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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塑料制品在组织培养中的应用 

情况 

传统的植物组织培养虽有其 自身的强大优势，但 

也存在诸多不利之处，如由于采用高度实验化方法费 

用高 ，为了对每个品种获得最适宜的效果 ，需要不断 

研究；需要先进技术、专用仪器设备和容器，特别是 

培养容器要求严格 ，为了适应植物快繁的需要，目前 

较多采用耐高温高压的玻璃制品如罐头瓶或PVC材料 

培养瓶，前者易破损，后者材料昂贵购买成本高，其 

优点是开口大，便于操作，空间大，气体条件好，利 

于植物生长 。 

各种不同类型的容器都可用来培养植物材料，在 

有些情况下容器的选择取决于实验性质和生产用途 ， 

另一些情况下则是取决于是否方便及研究、生产工作 

者的爱好。一般的组培工厂中玻璃培养瓶是广泛应用 

的容器，各种大小的广口瓶 、牛奶瓶、罐头瓶等均可 

在生产中利用。但在组培中只应使用硼硅酸盐玻璃容 

器 ，钠玻璃对某些植物材料组织可能是有毒的，重复 

使用更加明显。 

目前在很多组培工厂内，玻璃培养容器和制备培 

养基所需的其他玻璃器皿都已被塑料器皿取代，有些 

塑料容器可以进行高压灭菌，有些塑料容器 (特别是 

用于原生质体 、细胞培养的容器)在出厂时即是无菌 

的，这种一次性消耗品在国外已得到普遍应用，在国 

内也有生产应用。在培养中，使用塑料容器或带帽的 

玻璃瓶除具有方便的优点之外，还具有可重复使用无 

需另外配盖的优点。而现在生产中使用罐头瓶并用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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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塑料盖封口以橡皮圈箍扎虽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方 

法 ，但这种封口方法费时费事，不利于提高效率。近 

几年在国内外流行一种新型的聚丙烯透明塑料袋，该 

塑料袋可进行高压灭菌，可作为组培容器使用。为 

此，我们购进聚丙烯组培袋进行有关组培试验应用。 

2 聚丙烯组培袋在组织培养中的使用 

2．1 聚丙烯组培袋 

该组培袋由耐高温高压的聚丙烯材料生产而成， 

国内有专门的企业生产 ，目前广东、海南香蕉组培生 

产企业使用较多，它具有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方便 

运输的优点，规格有 12 cm~15 em、14 em~20 effl、10 

em~15 em等，可根据自己的要求定做。 

2．2 培养基分装与高压灭菌 

2．2．1 培养基分装 

按传统的方法将配好的培养基分装到培养容器 

中，关键是控制培养基的厚度，不宜过厚或过薄，具 

体用量根据培养时问和培养容器容积确定，一般培养 

时间25～30天，容积 200 ml的罐头瓶，分装培养基的 

量为 30 ml。组培袋分装培养基时 ，先将袋口搓开 ， 

用胶管进行灌装 ，将胶管引入袋底注入培养基，由于 

塑料组培袋薄软分装后难于固定，因此灭菌时先装入 

表 1 组培袋培养基分装量试验对比 

注：培养时间为 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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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容器中固定密封后灭菌。 

