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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组织培养中污染的发生与防治 

屈 云 慧，杨 春 梅，蒋 亚 莲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花卉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5) 

摘 要：组织培养是花卉种苗快繁的重要手段。现就多年从事花卉组 

培快繁技术研究及规模化生产组织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工作经验，论述组培 

中污染的发生与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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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在许多国家已广泛应用 

于花卉的快速繁殖及种苗生产，组培快繁技术的规模化 

应用在我国花卉产业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在花卉组培技术的应用中，污染是难以防治的问题， 

很多组培室常常由于培养材料污染的原因，造成植株生 

长不正常和生产成本的提高，从而严重影响正常种苗的 

快繁生产。 

1 污染的来源及可能的传播方式 

在组织培养过程中，常造成污染威胁的菌类，称为 

培养菌类。污染后，常使培养基的pH降低，植物无法生 

长或产生有毒物质，使得植物生长缓慢，有的污染源干 

脆就在植物上生长。常见的污染源主要有： 

真菌：真菌会产生孢子，随着空气飘散。一旦落于 

适当的环境下，一粒小小的孢子便会扩大成一个菌落， 

污染整个培养瓶。污染的来源于空气。 

植物病原细菌：存在于空气或外植体的伤口。常分布 

在外植体表面或内部，经人力、气流、水及昆虫等传播 

病毒和类病毒：常存在植物内部，并利用机械或载 

体传播。 

蹒或蓟马：具有活动能力，喜欢吃菌丝。来源于培养 

间墙壁、角落。使用较久的组培室中常出现这种问题。 

2 污染形成的原因及表现的形式 

2．1 外在污染源 

由蹒或空气中微生物造成的污染，表现的方式是散 

乱的，不集中于某一个地方，占的百分比也不一定，呈机 

率性。一般情况下，这种污染除了外植体本身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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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最有可能来源于操作间。在 

接种操作过程中，没有经过过滤 

的空气带有大量的微生物，会随 

操作人员和植株接触时污染培养 

瓶。所以在组培快繁生产的过程 

中，操作间的空气清洁度至关重 

要。需要定期进行杀菌处理，以 

保证没有易培养的微生物和为害 

作物的主要病原菌存在。 

2．2 灭菌设施或技术不完备 

由于灭菌设施或灭菌技术 

不完善导致的污染，表现为带状 

性。即表现为一批培养材料、一 

批培养容器污染或某个操作台所 

生产的植株都被污染。 

2。3 人员 

在整个组培操作间中，操作人员是最大的带菌者。 

毛发、衣服、手等都隐藏着大量的细菌。所 以在进入操 

作间前，操作人员必须进行清洁处理，换上拖鞋、工作 

服，并勤洗手。 

2．4 细缝的存在 

操作间中细缝的存在，会使外界气体直接流入，使 

空气中的菌数增加。 

2、5 无菌操作台 

操作台的滤网因为使用过久或保养不当，会直接造 

成滤网损坏；工作台的风速达不到要求或电压不稳，都 

可能产生更多的污染。 

2。6 接种过程中污染 

在接种过程中，培养瓶外和外界气体交换时，会有 

污染进入。污染机率取决于空气中带菌密度与组培瓶 

空气交换率。 

3 污染种类的鉴别及防治方法 

3。1 在培养基中有可见的菌落 
一 些容易培养的菌类生长迅速，会很快蔓延整个组 

培瓶。这类污染可在工作人员每天的检查中及时发现 

并随时销毁，对整批植株生产造成的威胁并不大。 

3。2 潜藏的菌落(潜在性污染)的来源 

在组织培养中有些不易培养或是在植物内部寄生 
。

或共生的菌类或病原菌，由于在继代培养时没有表现出 

来，或只有很微弱的表现不易被察觉出来，对整批植株 

的培养会造成重大的威胁。这需要检查的工作人员有 

较丰富的经验和辨别能力，以便及早发现，及时处理。 

3．3 针对污染源常使用的防治方法及防治效果 

3。3。1 利用抗生素 这是目前较常用的方法。使用抗 

生素肘，需注意下列事项：需对症下药。要决定最小抑 

制浓度，以降低成本。要确定抗生素不会对植物造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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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百合 (Lilium taliense 

