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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木瓜组织培养概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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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生物技术中心，南宁 5 30001) 

摘要：概述了近年来国内外番木瓜组织培养技术研究进展，并对番木瓜组织培养中影响因素、存在问题及今后发展进行了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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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ituation on Tissue Culture of Carica papaya L． 

LU Ping,WEI Li-jun，SU Wen—pan，YE Qi—teng 

(Biotechnology Center,Guangxi Institute ofSubtropical Crops，Nanning 530001，China) 

Abstract：111e research situation on tissue culture ofCaricapapaya L．is summarized in the paper for the recent years．The influence factor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the future were discu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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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木瓜 (Caricapapaya L．)，又名乳瓜、万寿果， 

为番木瓜科番木瓜属植物，是热带、亚热带地区重要 

果树，原产南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2004年世界番木 

瓜的收获面积达36．58万hm 。我国广西、广东、云南、 

福建和台湾等地有广泛种植，其中广西栽培面积最 

大，约45 000hm2。长期以来，番木瓜采用常规繁育。 

番木瓜植株存在雄株、雌株、两性株，花性复杂，作 

为水果生产需种植两性株，而作为木瓜酶生产就以雌 

株为好。因此，用两性花花药授两性花柱头方法繁殖， 

得到后代结长圆形果的两性株约占50 用两性株花 

药授雌花，后代雌株约占75％，结果都不能令人满意。 

同时番木瓜杂交制种成本高，种子不耐贮存，尤其番 

木瓜花叶病危害严重，年年退化，果实变异，其优质 

性、丰产性、环境适应性等优良种性在后代无法充分 

表现，无法保证商品果实形状、大小、颜色等一致， 

更无法保证果实内质 (果肉厚度、颜色、风味)的一 

致性，给生产带来很大损失，使生产和发展受到限制。 

若能培育出株性稳定、脱毒的两性株，将使水果型番 

木瓜的产值提高50％以上。近年，随着生物技术的兴 

起和快速发展，为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解决这个难题开 

辟了新路。选用番木瓜两性株茎尖或侧芽进行组培快 

繁，是培育优质番木瓜种苗的一条好途径。 

1 番木瓜组织培养进展 

收藕 日期 ：2006— 01—28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番木瓜组织培养 

技术，经过30多年的努力，国内外科学研究者番木瓜 

组培快繁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74年，De Bruijine等[I 首次报道了利用番木 

瓜叶柄作外植体进行诱导，获得愈伤组织，并成功地 

培养出体细胞胚。之后，相继有利用番木瓜其它部位 

作为外植体进行诱导也成功的报道。Litz(1977)、 

Drew(1992)、Yie(1977)：2-4]利用番木瓜茎尖 、茎 

段进行诱导，成功地培育出苗。Litz等 (1982) 5 通 

过胚珠诱导产生愈伤组织、体细胞胚，把愈伤组织培 

育出体细胞胚并再生植株。Litz(1977、198l、1982、 

1983) ·5-7：利用番木瓜子叶、子房及叶柄进行诱导， 

获得再生植株。Chen(1987) 8、Drew(1987)：9：利 

用根做外植体诱导产生体细胞，也获得植株。 

国内许多人上对番木瓜组培快繁也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杨乃博(1982)、朱西儒等(1989)、周鹏等(1992、 

1995)和林治良等 (1990、1996)：10—15j利用番木瓜 

茎尖、顶芽及侧芽进行组织培养，成功地获得再生植 

株。颜昌尊 (1990)[ ]对番木瓜花药进行诱导培养。 

叶克难等 (199l、1993)、黄俊潮等 (1995、l996) 

：" ：对番木瓜根、茎进行愈伤组织诱导，获得体细胞 

胚，并得到植株。邹韵霞等(1992) 21：对番木瓜胚进 

行愈伤组织诱导，获得成功。周鹏(1992) 22]以番木 

瓜叶片为外植体，通过诱导愈伤组织，也获得再生植 

株。郭德章等(2000)[23 3通过诱导胚状体的下胚轴， 

培育出体细胞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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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番木瓜组织培养中可能的影响因素 

