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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组织培养中脱菌试验研究 

薛寒青 王舰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所 ，青海西宁 ，810016) 

摘 要 选用姜块进行 3步复合消毒法脱菌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试验最佳处理组合为 0 rnin 5％次氯酸钠 

(NaCIO)、0．5 min 70％乙醇(C2H5OH)和 15 Inin 0．1％升 (HgC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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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姜进行脱菌脱毒快繁后 的植株 ，其长势 

强，产量显著提高 ，抗病 (特别是姜瘟病 )性增强 ；其 

繁殖的效率也能大大的提高，且移栽成活率也高⋯。 

生姜脱菌快繁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具有广阔的前景 ， 

比如创造遗传变异 、离体种质保存 、脱菌种子包衣 

和离体小块茎生产等 ．可以降低种植成本，创造出 

巨大的经济价值 ，但 目前 国内关于生姜脱菌脱毒快 

繁技术还不够完善，污染率较高，因此．本试验选用 

姜块进行 3步复合消毒法脱菌试验，现将试验结果 

总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山东莱芜片姜，山东黄苗生姜。 

1．2 试验方法 

选用 5％次氯酸钠(NaC10)、70％乙醇(C H OH) 

及 0．1％升汞(HgC1 )对黄苗生姜的姜块进行 3因素 

4个不同时间水平的正交消毒灭菌试验 ．采用 L 

(4 )正交表设计 。处理水平如表 1，共 16个试验组 

合(表 2)。把随机选取的姜块用自来水冲洗 1～1．5 h 

后切成见方 1．0 Cnl左右的小块按处理设计进行消 

毒(不破坏姜皮 )，处理后均用无菌水 冲洗 4～5次， 

再把处理好的姜块切成 4块 ，分别接种在对应的培 

养基中培养，10 d后观察试验结果，统计污染率 。数 

据采用 DPS统计分析系统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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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组织的病菌检测 

随机抽取适量的培养组织、原始未消毒的姜芽 

和愈伤组织，在超净工作台里分别进行适当的快速 

研磨 ，用无菌水将研浆稀释 50倍 ，最后取 1 ml的 

稀释液转入标记好的无菌培养皿中，再把灭好菌的 

培养基冷却到 35。【=左右，加人 2O m1培养基在预先 

放好稀释液的培养皿中．将其混匀制成细菌平板计 

数培养皿．每个样品4个重复，其中愈伤组织的培 

养基各留 1个空白作为对照。在 25℃下培养 5～8 d 

后观察菌落 的生长状况 (菌落的颜色 、形状及大 

小)。经过细菌平板计数，对未脱菌的山东莱芜片姜 

和黄苗生姜姜芽与愈伤组织中进行病 菌检测试验 

比较，各组设计了4个重复， 

2 结果与分析 

2．1 脱菌组合的筛选 

①正交设计方差分析表 (随机区组模型) 将 

16个组合的试验统计数据结果进行正交设计方差 

分析(表 3)。根据以往经验 假设 3个因子间无交互 

作用 ．由表 3方差分析的结果可知 ，次氯酸钠的作 

用不显著，各处理水平间无显著差异：而乙醇、升 

表 1 不同灭菌剂的处理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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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的各水平 问有极显著差异 ，升汞的作用大于乙 

