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粳籼稻两个亚种成熟胚组织培养与再生能力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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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用8个生产上大面积栽培的粳稻基 因型和 5个杂交籼 

稻亲本基因型进行愈伤诱导率与苗分化率的研究。结果表明： 

两种类型水稻在愈伤诱导率的平均值上存在差异 ，粳稻好于籼 

稻。杂交籼稻亲本基因型间苗的分化率也有较大变异，恢复系 

恢 032苗的再生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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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 (Oryza sativa L．)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作物之 
一

，科学家对水稻的基因型改良投人了大量的精力。 

关于水稻的组织培养已有许多研究报道，尤其是对粳 

稻的研究较多[1卫]，而对籼稻的研究相对较少[3 ]。由 

于水稻的组织培养能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研究的 

试验结果不尽相同。本研究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栽培的 

粳稻基因型和杂交水稻重要籼稻亲本为材料，诱导愈 

伤组织与苗的再生，比较籼粳稻两个亚种组织培养能 

力的差异，为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进行水稻的遗传操作 

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水稻基因型共 13个，其中，8个粳稻基因型 

是生产上大面积种植的品种，为盐稻 2001—1、徐稻 3 

号、徐稻4号、武 2330、T200、9823、9805和保持系818 

B；5个籼稻基因型是杂交水稻常用的重要亲本，为扬 

稻6号(恢复系)、珍汕97 B(保持系)、广占63 s(不育 

系)、恢056(恢复系)、恢032(恢复系)。扬稻6号由 

湖南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陈立云教授惠赠，其它种子 

由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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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法 

将去壳的水稻种子经 75％乙醇和0．1％HgCI 灭 

菌后，用无菌水洗3次，然后接种于诱导培养基(N6+ 

2，4一D 1～2 mg／L)中，在25℃弱光下培养，诱导愈伤 

组织形成。经继代形成胚性愈伤组织后，将其转人分 

化培养基(MS+6一BA 1～2 mg／L+NAA 0．5～1 m#L) 

于25℃ 14 h光照条件下诱导分化，分化苗长到 1～2 

cm时转人 1／2 MS培养基中壮苗，待再生苗长至瓶口 

时炼苗后移栽。 

2 结果与分析 

2．1 粳稻不同基因型成熟胚愈伤组织的诱导与再生 

8个粳稻基因型在诱导培养基上培养 3～5 d可见 

有愈伤组织形成，并随着培养天数的增加，愈伤组织不 

断长大。愈伤组织两周继代 1次，28～56天后当胚性 

愈伤形成时转人分化培养基诱导其分化，培养42～56 

天后出现苗分化。愈伤诱导率与苗分化率均因基因型 

不同表现出差异。愈伤诱导率变化在 85．71％ ～ 

100％，苗分化率在不同基因型间的变化大于愈伤诱导 

率，为20％ ～63．33％ (图 1)。其中，苗分化率超过 

50％的基因型有9823、徐稻 4号和徐稻 3号。苗分化 

较低的基因型为 9805和盐稻 2001。这表明，试验所 

用粳稻品种的成熟胚愈伤组织诱导和苗的分化对基因 

型有较大的依赖性，这与前人研究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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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粳稻不同基因型的愈伤诱导率与苗分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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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籼稻不同基因型成熟胚愈伤组织的诱导与再生 

5个籼稻基因型在诱导培养基上出现愈伤组织的 

时间和愈伤状态与粳稻相似，愈伤诱导率因基因型不 

同，变化在85．71％～91．43％之间，5种基因型苗分化 

率较低，为0～26．42％(图2)，恢056没有诱导分化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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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籼稻不同基因型的愈伤诱导率与苗分化率 

2．3 不同类型水稻成熟胚愈伤组织的诱导与再生的 

比较 

粳稻与籼稻是水稻的两个亚种，试验结果表明，两 

者在愈伤诱导率上存在差别。粳稻平均诱导率为 

96．07％，籼稻为89．71％，经 t测验(t=2．265>to．05_11 

=2．201)，两者差异达显著水平。两种类型水稻在苗 

分化率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图3)，粳稻平均苗分化率 

为41．33％，籼稻为 15．61％。在粳稻与籼稻两个亚种 

问，t测验(t=2．862>to，05_ =2．201)苗分化率存在显 

著差异。待两种类型水稻的分化苗长到1～2 cm时转 

入 1／2 MS培养基中，当再生苗长至瓶 口、根系粗壮时 

经炼苗后移栽得到再生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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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稻在相同的培养条件下，愈伤诱导率和苗的分化 

率均为粳稻好于籼稻。 

3．2 水稻基因型对成熟胚愈伤组织的诱导与苗再生 

的影响 

无论是粳稻还是籼稻都观察到基因型对水稻组织 

培养能力的影响，这与以往研究报道相同。同时还发 

现，尽管籼稻的组织培养能力总体比粳稻差，但仍有些 

基因型如珍汕97 B和恢032的分化率高于粳稻中表 

现较差的基因型如盐稻 2001和 9805。这不仅可以说 

明分化率在基因型间存在差异，而且预示通过培养条 

件的筛选与优化，在籼稻中可找到易于组织培养的基 

因型。 ’ 

3．3 杂交籼稻亲本的组织培养能力 

试验所利用的5个籼稻基因型都是在水稻杂种优 

势利用中常用的杂交亲本，其中，愈伤诱导率在5个基 

因型问变化不大(85．7l％～91．43％)，苗分化率保持 

系珍汕97 B比不育系广占63 s略高。3个恢复系相 

差较大，分化率较高的恢 032可达 26．42％，而恢 056 

没有得到分化苗。肖向文等 用5个骨干籼型恢复系 

研究组织培养能力得到苗分化率为 5％ ～35．5％的结 

果，与本研究结果相似。 

杂交水稻的推广与应用，大幅度提高了水稻的产 

量，但目前对杂交水稻亲本材料组织培养的研究不多。 

研究影响杂交水稻常用的亲本组织培养能力的因素， 

寻找适合于这些亲本组织培养的条件和环境，通过转 

基因技术改良主栽水稻品种或杂交水稻亲本的某些特 

性，将可能配组或育成新的高产、优质、多抗的水稻新 

品种，拓宽水稻杂交优势的利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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