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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脱毒试管苗高效快繁体系研究 

周志林，唐 君，张允刚，赵冬兰，史新敏 
(中国农业科学院甘薯研究所，江苏徐州 221121) 

摘 要：选择具有不同蔓长特性的铁丝藤、海白、北京 553等 6个甘薯品种试管脱毒苗为材料，切段后分别接 

种在添加 IAA、NAA、GA。、NAA／KT和 NAA／6一BA不同处理的 MS培养基和无激素的不同无机盐浓度 MS 

培养基上，研究试管苗快繁技术。试验结果表明：不同蔓长特性甘薯品种的快繁最佳培养基为添加 NAA／ 

6-BA分别为 0．01～O．05 mg·L 和 1．0 mg·L 的 MS培养基。中、短蔓品种快繁最佳激素组合和激素为 

NAA／6一BA分别为 0．01～O．05 mg·I 和 1．0 mg·L 的 MS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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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igh Efficiency and Rapid Propagation System 

of Sweet Potato Virus-free Test Tube Plantlets 

ZHOU Zhi—lin，TANG Jun，ZHANG Yun—gang，ZHAO Dong—lan and SHI Xin-min 

(Sweetpotato Research Institute of CAAS，Xuzhou Jiangsu 221121，China) 

Abstract：Sweetpotato virus—free test tube plantle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of tendril—length were 

cut into segments，and then the segments were inoculated in different M S mediums adding IAA，NAA 

， GAa，NAA／KT or NAA／6一BA respectively to study the rapid—propagation technology．The results 

as follows：M S medium was the optimal basic medium for rapid—propagation．MS+O．01～ O．05 mg· 

L NAA+ 1．0 mg·L 6-BA was better than others for rapid—propagation of different tendril—length 

varieties．M S+0．01～ O．05 mg ·L NAA + 1．0 mg·L 6一BA could promote rapid—propagation of 

middle tendril and short tendril varieties furt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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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作为一种兼粮食、饲料、新型能源材料等 

为一体的多元作物，我国种植面积为 500万 hm 

左右，约占世界总面积的 6O _1]，是世界第一甘 

薯生产大国。甘薯产量的提高和品质的改良主要 

靠推广优良品种，但甘薯作为一种无性繁殖作物， 

由于病毒的侵染、积累，导致甘薯的产量和品质严 

重下降 ]。由于抗病毒品种尚未培育成功，目前 

生产上为了减轻病毒病带来的危害，主要依靠生 

产和推广脱毒苗，其增产效果十分显著。。]，增产幅 

度为 2O ～4O ，最高可以达到 100 9，6以上l4j。 

由于生产脱毒苗成本较高等原因，经过病毒检测 

确定无病毒的试管苗必须在试管内快速进行高代 

脱毒苗快繁，以满足生产的需要 ]。许多学者也 

进行了脱毒苗试管外快繁研究[6]。但不同的甘薯 

品种具有不同的蔓长特性，使得甘薯试管苗快繁 

系数在相同时间内不尽相同，目前尚未有学者根 

据蔓长特性对甘薯快繁技术进行全面系统的研 

究。本研究针对具有不同蔓长特性的甘薯品种脱 

毒试管苗快繁培养基配方，尤其是激素(组合)、激 

素浓度等对试管苗生长的影响做了大量试验，以 

期改良现有甘薯脱毒试管苗的快繁技术，既降低 

能、财、物的耗费，又提高试管苗快繁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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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选用 3种不同蔓长的甘薯品种：长蔓(铁丝 

