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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甘薯的叶片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结果表明：适合甘薯愈伤组织诱导的培养基是 Ms+KT 2 mg／L+2。4 
～ D 0．5 mg／L和Ms+KT 2 mg／L+NAA 0．5 mg／L，适宜愈伤组织分化出根的分化培养基是Ms+KT 0．5 mg／L或 

MS+KT 2 mg／L+NAA 0．5mg／L或 MS+KT 2 mg／L+2，4一D 0．5 mg／L。适宜根分化出试管苗的分化培养基为 MS 

+KT 2 mg／L+NAA 0．5 mg／L；增殖培养基为 MS；生根的培养基为 1／2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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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ear blade of Ipomoea batatas were used as explants for tissue culture．The results 

showed：The optimum medium for callus induction was MS+KT 2 mg／L+2，4一D O．5 mg／L and MS+KT 

2 mg／L+NAA 0．5 mg／L，mediums MS+KT 0．5 mg／L，MS+KT 2 mg／L+NAA 0．5 mg／L or MS+KT 

2 mg／L+2，4一D O．5 mg／L were suitable for rooting，MS+KT 2 mg／L+NAA 0．5 mg／L was the best for 

seedling production．MS for subculture and 1／2 MS for r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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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是我国四大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也是饲料 

和轻工业的重要原料．随着我国生产的发展和人们 

食物结构的改变，甘薯作为集能源、食品加工、保健 

和药用、出口刨汇等功能于一身的经济作物，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关注．甘薯是一种杂种优势作物，但采用 

营养繁殖常会导致甘薯病毒病传播蔓延，致使产量 

和质量下降．本文探讨了各种培养基及培养条件对 

甘薯组培的影响，以期筛选甘薯组织培养的最适培 

养基，为甘薯快繁和大规模试管苗商业化生产提供 

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外植体的建立 

取不同品种的甘薯(绵薯 7 ，绵薯 6#，绵原6， 

绵粉1 ，南薯99，徐55—2)叶片用自来水冲洗，然 

后在洗衣粉溶液中浸泡几分钟，再用自来水反复冲 

洗后，于超净台上消毒：先在 75 9，5酒精中浸泡，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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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要超过 1 min，无菌水冲洗 4～6次；再用 

0．1 9，6 HgCI：溶液消毒 1O～15 min，无菌水冲洗 4 

～ 6次}然后用无菌纸吸干叶片表面水分，最后将叶 

片切成 0．5 cm~0．5 cm小方块，接种于诱导培养 

基上． 

1．2 愈伤组织的诱导[妇 

将经过消毒处理的 6个品种甘薯的叶片切块分 

别接种于 MS+KT 2 mg／L+2，4一D 0．5 mg／L和 

MS+KT 2 mg／L+NAA 0．5 mg／L诱导培养基 

上．将接种予 MS+KT 2 mg／L+2，4一D 0。5 mg／L 

诱导培养基上的材料进行暗培养 2周，而将接种于 

MS+KT 2 mg／L+NAA 0．5 mg／L培养基上的材 

料进行光培养10 d左右，分别观察其愈伤组织的诱 

导情况． 

1．3 愈伤组织的分化[卜 ] 

将诱导培养基 MS十KT 2 mg／L+NAA 0．5 

mg／L上的愈伤组织转接于以下分化培养基上：MS 

+KT 1 mg／L+BA 1 mg／L+IAA 0．5 mg／L+ 

GA3 0．1 mg／L；MS+KT 0．5 mg／L,MS+KT 2 

mg／L+NAA 0．5 mg／L，光培养 4O d左右观察其 

分化出苗情况f将诱导培养基 Ms+KT 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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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D 0．5 mg／L上的愈伤组织直接进行光培养 

40 d左右，观察其分化出苗情况． 

1．4 试管苗的增殖和生长 

将诱导分化出的试管苗切成带 1个腋芽的茎段 

转接入 MS增殖培养基上【3]，观察其增殖和生长 

情况． 

1．5 试管苗的生根 

将经过增殖培养的试管苗接种于 1／z MS生根 

培养基上，调查其生根率及根的生长情况． 

将以上 I／2 MS培养基中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均减半，MS和 1／2 MS培养基中加入 3 白糖代替 

