 

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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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 ediums and subculture time on callns induction and bnd di rentiation of tomato leaf 

BI Jan—shui ，LI Cui—cui ，XU Li—U (1 Laiyang Agricultural Bureau，Laiyang 265200，China；2 School of life 

science。QAU；3 Sehool of P1ant Protection．QAU。266109) 

Abstract：The optimal mediums and subculture time of two tomatoes species(yinghong，J07)for tissue culture were stndied 

in this article．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explants of yinghong leaf blade were induced to buds directly stronger in modified 

MS medium adding 1．0mg／L 6一BA and 0．1 mg／L IAA than other mediums and browning was lighter taking 12d as subcul· 

ture time：the optimal medium for explants differentiation of J07 lear blade was modified MS medium adding 1．0mg／L 6一 

BA and 0．2mg／L IAA and optimal subculture time was 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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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Lylopersicon esculentum Mil1)又称西红柿，属茄科 

(Solanaceae)番茄属(Lycopersicum)草本双子叶植物，生长 

周期短。番茄品种多样，果实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糖类以及 

丰富的无机盐类⋯，此外它还含有柠檬酸和苹果酸，有预 

防动脉血管硬化、治疗高血压、清热解毒等药用功能 ，故 

深受人们喜爱。本文探讨培养基中不同激素组合对两种 

番茄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和芽分化的影响，为番茄的遗传 

育种、基因转化和品质改良等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l 材料与方法 

1．1 植物材料 番茄普通栽培品种”樱红”、”J07”种子 

由莱阳农学院姜国勇教授惠赠。 

1．2 药品与主要试剂 试验所用 IAA、生物素、蔗糖、琼 

脂等购自上海生_丁；植物激素 6一BA、叶酸等购 自北京拜 

尔迪公司。 

1．3 番茄无菌材料的获得 将测定种子活力正常的番茄 

种子在40℃水温下浸泡 2h，分别用0．05％ 一0．1％的升汞 

和 10％的 NaC10消毒 ，无菌蒸馏水冲洗 3—5次 ，接种于 

MS培养基和铺有湿润滤纸的无菌培养皿上，25℃黑暗中 

发芽，2d后开始计算发芽率，并将发芽种子转入光照培养 

室中培养获得无菌苗。 

1．4 番茄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 以改良的 MS培养基 

(MS大量元素和铁盐 +H微量元素和有机成分)为基本 

培养基，参考相关文献内容 ，附加 6一BA的质量浓度 

水平为0．5 ms／L，1．0 ms／L，1．5 ms／L，2．0 ms／L，2．5 ms／ 

L，IAA质量浓度水平为 0．1 ms／L，0．2 ms／L，设计不同激 

素组合。取无菌苗幼嫩叶片，切成0．5cm 见方的叶盘，在 

超净工作台上接种到相应培养基上，并在相同培养基上继 

代。培养条件为：25±1℃，光照时间 14h／d，光照强度 

3000 lux。 

1．5 统计分析 各品种每个处理重复三次，随时观察愈 

伤组织和芽的分化情况。计算愈伤率(％)=再生愈伤组 

织的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数 X 100；分化率(％)=再生正 

常不定芽的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数 ×100；褐化率(％)= 

出现褐化的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数 x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灭菌剂对番茄种子灭菌及萌发的影响 结果表 

明。采用不同的表面灭菌剂对番茄种子的灭菌和萌发有不 

同的影响，而且接种于湿润滤纸上的种子比培养基上的发 

芽时间普遍提前。以次氯酸钠处理的种子表皮退色变白， 

不同的处理时间下番茄种子 的发芽率都为 100％ (表 1)， 

发芽时间甚至略短于自来水处理的种子，但当灭菌时间低 

于20min时，种子污染较重，所以理想的灭菌效果是采用 

10％的NaC10灭菌 25—30min。以升汞处理的种子颜色 

变深，随升汞浓度的增大，种子发芽率明显降低，发芽时间 

延长，当升汞浓度不变，灭菌时间降低时，种子发芽率又升 

高，但全部污染，说明升汞对番茄种子萌发确实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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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作用。 

