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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生长 pH为7．0。 

2．1．3 氧气浓度 

取菌株母液 lOml，无菌操作接种于有机氯农药质量浓度 

为lme．／I~，pH为7．0的200mE无机培养液中，温度为3O℃条件 
下，通过摇床不同转速来间接表示氧气浓度 ，摇床转速分别 

为 100、150、200r／rain振荡培养30h，在培养6h、12h、18h、24h、30h 

后分别取样测定 OD册值。菌株的生长数据见表3。 
表3 不同摇床转速下菌株的0D57o值 

Tab．3 1he ODm of~ltillin diffemat rotation of rockingincubator 

由表 3可知，菌株在 150r／rain条件下，比在 1OOr／min、20Or／ 

rain条件下生长更好。 

2．2 茵种的鉴定 

2．2．1 形态和培养特征 

该菌株革兰氏染色为阴性、杆状、无鞭毛、无运动；在琼脂 

平板上观察到，菌落圆形，边缘整齐，中间凸起，浅黄色，不透 

明。 

2．2．2 生理生化特征 

氧化酶反应阳性 ，TSI反应为 K／K。 

2．2．3 Biolog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分析数据 

表4数据为GN2微孔鉴定板所测数据，“+”表示反应阳 

性，“一”表示反应阴性，“b”表示边界值。 
表 4 CN2微孔鉴定板所测数据 

l1 l2 

+ + 

一  

一  

一  

+ + 

根据以上所测数据与数据库数据匹配程度，得出结论：该 

菌为荧光但单胞菌同型小种 F(Pseudomor~／Iuo~ce,,s biotype 

F)。 

2．3 急性毒性试验(LDso) 

以《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为检验依据，进 

行小鼠急性经口毒性试验，观察期间各组小鼠均无异常现象， 

亦均为发生死亡。(见表 5)试验表明本样品的小鼠 > 

15．o％／lcg，属无毒物质。 

表5 小鼠急性毒性试验结果 

Tab．5 1he result of~tcute toxicity te8t by nll~Sc 

舍 15．O0 10 20．6±0．6 26．6±1．0 33．2±1．3 0 

早 15．00 10 20．1±0．8 24．6±0．4 30．0±0．8 0 

2．4 茵剂在西洋参中的降解效果 
表6 菌株在西洋参中的降解效果 

0 

O 

Ts,b．6 Results ofthe~train to degrade the pesticide 

in the American ginsen(tlg／kg) 

op—I)DT PP—DDT PP—DDE pp—DDD 总量 降解率(％) 

由表6可以看出，该菌剂对 BHC和 DDT的同分异构体均 

有～定程度的降解，对 BHC总量的降解率达37．59—39．87％， 

对 DDT总量的降解率达 25．19—29．o8％。 

3 讨论 

对于用生物法降解有机氯农药，国内外均有少量报道，但 

在西洋参中的应用未见报道。我们以西洋参为应用试验对象 

是因为有机氯农药为脂溶性，西洋参又含有相当数量的挥发 

油，且为多年生根类，易受有机氯农药污染。从西洋参种植基 

地的土壤中分离得到的菌株，通过 Biolog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 

鉴定为荧光假单胞菌同型小种 F(Pseudomonas／／．orescens biot：~pe 

F)，且该菌经急性毒性试验测定属无毒物质。该菌株的最适 

生长温度为 3O℃，最适生长 pH为 7．0，适宜摇床转速为 

150r／rnin。而田间的试验结果也表明：以每亩4JDkg施菌量，一 

年生长期西洋参有机氯农残去处率达25％一49％，该菌用于 

降解有机氯农药残留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郎印悔，蒋新。赵振华，等．土壤中13种有机氯农药超声波提取方法 

研究[J]．环境科学学报，2004,24(2)：291—296． 

[2]李庆，邹巧根．毛细管气相色谱法分析西洋参中有机氯农药残留量 

[J]．中草药，2001，32(5)：415—416． 

[3]温洪宇，吕爱军，肖伟，等+降解苯附细菌的分离及其生理特性研究 

[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21(4)：5O一52． 

罗布麻离体培养及快繁技术的研究 
陈彦云 ，曹君迈 ，李国旗 ，孟军 

(1．宁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2．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生命科学系，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采用野生罗布麻(却叼 帆fJ~'l／gta．tn L．)顶芽及芽下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培养及快繁技术优化的研究。结果表明：适 

