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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不同基因型与外植体再生能力的研究 
郑 洪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通过对 10个不同的甜菜品种进行基因型选择、培养基筛选以及不同外植体再生能力的测定，从 中确定了3 

个再生能力较强的基因型 (06—5、06—7、06—9)，并筛选出了适合植株再生的培养基组合 (0．5mg／L 6-BA、2、0mg／L 

KT、0、25mg／L NAn)。验证 了甜 菜叶柄外植体再生能力较 强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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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培养与细胞培养的概念开始于 19世纪后半叶 ，当时植物细胞全能性的概念还没有完全确定 ， 

但基于对自然状态下某些植物可以通过无性繁殖产生后代的观察，人们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能否将植 

物体的一部分在适当的条件下培养成一个完整的植物体，为此许多植物科学工作者开始了培养植物组织的 

尝试 1839年 T．Schwann提出细胞有机体的每一个生活细胞在适宜的外部环境条件下都有独立发育的潜能。 

1853年 Trecul利用离体的茎段和根段进行培养获得了愈伤组织。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是 20世纪兴起的一项 

植物细胞工程技术。它的基本内容是：从外界植物体上取下任意的一个到几个细胞或者一块组织在全人工的 

离体条件下进行培养．经过细胞或者组织的分裂、分化及几何增殖达到植株的形态重建和快速繁殖的目的。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是植物细胞工程学、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基本技术。 

也就是说，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不仅仅用于快速繁殖，而是有着相当广泛的用途。 

在甜菜育种研究领域中，培育高产、高含糖、高品质的甜菜新品种一直是育种工作的重要目标。目前甜菜 

品种的培育主要依靠常规育种，而常规育种存在见效慢、周期长、投资高的缺点。尤其甜菜是高度 自交不亲和 

的作物，在育种研究中发现单株突变，依靠常规方法很难保存下来 ，而利用组织细胞培养技术可以有效地解 

决该问题。甜菜组织培养植株再生及快速繁殖，不仅在育种研究工作中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以重组 DNA 

为特征的基因工程研究的前提，它为甜菜育种工作提供了新的手段，这对于提高我国甜菜育种研究的水平， 

改变我国目前甜菜生产低产、低糖、品种单一的状况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的甜菜品种为 10种不同基因型的甜菜种子，是经品比试验筛选表现较突出的品种，各供试材料分 

另0用代码 06—1、06—2、06—3、06—4、06—5、06—6、06—7、06—8、06—9、06—10表示。 

1．2 主要试验仪器 

超净工作台、恒温培养箱、光照培养箱、手术刀、小烧杯、培养瓶、培养皿、滤纸。 

l-3 主要试验试剂 

75％酒精、无菌水、0．I％HgCI、琼脂、6一BA、KT、NAA、植物组织培养常用化学试剂。 

2 试验设计与方法 

2．1 试验设计 

利用正交实验设计的方法和给定的因素，设计配制了 16种以 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了不同浓度、不同 

配比的KT(糠氨基嘌呤)、6一BA (6一苄基腺嘌 

呤)、NAA(萘乙酸)3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对不 

同基因型的叶片、叶柄、子叶等不同外植体进行 

培养 3种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配比浓度见 

表 1．16种以 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 了不 同浓 

度配比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的配比见表 2 

表 1 3种植物生长调节剂浓度设计 

收稿 日期 ：2007—0l一15 

作者简介 ：郑 洪 (1961一)，女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 ，黑龙江大学助理研究员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2 中 国 糖 料 2007拄 