藤、腾冲本地种)，中蔓(海白、农林 2号)，短蔓(农 

大红、北京 553)共 6个品种作为试验材料，所有 

材料均来自徐州甘薯试管苗库保存的材料。 

1．2 方 法 

取甘薯脱毒试管苗在无菌条件下切成双节 

段，将其分别接种在添加有不同浓度 NAA和 KT 

激素组合的培养基 M0、M1、M2、M3、M4(表 1)， 

不同 IAA 浓 度培养 基 A0、A1、A2、A3、A4(表 

2)，不同 GA。浓度培养基 GO、G1、G2、G3(表 3)， 

不同NAA浓度培养基 NO、N1、N2、N3(表 4)，不 

同无机盐浓度 MS培养基 F0、F1、F2、F3(表 5)， 

不同NAA和 6一BA激素组合培养基 J1、J2、J3、 

J4、J5、J6(表 6)，将其中一段插入培养基。培养条 

件为(28±2)℃，日光灯冷光源强度为 33 tLmol· 

m ·S～，每天光照 9 h，暗培养 15 h。(注 ：本试 

验 MS培养基为 MS+B5有机物+3O g／L蔗糖 

+9 g／L琼脂粉)。 

表 1 NAA和 KT激素组合／(mg·L ) 

Table 1 Hormone combination of NAA and KT 

NAA／KT 

M 0 

M 1 

M 2 

M 3 

M 4 

表 2 不 同 IAA浓度 

Table 2 Different c0ncentrati0n 0f IAA 

IAA／(mg·L ) 

A0 

A1 

A2 

A3 

A4 

表 3 不 同 GA，浓度 

Table 3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GA3 

GO 

G1 

G2 

G3 

表 4 不同 NAA浓度 

Table 4 DiI-flerent c0ncentrati0n 0f NAA 

NAA／(mg·L一 ) 

0 

0．2 

0．4 

1．0 

NO 

N1 

N2 

N3 

表 5 不同无机盐浓度 MS培养基 

Table 5 M S medium with different mineral c0ncentrati0n 

F0 
。 — —  

F1 

F2 

F3 

MS 

1／z MS 

1／4 MS 

1／8 MS 

表 6 NAA和 6-BA激素组合／fmg·L ) 

Table 6 Hormone combination of NAA and 6-BA 

NAA／6一BA 

1．3 数据统计分析 

本试验每个处理 5个样本，每个处理设置 3 

个重复，外植体接种 30天统计株高增高值和新生 

叶片数，数据表示为平均数±标准误，即Mean± 

SE(Standard error)，对其中一部分统计数据利用 

新复极方差分析法进行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 NAA和 KT激素组合对甘薯试管 

苗快繁的影响 

将具有不同蔓长特性的 6个甘薯品种试管脱 

毒苗切段后分别接种在添加有不同 NAA和 KT 

激素浓度组合的培养基中，进行快繁研究。试验 

结果表 明(表 7)，与对照相 比，培养基 中添加 

NAA／KT激素后，株高和叶片的生长量均表现 

一 定的增加。不同品种由于其品种特性对相同的 

激素浓度组合表现出不同的反应。长蔓品种铁丝 

藤和滕冲本地种分别在 M2和 M3培养基上表现 

最快生长，30天分别长高了5．4 cm和 6．2 cm；中 

蔓品种海白和农林 2号分别在 M2和 M1培养基 

上生长最快，30天分别长高了4．5 cm和 6．9 cm； 

短蔓品种北京 553和农大红在 M4培养上生长量 

达到最大，分别为 6．2 cm和 3．5 cm。可见，当 

NAA／KT比值大于 1后，长蔓品种的生长随着生 

长素浓度的增加，生长受到了抑制，当比值为 1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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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株高和叶片数
． M O M l M 2 M 3 M 4V 

arieties Plant height and No．of leaves 

注 1：l司一行数据中小写字母 不I司表尔差异显著 (P<0．05)，Fl司。 

Note：Date with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 O．05)in the same column．IH．Increased height；NL．Number of 

leaves．The same as below． 

2．2 IAA对甘薯试管苗快繁的影响 用。而滕冲本地种、农林 2号、北京 553则分别在 

在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 IAA，试验结果表 A3、A3、A4上达到最快生长。由此可见，生长素 

明(表 8)，铁丝藤、海白、农大红在 A1中生长最 的添加均能促进试管苗的生长，低浓度的生长素 

快，低浓度的生长素较对照有一定的促进生长作 对部分品种的快繁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表 8 IAA对甘 薯快 繁的影响 