宜罗布麻离体培养的基本培养基为 ，适宜外植体起始分化的培养基为：MS+BA 1．8mg／I~+KT 0．5m#I~，分化率为88，9％以上； 
适宜茎段增殖的培养基为Ms+BA 2．Omg／L+KT0，5mg／L，繁殖系数最高达5．67倍，通过切段繁殖还可提高繁殖系数3倍；适宜生 
根的培养基为Ms+IBA 0．5me．／L+N从 0．02mg／L，生根率达90％以上。 

关键词：罗布麻；离体培养；快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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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lture／n vitro and Rapid Multi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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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ingxia University 15fe Sciences School，Yinchuan 750021：2．Department of l ire Science， 

the Second Northwest Institute for Ethnk,Minorities，Yinchuan 750021，P+R．China) 
Abstract： I techniques of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were researched with terminal hu& and stem segments below bud of wiId dog— 

banes(Apoeyrmm ，刎帆 L．j as explan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asic medium suitable f r c u1taring dogbanes(Apocynum t ， L+) 

vitro Was MS．Th e medium suitable for star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xplants was MS + BA 1 8me-／L+KT0．5mg／L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rate 
of over 88．9％ ．111e medium  suitable for multiplication of stems was MS+BA 2．Omg／L+KT 0．5mg／L with the highost multiplication factor of 

5．67 times，which COuld als0 incmase 3 times by cutting stem．The medium suitable for rooting was MS+IBA 0．5mealL+NAA 0．02mg／Lwith a 

rooting rate of over 90％ ． 

Key words：dogbane(和 venetam)；culture n vitro；rapid propagation techniques 

罗布麻又称野麻、茶叶花、吉 麻，是多年生直立宿根草 11月24日将取回的试验材料用洗洁精漂洗后用自来水 
本植物，成活期可达30年以 ，罗布麻属电叫茶I1P花属，是夹 冲洗0．5h，送入超净台。用70％的酒精消毒 l5s，也即J叶j无菌 

竹桃科的模式属。罗布麻不仅是适应性极强的盐生植物，也 

是一种具有多种经济用途的资源型植物，近年来罗布麻的开 

发利用价值受到人们的日益重视。 

目前．对罗布麻组织培养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有 

关文献报道较少” 。对于利_Hj野生罗布顶芽进行罗布麻离 

体培养的培养基筛选和快繁技术的研究尚未见报道。罗布麻 

利用种子种植时，出苗后死亡率较高且生K缓慢，为了克服上 

述不足，我们开展了此项研究工作，一方面对从国外引进的种 

质资源进行保存研究，另一方面为种卣快繁奠定理论基础。 

水冲洗3次。然后用0．1％升汞消毒5mln，再用无菌水冲洗 5 
遍 ，放在消毒过的滤纸上吸干水分，分别切成 lcm长的带顶芽 

的和芽下带一对真叶的茎段为外植体，接种在各种起始诱导 

培养基上。每处理接9并}c，每瓶接3个外植体。 

1．2．2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为 2o一28℃，光照 1 000—2 0001x，pH 6．0，琼脂 

6．5g／L。分化、增殖培养基各加蔗糖 30g／l ，牛根培养基加蔗糖 

20g／L。 

1+2．3 结果统计 

2+NAA 0．02；③ 1／2MS+IBA 3+NAA 0．02；④ 1／2MS+IBA 

O，5+NAA 0．05。 

1 2 方法 

1 2．1 材料的消毒与接种 

收稿日期：2005—07—15；修回13期：2005 11—17 

基金项目：国家林业局“948”项 目(”罗布麻属耐盐植物新种及其培育 
技术引进，No．200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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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二等奖2项、三等奖 1项，Tel：0951—2(D4164，E—mail：nxchenyy@ 

163．oom 

图 l一2 B5培养基的愈伤组织及不定芽的诱导 

Fig．1 2 111e induction of B5 medium to calli mid adventitioos b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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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KC培养基的愈伤组织及不定芽的诱导 

Fig．1—3 Th e induction of KC medium to ealli and"adventitious buds 

图1 KC培养基的愈伤组织及不定芽的诱导 
Fig．1 The inductions of different mediums to ealli and adventitious buds 