2．2 试验方法 

2．2．1 外植体的消毒处理 首先用手术刀将甜菜种子的外壳剥去，保证种胚完整。在超净工作台内采用常规 

方法对种子进行灭菌，将种子倒人小烧杯中，／Jn．,,k 75％酒精表面灭菌 lmin，无菌水冲洗 2～3次，0．1％ HgC1 

灭菌 8min．无菌水冲洗 3～5次。把灭菌后的种子(或种胚)接种在 

用水和琼脂配制的发芽培养基表面．每瓶放 10～15粒种子 ．做好 

记录。接种后将种子放人恒温培养箱中25oC恒温无光培养，待出 

芽后。胚轴长至 2cm左右时．放人培养室见光培养。 

2．2．2 培养基筛选 取无菌苗的叶柄．将其切成 0．5cm长短．接 

种于 16种按照正交设计配制的培养基中．置于 25℃、光强 

20001x、光照 16h的培养室中培养，观察再生苗诱导情况，确定再 

生苗的诱导培养基。通过30～40d统计不定芽生成率．从中筛选最 

佳再生培养基 

2．2．3 甜菜不同基因型再生能力筛选 11将装有甜菜幼苗的果 

酱瓶的塑料纸打开。取出甜菜幼苗．置于垫有无菌滤纸的无菌培 

养皿内。21将茎尖接种于 MS添加 0．5mg／L 6-BA的增殖培养基 

中．进行扩繁。3)取切割合适大小供试材料的叶柄、叶片，接种于 

MS添加 0．5mg／L 6-BA、2．0mg／L KT、0．25mg／L NAA的培养基中， 

表2 培养基加植物生长调节剂浓度配比 

放在25~(2、光强20001x、光照 16h的条件下培养，测试不同基因型甜菜再生能力差异。 

2．2．4 甜菜不同外植体再生能力比较 选取再生能力较强的甜菜基因型材料，培养无菌苗。分别取其子叶、 

下胚轴、叶片以及叶柄，叶柄、下胚轴切取长度约0．5cm、叶片和子叶切取 0．25cm~0．25cm大小，接种于诱导分 

化培养基上。2周后开始统计植株再生情况。 

3 结果与分析 

3．1 培养基的筛选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甜菜组织培养研究中一般采用MS培养 

基作为基本培养基．配合不同种类、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物质。本 

试验采用正交设计方法设计再生诱导培养基．旨在筛选适宜的再 

生培养基植物生长调节物的配比。试验中采用同一品种甜菜叶柄 

作为外植体．接种到设计好的 16种培养基中进行再生植株的诱 

导．30d后观察叶柄外植体的再生率，结果见表 3。由表 3可以看出 

MS一5培养基的再生频率最高．达到9．21％。植株再生不仅与细胞分 

裂素和植物生长素的比值有关．而且还与其含量相关，培养基中细 

胞分裂素和生长素的比例与含量是获得较高再生率的关键。 

3．2 甜菜不同基因型再生能力差异比较 

甜菜的植株再生与基因型之问的关系十分密切．采用再生能 

力强的基因型甜菜品种(品系)可以获得数量较多的再生植株 ，为 

以后进一步开展基因工程研究打好基础。本研究选用 10份不同 

基因型的甜菜作为起始材料，培养无菌苗，在增殖扩繁后，取各材 

料叶柄接种于MS一5的诱导分化培养基上．培养 20d左右后调查 

其诱导情况，调查结果见表 4。由表4可以看出，各材料之问再生 

率存在明显差异 ，在采用的 10种基因型甜菜中．06—5、06—7和 

06—9的再生频率较高，分别达到 1 1．1 1％、8．89％和 7．50％。 

3．3 甜菜不同外植体再生能力差异比较 

作物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有适合培养 

的起始材料．选择再生能力强的外植体。外植体选择应符合取材容 

易、再生能力强、数量大等特点。因此，对不同外植体再生能力进行 

表 3 培养基筛选结果 

培养基 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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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确定再生能力高的外植体十分必要。本研究采用再生 

能力较强的3个基因型甜菜。比较子叶、下胚轴、叶片和叶柄 

4种外植体 结果叶柄的诱导率是最高的．分别达到 l1．67％、 

9．09％和 8．00％，平均 9．60％(见表 5)。因此可以确定 ，甜菜叶 

柄是较为理想的组织培养外植体 

4 讨论 

品种的基因型、培养基、外植体材料和培养条件是影响 

组织培养植株再生体系的4个主要因素。不同的培养基可以 

使组织分化再生率有明显的差异 培养基筛选是研究植物再 

生的关键．培养基不仅提供植株生长的必需营养。而且调节 

植株细胞渗透压、酸碱度和供给水分。固体培养基中添加的 

琼脂对植物材料起到了支撑的作用 甜菜的植株再生与基因 

型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采用再生能力强的基因型甜菜品种 

可以获得数量较多的再生植株 本研究 由于甜菜基因型的不 

同．在诱导植株的再生频率上就有明显不同的差异。培养基 

表5 甜菜不同外植体植株再生诱导结果 

之间的差异也随着基因型的不同产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差异也体现了基因型与培养基之间的互作效应。1O 

种不同基因型的甜菜中．O6—5、O6—7、06—9这 3个材料的再生频率明显高于其它材料，再生频率分别达到了 

l1．1l％、8．89％和7．50％ 这些数值虽然与其它作物的再生频率比低很多，但与以往报道的甜菜组培再生频率 

方面的数值比还是比较高的。本试验在 1O个不同的甜菜品系中，通过基因型选择、培养基筛选以及不同外植 

体再生能力的测定．从 1O个材料中确定了3个再生能力较强的基因型，筛选出适合于植株再生的培养基组 

合(MS+0．5mg／L 6一BA+2．0mg／L KT+O．25mg／L NAA)，验证了甜菜叶柄外植体再生能力较强的结论，叶柄外植 

体的再生诱导率最高达到 l1．67％。 

植物生物技术作为农作物遗传改良的高新手段之一。在 21世纪现代农业的发展中。是维持高产、培育品 

质优良、营养价值高、抗病虫、抗逆的优良品种的技术基础。随着甜菜生物技术的发展、高新技术与常规育种 

的密切结合．产业化与基础研究并重，成熟技术尽快产业化，甜菜生物技术作为传统育种技术的发展和补充， 

有可能解决传统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其在创制甜菜新种质、提高甜菜育种水平、发展我国甜菜制糖工业等 

方面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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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neration Capacity Study on Different Genotype and Explants of Sugarbeet 

ZHENG Hong 

(Heilon~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Ten different sugarbeet genotypes were selected in culture medium，and the regeneration capacity of 

their explants was tes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generation capacities of three sugarbeet genotypes (06—5， 

06—7 and 06—91 were strong．The culture medium components for fitting plant regeneration were O．5mg／L 6-BA， 

2．0mg／L KT and O．25mg／L NAA．The study further indicated that the regeneration capacity of sugarbeet leaf 

explants were comparatively strong． 

Key words：Sugarbeet；Genotype；Explant；Tiss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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