Table 8 Effect of IAA to propagation of sweetpotato test-tube plantlet 

2．3 GA 对甘薯试管苗快繁的影响 

据表 9试验结果表明：培养基中添加赤霉素 

对试管苗的生长起到了促进作用，铁丝藤、农大红 

在 G2上生长最快 ，滕冲本地种和北京 553在 G3 

上生长最快 ，海 白和农林 2号在 G1上生长最快 。 

与对照相比，赤霉素可以促进生长，但不同品种反 

应不一 ，长蔓型最敏感 ，短蔓型最不敏感。 

2．4 NAA对甘薯试管苗快繁的影响 

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 NAA ，试验结果表 

明(表 10)，铁丝藤和北京 553在 N3中生长最快 ， 

株高增高量分别为 6．3 cm 和 4．1 cm；滕冲本地 

种、海白、农大红则在 N1中生长最快，增高量分 

别为 8．9 cm、4．9 cm、4．0 cm。农林 2号在 N2中 

生长最快，生长量为 5．1 cm。可见低浓度生长素 

NAA的对生长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260· 西 北 农 业 学 报 17卷 

2．5 不同无机盐浓度 MS培养基对甘薯试管苗 

快繁的影响 

由表 11可以看出，随着培养基中无机盐浓度 

的降低，各品种生长均表现一定的减缓 ，可能由于 

培养基中无机盐浓度的降低，不能满足植株的生 

长，较无机盐全量的 MS培养基，1／2、1／4、1／8MS 

培养基均表现生长缓慢。可见 MS培养基为快繁 

的最佳培养基。 

表 ll 不同培养基对甘薯试管苗快繁的影响 

Table 11 Ef~ct of different mediums to proliferation of sweetpotato t~ tube plantlet 

2．6 不同浓度 NAA和6-BA激素组合对甘薯试 

管苗快繁的影响 

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的 NAA／6一BA激素 

组合，研究不同NAA、6一BA激素组合对快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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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表 12可以看出，铁丝藤和滕冲本地种分别 

在J4和 J3上生长最快；而海白和农林 2号均在 

J4上生长最快；北京 553和农大红分别在 J4和 

J3上生长最快。对于甘薯试管苗的快繁，培养基 

中添加等量的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即两者比值为 

1时 ，对生长起一定的抑制作用 。单 独添加细胞 

分裂素 6-BA时(表 6中J5、J6)，大部分品种的生 

长缓慢 、弱小 ，叶片颜色变浅 。可见随着细胞分裂 

素浓度的增加、生长素浓度的降低，脱毒试管植株 

生长减缓。增加培养基中生长素的浓度并配合适 

量的细胞分裂素能有效的促进植株的生长。 

表 12 不同浓度 NAA和 6-BA激素组合对甘薯快繁的影响 

Table 12 Effect of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NAA and 6-BA on proliferation of sweetpotato test-tube plantlet 

品种 株高和 数
1 J2 nrlot； No． 1 J1 J3 J4 J5 J6v

arieties Plant height and of eaves 

擞 楼 皿 

茎 蟪 薰 将 《 

圈 IAA 

圈 NAA 

口 GA 

口NAA／KT 

●NAA／6．BA 

图 1 不同品种在不同激素下最大增高量 比较 

Fig． 1 Most increased height comparion of different varieties 

in different mediums with different hormones 

2．7 不同甘薯品种在不 同激素培养基上最快繁 

殖速度 比较 

比较具有不同蔓长特性的 6个甘薯品种在添 

加 了 5种不 同激素或激素组合的不 同培养基上的 

最快增高量。结果表 明(图 1)：不同蔓长甘薯 品 

种在添加有适合浓度 IAA或 NAA／6 BA的培养 

基上生长速度均较快。影响长蔓、中蔓、短蔓品种 

快繁激素 的次序分别 如下。对 于长蔓 品种： 

NAA／6一BA>IAA>NAA>GA。>NAA／KT；对 

于中蔓 品种 ：NAA／6 BA> IAA> NAA／KT> 

GA。>NAA；对 于短蔓 品种 ：NAA／6一BA>IAA 

≈NAA／KT>GA。≈NAA。结合表 7～12，分别 

以各组激素(组合)计，铁丝藤在 A1、N3、G2、M2、 

J4上生长最快；腾冲本地种在 A3、N1、G3、M3、J3 

上生长最快；海白在 A1、N1、G1、M2、J4上生长 

最快；农林 2号在 A3、N2、G1、M1、J4、上生长最 

快；北京 553在 A4、N3、G3、M4、J4上生长最快； 

而农大红则在 A1、N1、G2、M4、J3上生长最快 。 

2．8 适合不同蔓长品种生长的激素(组合) 