蔗糖，琼脂 0．7 ，自来水代替蒸馏水，果酱瓶代替 

三角瓶，pH 5．8～6．0，培养条件均为(25士2)℃，除 

暗培养外，光照时间 12～14 h／d，光照强度为 l 600 

～ 2 000 lx． 

1．6 生根试管苗的移栽 

待试管苗根长 1 cm左右时，在温室自然光下炼 

苗 2～3 d，再揭开封口膜 2～3 d，用无菌水洗去根部 

培养基，移栽入装有肥沃土壤的花盆中，放在大棚 

里，保温保湿，等 1个月后调查其成活率，同时观察 

其生长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的诱导 

将 6个甘薯品种的叶片分别切块接种于 MS+ 

KT 2 mg／L+2，4一 D 0．5 mg／L和 MS+KT 2 

mg／L+NAA 0．5 mg／L诱导培养基上，都能100％ 

长出愈伤组织．从表 1可知，除绵薯 6 在第 5 d长 

出愈伤组织外，绵薯 7 ，绵原 6，绵粉 1 ，南薯 99， 

徐 55—2均在第 7 d长出愈伤组织；6个甘薯品种的 

衰 1 培养基对愈伤组织诱导和长势的影响 

Tab．1 The effect of the culture medium On induction and growth of callus 

注· ++++”表示长势最好I ++十”表示长势较好f“++”表示长势好f“+”表示长势一般． 

叶片切块在 MS+KT 2 mg／L+NAA 0．5 mg／L诱 势最好． 

导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均比在 MS+KT 2 mg／L+ 2．2 愈伤组织的分化 

2，4--D 0．5 mg／L诱导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长势 从表 2知，6个品种甘薯的愈伤组织在分化培 

好，且6个甘薯品种中徐 55—2材料的愈伤组织长 养基MS+KT0．5mg／L或MS+KT2mg／L+ 

裹2 培养基对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 

Tab．2 The effect of the culture medium on differentiation of callus 

NAA 0．5 mg／L或 MS+KT 2 mg／L+2，4一D 0．5 

mg／L上都能分化出根，而在分化培养基 Ms+KT 

l mg／L+BA l mg／L+IAA 0．5 mg／L+GA。0．1 

mg／L均上未能分化出根；绵原 6分化 出的根可在 

分化培养基 MS+KT 2 mg／L-FNAA 0．5 mg／L上 

分化出试管苗，其余品种均未能分化出试管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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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试管苗的增殖和生长结果 

将诱导苗切成带腋芽的茎段接种于增殖培养基 

MS上，1个月左右长成 4～5叶小苗． 

2．4 试管苗生根结果 

试管苗在 1／2 MS培养基上都能生根，其生根 

率均在 9O％以上． 

2．5生根苗移栽成活率 

当根长到 1 cm左右时，在温室炼苗后移栽，移 

栽后保温保湿，其成活率达 95 以上． 

3 小结与讨论 

1) 适合甘薯愈伤组织诱导的培养基是 MS+ 

KT 2 mg／L+2，4一D 0．5 mg／L和 MS+KT 2 mg／ 

L+NAA 0．5 mg／L，适宜愈伤组织分化出根的分化 

培养基是 MS+KT 0．5 mg／L或 MS+KT 2 mg／L 

+NAA 0．5 mg／L或 MS+KT 2 mg／L+2，4一D 

0．5 mg／L，适宜根分化出试管苗的分化培养基为 

MS+KT 2 mg／L十NAA 0．5 mg／L~增殖培养基为 

MS；生根的培养基为 1／2MS． 

2) 本文还从降低生产成本的角度研究了甘薯 

组培快繁技术[4]；培养容器由三角瓶改为无色透明 

的果酱瓶．改进后，成本仅为原来的 1／8左右； 

培养基用白糖替代蔗糖，可降低成本 28 ～29 ； 

除诱导培养基外，其余培养基用自来水替代蒸馏水， 

可降低成本 22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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