Franch)为百合科百合属植物，多 

年生草本，为中国特有种。花白 

色，有紫色斑点，花被片反卷。一 

般百合花顶成总状花序，通常 1 
～

4朵，大理百合单株着花量多 

达 30~40朵，在百合中堪称出类 

拔萃。大理百合既可食用，也可 

观赏，同时还具有药用价值，它含 

多种活性多糖，具有镇静、消炎、 

抗疲劳、改善呼吸功能、增强机体 

免疫功能L1]。目前，绝大多数百 

合以鳞茎繁殖，不仅繁殖速度慢， 

而且影响百合的食用品质和观赏 

价值。采用百合组织培养快繁技 

大理百合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 

张 艺 萍，屈 云 慧，吴 学 尉，熊 丽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花卉研究所，云南 昆明650205) 

摘 要：以大理百合的鳞片切块为外植体，置于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 

基中培养，结果表明，诱导不定芽的培养基为MS+BA 1．0 mg／L+GA 1．0 

mg／L-I-NAA0．1 mg／L，不定芽增殖的最佳培养基为MS+BA 1．0 mg／I + 

NAA0．1 mg／I ，诱导不定芽结小鳞茎的培养基为MS+N从 1．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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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有利于大理百合的离体保存，可使其复壮，脱毒。关 

于百合的组织培养，国内外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最早 

的是Dobreaux等(1950)用纯白百合花蕾成功诱导出小 

第一作者简介：张艺萍(1977一)，女，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组 

培技术和病害控制方面的研 究。E-mail：blackfarinj @126．corn。 

基金项 目：云南省科技计划资助项 目(2006 NGl4)。 

收稿日期：2OO7一O3—28 

鳞茎，随后Robb(1957)进行了两种百合鳞片组培研究。 

迄今，国内外组织培养成功的百合种及品种已超过数百 

个。现以大理百合的鳞片作外植体进行离体培养，获得 

了小鳞茎和再生植株L2]。试验还通过瓶内结球技术，得 

到了围径约3 cm大小的小鳞茎，解决了百合试管苗过渡 

成活率低的问题。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可以加速批量繁殖 

小鳞茎，将其培植到适当大小，部分回到原产地栽植，还能 

寻找最适宜该种生长的环境，建立新的种群基地、保护区， 

同时还可对大理百合的开发利用提供一定的基础。 

害或突变。确定抗生素在培养基上是否有作用。使用 

时，常因需要而多种混合或交替使用。 

3．3．2 分生组织培养 主要是针对在植物内部寄主的 

病原菌。植株顶芽分生组织生长速度较快，一般没有病 

原菌的存在。所以由分生组织培养的再生植株可有效 

避免潜在性污染。 

3．3．3 利用培养基中高盐或高糖的浓度 在培养基中 

有一些高盐或高糖的浓度可抑制微生物生长，或使用单 

宁酸也可以达到抑制效果。 

3．3．4 利用水浸 在外植体处理过程中，用流水清洗植 

株并短时间浸没，以避免上面污染源的四处扩散。 

3．3．5 抽样检测 对培养植株进行定期抽样检测，将污 

染严重的个体去除。 

4 在组织培养过程各个阶段所应注意事项 

先做好一小批产品，再进人批量生产，最好每一单 

位为一瓶，使其各自为独立环境，在发生污染时所造成 

的伤害不大。在各培养阶段应注意以下事项。 

建立无菌体系：只要在外植体进瓶阶段，确保无菌 

体系的建立，在培养后期污染的来源就只是来自技术上 

的失误，容易进行控制。因此在外植体灭菌阶段要将病 

株丢除，选取幼嫩的组织是较好的选择。 

在初期培养过程中，发现的污染可能会蔓延整瓶培 

养基，所以必须及时发现、及时清除。 

在继代培养过程中，及时清除污染的植株，并重复 

分生组织的培养。 

在每次繁殖操作前需对每瓶培养材料进行仔细观 

察，根据污染的发生状况决定操作方法。必要时对培养 

材料进行取样检查。 

5 讨论 

在组织培养的过程中，上流的技术会影响到下流的 

产量，污染问题常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污染的有效控制，与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训练素 

质优良的员工和无菌体系的建立有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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