醇；第 4列和第 5列的效果不显著，这也证明了3 

因素间不存在互作，所以只考虑主效应。 

②试验处理因子各水平间差异显著性检验结 

果 (Duncan多重 比较) 70％乙醇在 3，4，2水平上 

的效果好 ，它们与 l水平都存在显著差异 ，彼此之 

问无显著差异 ：升汞在 3，4水平上与 2，1水平存在 

极显著差异 ，3，4水平间无显著差异 ，2，l水平问存 

在极显著差异：因为不存在交互作用，次氯酸钠任 

何水平都可以，所以较好的脱菌组合应该是70％乙 

醇的3，4，2水平，0．1％升汞的3，4水平，次氯酸钠 

的任意水平的组合。 

③各个处理间差异显著性检验 (Duncan多重 

比较 ) 由 Duncan多重比较可知 (表 4)，8，7，3，l4， 

4，10，12处理效果均显著好于其余各处理，它们之 

间无显著差异 ；1处理因为各因素的处理时间都是 

零，所以它的效果最差。试验的最佳处理与②推论 

的最佳处理组合结果是比较相符的。 

综上所述 ，8，7，3，l4，4，1O，12处理都为最佳的 

脱菌组合 ，其各消毒剂的作用时间都比较长，由于 

消毒剂在对生姜组织表面消毒的同时．会对其表面 

组织的活性细胞造成损伤 ，本试验在考虑消毒时 

间、消毒效率、还有消毒剂对组织块细胞的杀伤力 

等各因素的同时，得出最佳处理组合：5％次氯酸钠 

的水平选 I，70％乙醇选 2，升汞选 3，即本试验最终 

选择 了 5％次氯酸钠(NaCIO)、70％乙醇 (C2I-I OH)和 

O．1％升汞(HgC1：)的消毒时间组合为 0 rain，0．5 rain 

和 15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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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病菌检测 

从培养皿上菌落生长的情况可以得 出：莱芜片 

姜的脱毒效果最好 ，愈伤组织对应的培养基上没有 

任何菌落长出．而未脱菌的姜芽对应的培养基上长 

出了不同颜色和形态的菌落 ．可以初步确定其具有 

很多种类 的菌：黄苗生姜的脱菌效果不太理想 ，并 

未脱干净，从黄苗生姜愈伤组织对应培养基上菌落 

的颜色和形态看 ，其属于一种菌 (从菌落外观的形 

状和分布来看，未经过检测)，但就总体而言，其脱 

菌的比未脱菌的含菌量要低 另外 ．在试验结果 中 

还发现 ，未脱菌的黄苗生姜培养皿上还长出黄腐病 

菌落I“，而经过脱菌的愈伤组织则无一感染黄腐病 

菌菌落 ，试验基本达到预期效果 。 

3 讨论与结论 

生姜属于地下块茎植物，长期以来以地下块 

茎进行无性繁殖，极易感染细菌、病毒等，所携带的 

细菌和真菌较多，又因为成熟块茎的纤维较粗 ，薄 

壁细胞空隙大 ，消毒灭菌 比较 困难 ，使用一般灭菌 

方法灭菌后 ．其污染率仍 能达到 90％，成熟 的茎尖 

也达到 60％。生姜的组织培养中外植体的污染率 

高 ，是生姜组培快繁技术难点之一。要想降低污染 

率，提高生姜茎尖诱导率、成活率．就有必要对生 

姜茎尖采用复合因子消毒灭菌处理 。 

在此，我们选用姜块来进行 3步复合消毒法脱 

菌试验 ，结果表明，5％次氯酸钠(NaC10)的作用不 

显著 ，70％乙醇 (C H OH)各水平 间的差异显著 ， 

0．1％升汞(HgC1 )各水平间的差异显著 ，两两之 间 

互作不显著．又考虑时间因素和试验效率、还有消 

毒剂对组织块细胞 的杀伤力等各因素 ，最佳处理应 

为 0 rain 5％次氯 酸钠 (NaC10)、0．5 min 70％乙醇 

(C2H5OH)和 15 t-flirt 0．1％升汞(HgC12)的组合。关于 

生姜的脱菌试验，资料记载还可以根据生姜的不同 

基因型选择一定的抗生素 ，例如 ：链霉素和卡那霉 

素等。在培养基中添加一定浓度的抗生素，也可以 

达到脱菌的作用 ．这一方面有待于进一步试验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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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erilization Trial of Tissue Culture in Ginger 

XUE Hanqing，WANG Jian 

(Qingbai Biology Institute ofAcademy ofAgriculture and Forest Science，Xining 810016) 

Abstract：Explant of ginger has high polluting rate in tissue culture，which is the keystone for the tissue culture．Multiple 

factor experiments for stem apex of ginger were mad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olluting rate，to increase induction rate of 

adventitious bud and survival ratio of stem apex of ginger．Three steps of complex sterilization in the experiment were 

us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0 nfin 5％ NaC10，0．5 nfin 70％ C2H5OH and 1 5 min 0．1％ HgC12 was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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