影响番木瓜组织培养的因素很多，一般认为主要 

是： 

(1)品种因素。不同的番木瓜品种的组培，其难 

易程度有所不同，Chen等 24 1发现Solo(梭罗)品种 

比Sunrise(日升 )品种产生的愈伤组织更多。 

(2)外植体的因素：25 。选取不同外植体，其成 

功程度不一样，一般认为，茎尖比侧芽、幼苗比成龄 

株培养更容易成活。 

(3)激素种类和水平因素。在含GA、KT激素培 

养基中培养一段时问，可以一定程度地打破侧芽休 

眠，而高浓度BA、NAA对其侧芽培养呈敏感抑制。增 

殖培养中用BA比KT好，同时还发现加入水解酪蛋白 

抑制生长，而加入硫酸腺嘌呤 (160 mg，L)可提高增 

殖率并增加鲜重，以30～40 mg，L的硫酸腺嘌呤为宜。 

IBA对生根诱导特别有利，比IAA、NAA等生长素好， 

在生根过程中加入核黄素对番木瓜试管苗根系正常生 

长发育有促进，可以减少愈伤组织的形成，提高根的 

诱导率，但高浓度则阻碍诱根。 

(4)温度因素。我们的经验，l5℃以下各种外植 

体都不易成活，l0。【=以下未见到成活。 

(5)季节因素。我们观测到，不同季节成活率不 
一

， 以4～7月成活率较高，l0～l1月较低，l2～2月 

最低，估计温度与季节应与番木瓜的热带生长适应性 

有关。 

(6)与消毒时问长短有关。我们观测到，番木瓜 

对HgCl，敏感，用它作消毒，时问超过 15min可能引 

起伤害；当消毒约20min，既便分两次消毒，也会造 

成组织伤害。 

3 存在问题及展望 

尽管科学研究者在番木瓜育种、快繁等许多方面 

取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3．1 大田栽培的番木瓜品种树型太高，结果部 

位太高。如日升、梭罗等品种，在南宁金光农场大棚 

内半年高达5m，果位在2m以上，管理非常不便。我 

们观察到，可以通过抽风降低大棚湿度，让树势稍有 

降低，同时有必要选育高度适合的良种进行快速繁 

殖。如选用美中红、穗中红、园优及优8等矮杆品种 

做杂交亲本，选育矮生优良番木瓜品种；还可采用细 

胞融合等方法加快选育进度；利用组织培养的高变 

异，达到定向选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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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组培快繁污染问题十分严重。以大田番木 

瓜作外植体，很难控制污染。据报道，利用侧芽或顶 

芽时污染率可高达80％以上，用其它部位 (根、茎、 

叶等)作外植体时，污染率也很高。我们注意到，有 

时会在培养数周后才出现污染，植株本身可能就带有 

污染物。外植体污染问题往往成为番木瓜组培快繁一 

大碍障。因此，控制外植体污染率大小是番木瓜快繁 

成败的关键环节。我们观测到，接种前采用含500～ 

l 000m~ml利福霉素、先锋霉素、羧苄青霉素或庆大 

霉素等药剂处理材料，可降低污染率50％～60％。 

3,3 将番木瓜组培苗直接应用到水果生产需选 

择优良基因型的两性株作外植体，而以雌、雄性株作 

外植体组培没有生产意义。番木瓜植株要到成龄才能 

作出性别判断，这将使这项 作耗时费 I ；同时用成 

龄株作外植体组培比用幼苗困难得多，因此对幼苗性 

别早期鉴定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所采用的方法都耗 

时、费 费钱，不能投入生产，厦待改进。 

3．4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仍以茎尖或幼苗根、茎、 

叶等外植体进行诱导，用成龄株的比较少。茎尖与侧 

芽或幼苗与成龄株，前者更为容易育成植株。但是番 

木瓜少有分枝，若用茎尖作外植体不仅柄牲了整株植 

株，还限制了外植体的来源；用幼苗的根、茎、叶作 

外植体诱导的苗其变异范同又难以估计，因此都不适 

于番木瓜组培苗的规模生产。这涉及对幼苗性别早期 

鉴定，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3．5 近年来，番木瓜的病毒病(如环斑型花叶病 

等)越来越严重。过去常采用下列方法进行防治：(1) 

用秋播春植只收获一年的办法，防止次年病害加重； 

(2)用网棚、网外植隔离带的办法，防止蚜虫传毒； 

(3)每年换新地种植，避开花叶病害；(4)用银色薄 

膜带驱虫防止传毒；(5)用诱虫灯、杀虫剂杀灭传毒 

昆虫。上述除网棚措施外，都很难控制病毒病传染。 

于是培养抗病毒品种，使用脱病毒苗就成为番木瓜选 

育种和种苗繁育的首要目标。目前只有很少野生种能 

够抵抗病毒，所有的栽培品种都有待改进 。随着生物 

技术的兴起，现在已可用细胞融合、基因枪等生物技 

术来育选抗病株系，再经过组织培养快繁以满足生产 

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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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橡胶树主要病害流行和控制研究”通过鉴定 

2006年5月10日，『=h云南省农垦总局组织，邀请海南、云南省内有关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对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 

成的应用技术成果“云南橡胶树主要病害流行和控制研究”进行鉴定。鉴定委员会成员听取了该项研究情况 报，审阅了研究报 

告等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鉴定意见如下：云南植胶区属高纬度(北纬21。一25。)、高海拔JlI地
．  体气候、牛态环境复杂多 

样，每年冬季都有不同程度的低温影响，与世界传统植胶区属热带雨林或热带季风气候、大多低于海拔100m~丘平地植胶有很 

大不同。本项目能针对地区条件、特点和新问题展开研究，目标明确，没计规范，数据充实可信，经济效益计算合理。橡胶树割 

而条溃疡病综合治理技术的全而贯彻实施，使云南西部植胶区毁灭性的割而条溃疡病得到有效控制，现在因重病停割率已控制在 

0．1％以下，研制出的新药 “治汤灵”防效高，并取得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运用植物病害流行学的理论，研究云南⋯地橡胶树白 

粉病的流行规律及测报指标有突破，确定保持中等病情是橡胶树自粉病防治的最经济合理水平，国内外尚未见报道，其成果具有 

明显的创新性和先进性。本项目研究成果，多年来在国营橡胶农场和民营胶园生产．L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并有相当的学术水平，为世界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植胶的病害防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综 【 所述，鉴定委员会认为该项研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IJJ地橡胶树白粉病流行规律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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