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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及pH值对生姜脱毒试管苗继代增殖和生根的影响 

罗天宽，张小玲，唐征，刘庆，胡彩英 
(浙江省温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温州 325006) 

摘 要：以不同pH值和蔗糖浓度对生姜脱毒试管苗继代增殖、生根及生长状况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3％的蔗糖浓度最适合于继代，2％的蔗糖浓度最适合于生根，pH 5．8的培养基最适于生姜继代增殖和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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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属姜科姜属多年生单子叶草本植物，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生产上生姜只能靠少数品种长期无性繁殖，敛 

使姜体内积累多种病毒，从而导致生姜产量下降、品质降低，制约了生姜的生产发展。研究表明，脱毒生姜的增产效益 

十分显著 】̈，通过调节激素配比可促进生姜试管苗器官的分化和生长 ；培养基中蔗糖浓度町润节试管茁内源激素的 

水平和比例，从而影响器官的分化和生长 ；基质初始pH值是植物组织和细胞培养的主要影响因子，它直接影响培 

养物的生长、分化和物质积累，其最适初始pH值为5．0—6．0 ，但因植物培养的不同种类、不同部位及不同生理状态 

而异。本文研究了pH值和糖浓度对生姜试管苗继代增殖和生根的影响，为工厂化生产试管姜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以台湾肉姜脱毒试管苗为试验材料。 

1．2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Ms(Murashige和Skoog，1962) ，3％蔗糖(pH试验)，7％琼脂，添加不同种 

类和浓度的激素(见试验方案)，分装于广口瓶，于121"12，1．1kg／cm 的高温、高压消毒灭菌 15rain，冷却后备用。接利 

后培养基放置25℃，白色荧光灯光照下2000—30001x，光周期12h进行培养。 

1．3 试验方法 

1．3．1 茎尖脱毒 取台湾肉姜种姜经流水冲洗后，用0．2％KMnO 进行表面消毒15min，再放入38~C恒温培养箱进行 

热方案，待长出2-5cm左右的芽后再进行茎尖脱毒。将长出的芽切下经流水冲洗后放入广口瓶中。然后在超净丁作 

台内用75％酒精浸渍30s，再用0．1％HgC1 消毒10rain，无菌水洗涤3次。4o倍体式显微镜下剥取0．2～0．8nun的茎 

尖分生组织，并迅速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中。当长出组培苗后，应用血清学鉴定，获得脱毒苗。 

1．3．2 试验方法 采用2种方案，分别进行糖浓度和pH试验，以研究这2个因素对生姜试管茁的影响。A方案：外植体 

为生姜脱毒苗单株，并去根、剪茎(仅保留基部0．5—1．0cm长的茎)，培养基为Ms+BA3．5rag／mr +NAA0．2mg／mL。B方 

案：外植体为生姜脱毒苗单株，培养基为Ms+BA0．3mg／mL+NAA0．2mr／mL。两种方案分别进行【)H值方案，分4．0,5．0、 

5．8,6．5、7．0、8．0等6个梯度；糖浓度方案，分0、1％、2％、3％、5％、8％、10％等7个梯度；以上每个方案为5瓶，每瓶接种5 

株，2次重复。观察出芽数、出根数、根长、根粗、颜色等生理形态特征。所得数据显著『生差异结果由SAS统计软件分析，采 

用DUCAN新复极差法，在5％的水平上，进行组内有重复观察值的两向分组的多重比较获得。 

2 结果与分析 

2．1 糖浓度对生姜试管苗继代增殖和生根的影响 

2．1．1 糖浓度对生姜试管苗继代增殖的影响 第29d统 

计数据表明(表1)，出芽数在糖浓度为3％时最佳，糖浓 

度为O％、8％、10％时出芽很少，并且试管苗生长受到抑 

制；不同糖浓度对生姜出芽数的影响在A、B两种不同方 

案的显著性差异有所不同，但随着糖浓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趋势表现一致。在糖浓度为1％～3％时生姜脱毒试管苗 

的颜色变化不大，颜色翠绿，当糖浓度高于5％时试管苗 

出现黄化，并随浓度的增加而加重。 

表1 糖浓度对生姜试管苗继代增殖的影响 

注：小写字母表示在5％水平下的差异性比较。字 _舸1̈ 则差异小 
显著，不同则差异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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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糖浓度对生姜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第20d统计根 

数及根长，从表2可以看出，糖浓度2％一3％浓度下根数 

较多，在糖浓度为0％、8％、10％时出根很少，在两种方案 

中趋势表现一致，但由于两个方案中接种的外植体和激素 

水平不同，导致相同蔗糖浓度下生根数量有较大差异。蔗 

糖浓度对根的伸长也有显著的影响，在A方案中根最长 

时糖浓度为3％，而 B方案中根最长时出现在 2％。说明 

外植体或激素水平与蔗糖浓度在生姜脱毒试管苗根的生 

长过程中存在互作效应，而根粗受糖浓度影响不大。 

2．2 pH对生姜试管苗的影响 

表2 糖浓度对生姜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2．2．1 pH对生姜试管苗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在第29d统计出芽数(表3)，结果表明：在 pH5．8出芽情况最好，生姜 

继代的pH水平适应范围较广，中度偏酸条件较佳，而且新芽颜色之间没有很大差异。 

2．2．2 pH对生姜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第20d对出根数和根长的统计结果表明：pH对生姜脱毒苗的出根和根的伸长 

有一定的影响，但没有表现出一致的规律。生根对pH要求范围较广，在pH 4．0—8．0水平都能良好生长，p}I5．8条 

件下出根数和根长均为最佳(见表4)。 

表3 pH对生姜试管苗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表4 pH对继代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3 小结与讨论 

一 定程度范围内的糖浓度提高对生姜芽增值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浓度太高则会导致植株生长不健壮，叶片发 

黄，并且对继代与生根都有抑制作用。蔗糖浓度超过8％时则出芽与生根显著降低，当蔗糖浓度超过10％时，试管苗 

黄化，甚至死亡。研究发现生姜对pH值的适应能力较强，中度及偏酸条件对生姜的影响不大；偏碱条件，试管苗颜色 

轻微变浅，其他生长情况良好。这与范国强等(20oo) 的研究不相一致，他们认为生姜适宜pH为6．2—6．8，当pH> 

7．0时，繁殖系数、苗高及幼苗质量明显下降。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生姜基因型的不同引起的。蔗糖对生姜继代增 

殖和生根有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蔗糖浓度改变了培养基的渗透压，也可能是蔗糖能够显著影响生姜试管苗内源激素 

水平 ’ 所致。本试验结果表明：pH5．8最适合于生姜增殖与生根，但关于基质pH值对培养物影响的机制尚不十分清 

楚，一般认为基质pH影响培养细胞质膜透性、细胞呼吸代谢、多胺代谢和蛋白质合成以及生长调节物质进出细胞及 

其在胞内的存在方式，因此间接影响培养物生长、分化和物质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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