以上结果表明，MS培养基是罗布麻离体培养的最适宜的 

培养基，细胞分裂素特别是在添加KT的基础上，更有利于罗 

布麻胚性愈伤组织的形成和不定芽的分化。生长素 NAA影响 

了不定芽分化的数量，但有利于愈伤组织的形成，2，4一D对罗 

布麻愈伤组织的诱导效果不如 NAA，与大多数植物愈伤组织 

诱导效果有所不同。适宜外植体起始分化的培养基为：MS+ 

BA 1．8mg／L+KT0．5mg／L，分化率为88．9％以上。 

表 2 不同培养基类型对不同外植体愈伤组织 

殛不定芽诱导率的影响 

Tab．2 111e effecCs of different kinds ofmediums to the i rdueing 

rates ofthe calli and adventitious buds ofdifferent ex-plants 

2．2 不同激素浓度对罗布麻增殖的影响 

2．2．1 不同接种密度对不定芽增殖和生长的影响 

将分化的罗布麻切成 lcm长的带芽茎段，接种在下列不 

同激索组合的增殖培养基上，经25d培养，结果统计见表3。 

由表3看出，无论在相同的处理中，还是在不同处理中接 

种株数低于3棵时，增殖系数在3倍以下，而接种株数在 5 6 

棵时，增殖系数为3．4—5．67倍，接种株数增加到7棵时，增殖 
系数开始降低。在相同的处理中株高与接种密度无规律性变 

化；在不同的处理中，3处理平均株高最高，达3．3cm，其次为4 

处理为3 11cm，最差为 1处理为 1．94cm。结果表明，罗布麻在 

不同接种密度下，增殖系数不同。一般适宜的接种密度为5— 

6棵，繁殖系数为3．4—5．67倍。在最佳激素组合中，接种密 

度为5时，繁殖系数高达5．67倍，株高达3．73cm。 

2．2．2 不同激素组合对株高、增殖系数的影响 

从图2看出，在四种不同激素浓度配比中，随着 BA浓度 

的增加，增殖系数、株高呈上升趋势，但 BA浓度超过2mg／L时 

增殖系数、株高都开始出现回落。结果表明适宜罗布麻增殖 

的最佳激素组合为BA 2+KT 0．5；其次为 BA 1．8+KT 0．5； 

其余两种略差。在最佳激素组合中，平均株高和繁殖系数最 

高 

表3 不同接种密度对不定芽增殖和生长的影响 

Fab．3 Tile effect of different transferring densities to the 

multiplication and growth of adventitious bu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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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激素组合对株高、增殖系数的影晌 
Fig．2 rn e effect of different hormone combinations to plant height and muhi． 

plicatiou tat'tot 

2．2．3 利用切段繁殖可再次提高增殖系数 

在增殖培养基中培养的增殖苗冉经 1周培养，主蕞苗株 

高鹾到 10—15cm，增殖苗株高妊到5—6cm时，这样通过切段 

繁，还可提高繁殖系数3倍。即每瓶中接种5段，培养30d后， 

每段丛生芽的繁殖系数按 3．4计算，切段繁殖系数按 3计算 

时，则最终的繁殖系数可达 10．2倍。 

2．3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将株高4cm以 卜的幼苗切下接种在生根培养基上。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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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d左右的培养，可形成完整植株。不同处理其生根情况见下 

表。 

表4 不同激素组合对生根的影响 

Tab．4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homlone combinationsto rooting 