由表 1可知，培养基分装量以 15 ml／袋为宜，有 

利于灭菌且培养基不浸出组培袋 ，也不影响植物材料 

的正常生长。 

通过使用组培袋，每升培养基的分装量比使用玻 

表 2 组培袋与玻璃容器培养基配制环节对比 

璃罐头瓶分装量增加 1倍，灭菌量可提高 3倍，培养基 

配制准备时每人每天的劳动效率增加 1．57倍(见表2)。 

2 2．2 培养基高压灭菌 

要防止微生物污染，应将培养瓶置于高压灭菌锅 

中，在 1．1 kg／m 压力下 (121℃)消毒才能达到杀菌 

作用，灭菌作用取决于温度而不直接取决于压力。培 

养基高压灭菌的时间由容器体积而定。通常 200～300 

ml的培养瓶需杀菌 20-30分钟。灭菌时间要严格控 

制，不宜过长，否则培养基不能凝固或导致一些成分 

失效。 

高压灭菌在组培快繁 中既费时又耗 电，但却是不 

可忽视的步骤，从高压锅的培养基灭菌量看，使用组 

培袋后既不影响灭菌效果又可使效率提高 4倍，节约 

耗电 75．05％，因此在培养基灭菌这一环节可减少高 

压灭菌锅的设备投入和节省耗电，明显降低组培设备 

投资费用 (表 3)。 

2．3 培养环节 

培养室是放置培养物的场所，是组培苗的培育车 

间，培养室内整齐地安放若干个培养架，培养架的高 

度可根据培养室的高度或使用的方便来设定，由于培 

养期间不需太多照看，这样可充分利用空间。通常架 

子高度以不用站凳子手能拿到瓶子为宜，一般每个架 

表 3 组培袋与瓶装培养基灭菌效果比较 

注：玻璃瓶体积300 ml，灭菌计时25分钟：一表示降低，+表 

示节省或提高： 

高 200 em，设 6层 ，每 35 Cln为一层 ，最下层离地 

15～20 em，架宽 50 em，长度 100～l30 em，架上安装 

1～2盏 日光灯，占地 0．5 m 。每层架可放置 200 ml的 

罐头瓶 6-7行，每行 l2～13瓶 ，总计 72～91个瓶子。 

这样一个 20 m 的培养室除去管理过道后，可放置 

15～18个培养架，能放置 9 828个瓶子。而采用组培 

袋后 ，每层可放置袋子 10行，每行 30个袋子，总计 

可达 300袋，每个培养室最多可放置32 400袋 (见表 

4)。可见使用组培袋可减少 2／3的培养空间或培养架 

使用 。 

同时 ，通过使用组培袋后能有效地控制污染 ，污 

染率明显下降，在冬春季气温较低的少雨季节污染可 

控制在 10％以内，而在夏秋季高温多雨季节也不超过 

16％，污染率明显降低 6．42～29．82个百分点 ，大大提 

高了组培生产效率。虽然增殖倍数 (率)略有下降， 

但由于污染减少足以弥补增殖率的下降，因此组培袋 

在高温季节对控制污染是较有利的措施 (见表4)。 

2．4 生产成本 

组培繁殖中使用大量培养器皿 ，少则数千，多则 

上万，投资大 ，加上这些器皿易损耗 ，故费用较大。 

据有关报道，此项开支占成本的 1／6～1／4。如使用三 

角瓶，每个按 0．60-0．80元计算，用 10 000个则需投 

资 0．6-0．8万元 ，使用过程中会损坏，在生产季节每 

月按 5％损耗计算，每年损耗 20％～30％计算，费用达 

0．18-0．24万元。大量使用三角烧瓶，无疑是成本过高 

表4 组培袋与罐头瓶在培养室中各项参数对比 

注：培养周期以25天为 1周期。一 表示降低，+ 表示 爷省或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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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强蚕业科技 促进蚕业发展 

丁善明，夏培康，丁志伟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蚕桑蜜蜂研究所 ，云南 蒙 自 661101) 

l 云南蚕业科技发展现状 

云南蚕业科技推广的骨干为各级蚕桑站，目前全 

省有蚕桑站26个，管理和技术服务从业人员 6 000多 

人，其中高级技术人员60人，中级技术人员 316人， 

其他人员 5 512人。共有普种场 4个，家蚕原种场 1 

个，缫丝企业 12家，从事蚕桑研究的科研单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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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组培容器快繁种苗生产 比较 

注：培养瓶费用是一次投资 12o个月的分摊汁算 同样产量下工 

资和折旧费是相同的。 

的因素之一 ，现在有些单位 改用 250-500 ml的果 酱 

瓶、收购的旧罐头瓶 ，其成本仅为三角瓶的 1／8-1／ 

15，但由于瓶子在灭菌中又有少量会破损，仍然是一 

项较大的消耗。 

水电费特别是电费在试管苗总的生产成本中占较 

大比重，据报道少则占 1／8，多则占 1／3，最高达 2／ 

3；玉溪市农科所的中心实验室目前有 1台高压锅，1 

个培养室有 10个培养架共有 日光灯 35盏 和 3 000W 

有云南省农科院蚕蜂所 (也是云南省唯一的专业研究 

所)；有云南农大和楚雄农校 2个教学单位，形成了 

较为完整的科技服务体系，具备了一定的科技人才基 

础 。 “十五”期间 ，全省推广优 良家蚕品种 210多万 

张，产鲜茧6万多t；推广优良桑品种 3．2万 hm ；推 

广了大蚕活动蚕台育、方格蔟上蔟、桑园杂交桑嫁接 

快速成园法等一批适用新技术，为云南蚕业稳步发展 

作出了贡献。 

云南省农 科院蚕桑蜜蜂研究所立足于 自主创新 ， 

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对科研和产业化开发的研究力 

的电炉，每 3天的耗电量是 100度 ，每月 1 000度 ， 

则每月电费合计为400元；同样在玉溪市农科所的香 

蕉试管苗生产基地则用电量更大，每月均在 1 200- 

1 500元 ，与 5个人工工资的费用 是一样 的 ，因此 ， 

节省水电开支也是降低成本的重要问题。 

经比较，组培袋除工资、折旧占80％外，其余部 

分 L卜r组培袋与培养瓶相 比电费所 占成本减少 16．5个百 

分点 ，培养基减少 1．6个百分点 ，但容器成本增加 5．6 

个百分点，原因是计算时培养瓶是一次性投资后进行 

分摊所形成 ，但组培袋为一次性使用 ，因此成本 比例 

较大，但总成本由培养瓶的 0．387元减至组培袋 的 

0．326元 ，减少 15．76％ (表 5)。表 5仅从投入生产的 

费用考虑 ，实际生产 中若把减少的污染损失部分 

(6．42～29．82个百分点)的成本计算在内，这部分的增殖 

或成苗都将形成效益。由此可见，每个月培养规模在 

上万袋或瓶的生产车问，将有较大的降低成本的空间。 

3 结束语 

试验结果表明，组培袋能够实现组培苗的批量生 

产 ，提高组培苗的生产效率，是对组培苗生产方式的一 

次有益探索，对以后组培苗的生产将起到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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