结合以上各表，分别适合长蔓、中蔓、短蔓品 

种生长 的激 素 (组合)排 列如下。长蔓 品种 ：MS 

培养基 中添加 NAA／KT均 为 0．1 mg／I >IAA 

0．2～1．0 mg／L> GA34．0～6．0 mg／L>NAA 

0．2～ l_0 mg／I > NAA／6 BA 为 0．01～ 0．05 

mg／L和 1．0 mg／L；中蔓品种：MS培养基中添加 

NAA／KT分别为 0．1～0．5 mg／L和 1 mg／I > 

IAA0．2～0．8 mg／I >GA 2．0 mg／L~NAA0．2 

～ 0．4 mg／L>NAA／6 BA分别为 0．01 mg／L和 

l_0 mg／L；短蔓 品种 ：MS培养基 中添加 NAA／ 

KT分别为 l_0 mg／I 和 0．1 mg／L~IAA0．2～ 

1．0 mg／L>GA34．0～6．0 mg／L>NAA0．2～ 

0．6 mg／I >NAA／6一BA分别为 0．01～0．05 mg／ 

L和 1．0 mg／L。 

3 讨 论 

研究发现，试管苗快繁最适宜的培养基为 

MS培养 基，这 与付 增 光等 的研究结 果一 致。 

与前人的研究相 比，本试验研究了 20个不同激素 

8  6  4  2  O  8  6  4  2  O  

_ 一 日 啦时 ．I。口H—口。＼栅 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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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3个不同无机盐浓度的培养基对不同蔓 

长品种快繁生长的影响，筛选 出了不同蔓 长品种 

快繁的最佳培养基及培养基配方。同时得出结 

论：无机盐浓度的降低(表 5)抑制试管苗的生长， 

激素 NAA和 6-BA均能很好的促进试管苗的快 

繁，但对于本试验所用的大部分品种，NAA的促 

进作用更加明显，这与付增光_7]、李强_8 的研究结 

果一致 。 

由于在选择试验品种上的差异 ，各人 的结果 

不尽相同。付增光等认为促进快繁的NAA最佳 

质量浓度为 0．5～1．0 mg／I ，高于 2．0则有严重 

的抑制作用 ]。李强等认为 NAA的质量浓度为 

0．4 mg／L，6-BA为 0．6 mg／I 时促进快繁 。而 

张宝红在建立甘薯再生体系时也认为最适宜诱导 

芽分化的培养基为 MS+1．0 mg／I NAA_9 J。本 

研究选择了不同蔓长特性的品种，由于其基因型 

的不同，NAA对试管苗快繁的促进作用各不相 

同。同为短蔓品种，北京 553随着 NAA浓度增 

加而加快，但农大红在 0．2 mg／L时生长最快，推 

测这可能与各品种内源激素的含量等特性有关。 

同时培养 基 中适 量 添加 GA 、IAA、NAA／KT， 

NAA／6一BA也能促进试管苗的快繁，尤其是促进 

短蔓品种的生长。 

除此之外，刘玉敬等 ]、杜宏辉尝试同时在 

MS培养基中添加 6-BA、NAA和 GA ，认为也能 

很好的促进甘薯茎段的快繁，尤其是杜宏辉在培 

养基中添加了高浓度的 GA。(9．8 mg／L)。朱 

勤⋯ 则采用了浅层液体静置培养，认为能推动甘 

薯脱毒苗的大规模生产。为深化研究，将在本试 

验的研究基础上探讨新的培养基配方及不同的培 

养方法以有效的提高脱毒苗快繁效率，为降低脱 

毒苗的生产成本及脱毒苗的推广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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