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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幼胚培养及植株再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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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不同玉米自交系幼胚为外植体，研究不同2,4一D浓度对愈伤组织诱导、6-BA浓度对愈伤组织分化 

和6-BA与NAA配合使用对试管苗生根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2,4一D浓度对愈伤组织诱导率影响差异不明显，但 

对胚性率诱导有明显影响，其诱导最佳培养基为MS+2,4一D 2 mgCL+水解酪蛋白500 mg／L+脯氨酸500 mg／L；愈伤 

组织分化的最佳培养基是 Ms+6一BA 0．5 mg／L+水解酪蛋白500 mg／L+谷氨酰胺200 mg／L+P ，2 mg／L；试管苗生 

根的最佳培养基是 1／2MS+6-BA 0．5mg／L+NAA 2．0m +PP]332．0mg／L+活性炭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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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ducement，differentiation and plantlet roots of callus were studied from immature embryos of the 

different maize inbred lines in vitro on different medium with the different 2，4一D concentra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ducement rate of callus was not significant with the different 2。4一D concentration。but the rate of 

inducement of EC was significant．and the medium was MS+2,4一D 2 mg／L +CH 500 mg／L+ Pro 500 mg／L．The 

differentiation of callus was best on the culture medium of 112 MS+6-BA 0．5 mg／L+NAA 2．0 mg／L+PP333 2．0 

mg／L+active carbon MS+6-BA 0．5 mg／L+CH 500 mg／L+GLU 200 mg／L+PP333 2 mg／L．The plantlet rooting was 

best on the culture medium of 1／2 MS+6一BA 0．5 mg／L+NAA 2．0 mg／L+PP333 2．0 mg／L+active carbon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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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国主要的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玉米 

产业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和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加入 WTO后，世界经济浪潮对我国玉米产 

业的冲击日益严重。常规遗传育种技术已不能满足 

Et常需求，采用植物细胞工程技术对玉米进行遗传 

改良势在必行。本实验对玉米幼胚离体培养及试管 

苗分化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进一步完善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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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培养技术，筛选出胚性率高的基因型材料，为玉 

米转基因受体体系的建立提供可参考的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以适应性强 的 7个玉米 自交 系 540、7932、 

9313、7313、5010、HQ：、综 31为材料。 

1．2 实验方法 

将7个玉米自交系授粉后 9 12 d的玉米幼胚 

接种在以MS+水解酪蛋白500 mg／L+脯氨酸500 

mg／L为基本培养基、分别附加不同浓度的2,4一D f0、 

1．0、2．0、3．0、4．0 mgm)诱导培养基上，观察并记录愈 

伤组织的诱导情况。 

挑选生长旺盛的胚性愈伤组织，用镊子夹成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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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小接种在以MS+水解酪蛋白500 mg／L+谷氨 

酰胺200 mg／L+PP33 2 metE为基本培养基并分别附 

加不同浓度的6-BA(0．5、1．0、2．0、3．0 mg／L)分化培养 

基上进行愈伤组织的分化及植株再生，观察记录根 

和芽的分化情况。 

待试管苗长到5 em左右时，分割成单株移至以 

1／2 MS+NAA 2．0 mg，】L+PP333 2．0 mg／L+活性炭 0．2％ 

为基本培养基，并分别附加不同浓度的6-BA(0、 

O．5、1．0、2．0 rag／L)的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观察记 

录试管苗生根的情况。 

以上各实验的培养基均加琼脂 0．5％、蔗糖 

3．0％，pH为 5．8。 

1．3 培养条件 

愈伤组织诱导采用暗培养；愈伤组织分化、生根 

实验采用光照培养，光强 1 500 lx，培养温度均采用 

(25．4-2)℃。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的 2，4一D对玉米自交系愈伤组织诱 

导的影响 

从表1结果可以看出，在没有2，4一D的培养基 

上不能诱导出愈伤组织；在不同浓度的2，4一D培养 

基上培养，愈伤组织诱导率差异不明显，基本达 

90％以上。胚性愈伤组织诱导率随着2，4一D浓度的 

升高而变化 ，如综 31在 2，4一D浓度为 2 mg／L时胚 

性率达90％以上；2,4一D浓度为 4 mg／L时胚性率下 

降为22％。7个自交系材料的胚性愈伤组织诱导率 

差异明显，7932和 93l3没有胚性愈伤组织产生； 

5010的胚性率仅 7．2％；HQ：的胚性率达到 63．1％； 

73l3的胚性率最高达 82．5％，比5010的胚性率提 

高了75％。因此玉米幼胚愈伤组织的2，4一D最佳诱 

导浓度为 2 mg／L。 

表 1 不同浓度的 2，4一D对玉米 自交系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indueement rate from the callus with the different 2．4一D concentration and maize Inbred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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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诱导率(％)：产生愈伤组织的幼胚数／接种胚数 ×loo％；胚性率(％)=产生胚性愈伤组织的幼胚数 ／接种胚数 ×100％。 