由表4得出，在4号培养基上生根率达91％且根条数多； 

2号培养基次之；3号培养基生根率最差为 10％。因此，4号培 

养基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生根培养基。 

3 讨论 

(1)外植体的选择：选取苗高5cm左右的健壮、无病的幼 

苗，切取2cm长带芽的顶部，进行组培是较为理想的外植体， 

与魏凌基L1l、马淼 】、郝玉蓉L3 所取的外植体均不同。因为顶 

端分生组织是细胞生长、分裂与分化活动最旺盛的区域，所以 

在进行离体培养时，更容易获得成功。 

(2)根据不同培养基对罗布麻培养效果来看，MS培养基 

适宜罗布麻的生长和发育。因为Ms属高盐培养基，罗布麻又 

是耐盐植物，这与它本身生理特点相吻合。因此，MS 培养基 

是罗布麻离体培养的最适培养基。 

(3)Skoog和Miller(1957)提出的植物器官的分化是两类激 

素(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的互作控制的，器官分化的性质是 

由这两种激素的相对浓度决定的，当细胞分裂素对生长索的 

比率较高时，可促进茎芽的形成；当生长素对细胞分裂素的比 

率较高时，有利于根的分化 。本试验研究发现，在没有生长 

素，只有细胞分裂素的培养基上罗布麻仍可形成愈伤组织，说 

明NAA对罗麻愈伤组织的形成不是必要的；在细胞分裂素与 

生长索NAA配比的情况下，形成的愈伤组织生长良好，但进一 

步分化出丛生芽的数量较少；在细胞分裂素和激动素配比的 

培养基上，有利于罗布麻胚性细胞团的形成和不定芽的分化。 

这与Skoog和Miller提出的器官分化理论不相一致，其原因可 

能是由于内源激素不同所致。因此，我们认为器官分化除受 

到上述两类外源激素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培养对象内内源激 

素的影响。 

(4)罗布麻在组培繁殖过程中表现出即能切段繁殖，同时 

又能通过丛生芽进行繁殖的特点，这样对提高繁殖系数，进行 

工厂化生产是极为有利的，是一个适宜组培快繁的优良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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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试管苗玻璃化发生机理的研究初探 
王艳 ，曾幼玲 ，贺宾 ，李金耀 ，高燕。，张富春  ̈

(1．新疆生物资源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2．新疆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研究了影响甘蓝型油菜离体下胚轴再生过程中试管苗玻璃化产生的几个因子，试验发现：调整激素6一BA与NAA的 
浓度、增加蔗糖的浓度提高渗透势对玻璃化无影响；降低培养基中NH4 浓度不仅没有有效地防止玻璃苗的发生反而降低了芽的 

诱导率；采用牛皮纸代替聚乙烯塑料膜作为封口材料的措施受到了地区的限制，没有得到有效的统计数据；选择 1％的琼脂浓度 

可使玻璃化率显著降低55％，但诱芽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6．9％。 
关键词：油菜下胚轴；玻璃化；影响因素；诱芽 
中图分类号：Q9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1X(2006)01—0075—03 

Study on the Vitrification Mechanism of Rape Hypocotyl in vitro 

WANG Yah ，ZENG You—ling ，HE Bi玎 ，I2 Jin—yao ，GAO Yan2。ZHANG Fu—chun 

(1．Key Izl~*atory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Genetic En~ineerlng of Xinjiang，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njiang University， 

tJ~mqi 83~46，China；2．Institute of Industrial Crops，Xin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un】mqi 830000，China) 
Abstract：Some factors'affecting vitrification of rape in vitro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ere were no effects by usting concentration of6 

一 BA and NAA and improving sucrose concentration tO increase o~mo$1s．The reduction in N地 N dose couldn’t solve the vitrification effectively 

andloweredthe rate ofinducing shoots．Sincethemethodthat polyethylenefdm as．the sealedmaterial ofconicalflaskWas substituted for kraft pa- 

per Was restricted by region climate，valid date couldn’t be attained ．1％ concentration agar could reduce vitrification by 55％ ，however，at the 

saIrle time reducing the inducing shoot by 6．9％． 

Key words：hypocotyl；vitrification；effective factors；inducing shoots 

玻璃化现象(vitrification)是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经常遇到 

的一种现象。普遍的症状是试管苗矮小肿胀、半透明玻璃状， 

叶片呈浅绿色或黄绿色，叶片增厚且易脆，叶表面缺少角质层 

或蜡质发育不全⋯。虽然试管苗玻璃化后偶尔可在延长培养 

期间回复正常 J，也可通过诱导形成愈伤组织后重新分化成 

正常苗” ，但由于玻璃化植株组织畸形，呼吸与光合作用功能 

不全，且分化能力降低，难以继代扩繁，更难以诱根并移栽 

成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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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化问题在各种类型的植物组培中都有可能出现，玻 

璃苗的百分率可达 100％ J。玻璃化现象除了在 卜学贤等列 

出的29种植物组培中发现外，目前国内报道的还有油菜、甘 

蓝 ]、西瓜【7]、珠美海棠 ]、月季、芥菜 ]、芦荟 叫等。 

我们在建立甘蓝型油菜离体下胚轴再生体系的过程中， 

发现试管苗玻璃化现象十分严重，不仅大大降低了组培时正 

常植株的获得，而且阻碍了后期遗传转化工作的顺利开展。 

尽管国内的研究者在玻璃化植株的解剖学特点、生理生化变 

化、形成原因及控制方法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对于玻璃 

化发生规律和机理至今尚无定论。因此目前尚未找到一个普 

遍适用的预防性措施和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不同植物玻璃化诱发因素很不相同，只有从不同的侧面 

和因素进行阐述。为建立油菜高效的离体再生和转化体系， 

笔者以甘蓝型油菜离体下胚轴为外植体，对其再生过程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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