表 1 不同灭菌剂对番茄种子灭菌及萌发的影响 

2．2 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番茄叶片愈伤组织诱导分化的 

影晌 叶片外植体接种7d后，大部分组织叶缘发白卷曲， 

有的出现淡黄绿色愈伤组织，继续培养两周，部分愈伤组织 

开始有再分化芽生成，也有部分组织出现褐化现象或生成 

畸形芽。就品种基因型而言，樱红比97—2愈伤组织分化 

时间较晚，但后期生成的不定芽多，分化率普遍较高，说明 

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不同基因型的番茄叶片外植体愈伤组 

织的脱分化影响不大，但对其再分化能力影响较大。番茄 

两个品种在多种培养基中的愈伤率相差不大，但樱红的叶 

片外植体在附加激素 6一BA 1．0mg／L+IAA 0．1mg／I 的改 

良MS培养基中诱导直接分化芽的再生能力最强，而J07的 

叶片外植体在附加激素6一BA 1．0mg／L+IAA 0．2mg／L的 

改良MS培养基中诱导直接分化芽的再生能力最强，其次 

是附加6一BA 2．0mg／L+IAA 0．2mg／L的培养基(表2)。 

表2 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番茄品种樱红和J07外植体分化的影响 

处 
理 

激素质量浓 接种 堡 ! 
度(nag／L) 叶盘数 愈伤率 分化率 褐化率 愈伤牢 分化率 褐化率 

(块 ) (％) (％) (％ ) (％ ) (％) (％) 

2．3 继代时间对番茄叶片愈伤组织诱导和分化的影响 

继代时间对不同基因型的番茄外植体愈伤组织的诱导和 

分化有明显影响。由图1、图2可知，不经继代培养的外植 

体褐化现象非常严重，褐化率都在 80％以上；樱红在以 

12d为继代周期时几乎没有组织发生褐化 ，愈伤组织分化 

快，生成正常不定芽多，畸形芽少；J07在以20d为继代周 

期时褐化最轻，12d时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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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继代时间对番茄品种樱红愈伤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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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继代时间对番茄品种 J07愈伤率的影响 

3 讨论 

3．1 番茄无菌苗的获得 相关资料表明，以往对番茄无 

菌苗的获得大多采用单一的升汞灭菌法，但也有报道指 

出，升汞对种子的萌发可能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本试 

验结果表明，采用次氯酸钠为表面灭菌剂，可能会促进种 

子提前萌发，而升汞虽然灭菌效果好，但对番茄种子萌发 

有较大的抑制作用。分析原因也许是因为不同基因型的 

番茄种子对升汞的敏感性存在差异，或者重金属汞使番茄 

种子中的某种物质发生改变或损伤，从而致使种子萌发受 

阻 ，而次氯酸钠可能破坏 了种皮 中的某种物质 ，打破 了番 

茄种子的休眠，致使其萌发提前。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验 

证 。 

3．2 影响番茄离体再生的一些主要因素 番茄离体再生 

受到内因和外因的共同影响，内因包括植物组织的基因 

型、生理状态和发育时期等，而外因则包括培养基、培 

养条件、继代时间和接种方式等，其中培养基中外源激 

素的种类、浓度和组合是最重要的条件，它直接影响着 

外植体的脱分化和再分化过程，本试验表明，在同种培 

养基上，附加相同浓度的激素组合，不同基因型的番茄 

存在不同的愈伤率 和分化率 ，同一种番茄在不同浓度激 

素组合中再生率相差也很大，对外植体的选择、操作时 

间的长短以及合适的光照和温度对番茄离体再生过程也 

有一定影响。 

3．3 褐化对番茄外植体分化的影响 植物组织的褐化 

多是通过含铜的氧化酶如多酚氧化酶和酪氨酸酶的作用 

所致，当酚被氧化时便形成深色化合物，导致材料变褐死 

亡 。褐化发生的因素与组培植物品种、取样外植体年 

龄、取样时间、培养基、温度和光照等都可能有关。要防止 

褐化的产生，关键要减少氧化的机会，或者降低酶的活性。 

因此，应尽可能地减少新鲜外植体材料切割和接种操作过 

程中在空气中暴露的时间，还可在培养基中加入一定的抗 

氧化剂，如维生素 C、柠檬酸、半胱氨酸盐酸盐、谷胱甘肽 

和巯基乙醇等。另外，试验中还发现，培养基的pH值降 

低和一段时间的暗培养可以有效减少褐化的发生。培养 

基中的细胞分裂素，不仅能促进酚类化合物的合成，而且 

还能刺激多酚氧化酶的活性 ，试验中随着 6一BA浓度 

逐渐增大，番茄外植体的褐化程度基本上逐渐增加，而在 

附加IAA浓度为0．2 mg／L的培养基上的褐化程度似乎要 

比附加 0．1 mg／L的要略小一点，因此选择合适的培养基 

也是减少褐化的有效途径。 (下转 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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