Notes：induction rate=The immature embryo number of produced callus／The number of inoculation embryo×100％ ；Rate of EC=The immature 

embryo number of produced embryo callus／The number of inoculation embryo×100％． 

2．2 不同浓度的 6一BA对玉米自交系愈伤组织分 

化的影响 

将以上产生胚性愈伤组织较多的7313、综 31、 

HQ自交系的胚性愈伤组织接种在以MS+水解酪蛋 

表 2 

Table2 

白500 mg／L+谷氨酰胺 200 mg／L+PP333 2 mg／L的 

基本培养基上，附加不同浓度的6-BA，7 d后愈伤 

组织表面出现绿芽点。 

不同浓度的6一BA对胚性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 

Effects of Consistency of 6-BA on differentiation rate 

注：分化率(％)：分化出芽的胚性愈伤组织块数／接种胚性愈伤组织块数 ×100％。 

Note：Rate of Differentiation=The embryo callus number of Differentiation，N0．of Callus×100％ 



82 玉 米 科 学 16卷 

从表 2结果可以看出，不同浓度的 6-BA对愈 

伤组织的分化率有明显的影响。6-BA浓度为0．1 

mg／L时分化率比较低，7313、HQ 、综31自交系的分 

化率都不到 35％；当6-BA的浓度升高到0．5 mg／L 

时分化率达到最大，3个 自交系的分化率分别为 

89．1％、100％和 83．3％，均提高 50％以上；随着 6一BA 

浓度的继续增加，分化率反而下降，6-BA浓度为 

3．0 mg／L时，3个自交系的分化率分别降低到7．3％、 

40．O％和23．3％，所以3个自交系愈伤组织芽分化的 

最佳 6一BA浓度是 O．5 mg／L。 

2．3 6一BA与 NAA配合使用对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以生长健壮的分化苗为材料，接种在以112 MS 

+NAA 2．0 mg／L+PP333 2．0 mg／L+活性炭 0．2％的基 

本培养基上，添加不同浓度的 6-BA(0、0．5、1．0、2．0 

mg／L)进行生根实验，20 d后观察再生植株的生根情 

况并记录每个处理的生根数、根长等(表3)。 

表 3 不同浓度的 6一BA对试管苗根系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6一BA on plantlet roots 

HQz 

综 31 

从表 3可以看出，不同浓度的6-BA对试管苗 

生根有明显的影响。当6-BA浓度为0．5 mg／L时根 

数最多、最长，7313、HQ：、综 31的根数和根长分别 

为 5．0条和7．0 em、5．6条和 5．0(3m、7．0条和 5．5 cm， 

比浓度为0时分别提高2．8 5．6条和4．0 5．0 cm。 

随着6-BA浓度的增加，根数下降、根长变短、植株 

的长势也弱；当6-BA浓度为 1．0 mg／L时，根数和根 

长分别为2-3～3．6条和3．2 3．8 em，比浓度为0．5 

mg／L时的根数降低了50％左右，根长缩短了40％左 

右。再生植株生根时，6-BA与 NAA配合使用的最 

佳浓度为 0．5 mg／L。 

3 结论与讨论 

玉米幼胚诱导愈伤组织具有普遍性，试验所采 

用的7个玉米自交系都诱导出愈伤组织。不同浓度 

的2，4一D对玉米幼胚愈伤组织诱导率无明显差异， 

这与胡彦民等的研究结果类似。没有 2,4一D或 

2，4一D浓度过高都不利于愈伤组织的产生，这与张 

慧英等人的观点相似。 

细胞分裂素能明显促进芽的形成，6-BA对不 

同基因型的效果不同。在实验中HQ 自交系的分化 

率较高，而综 3l的分化率相对比较低。资料表明，高 

浓度的6-BA也是导致试管苗变异的一个主要因 

素，所以在分化过程中6-BA浓度不应太高，这与马 

莲菊等的观点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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