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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脱毒快繁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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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脱毒快繁技术进行简要介绍，分析了我国花卉脱毒快繁技术的发展现状，为花卉脱毒快繁技术的未来 

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花卉脱毒快繁；组织培养；进展 

中图分类号：S31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Technology of Veridical and 

Quite Peproduce for the F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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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nshan Normal College，Guangdong Chaozhou 521041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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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mak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technology of veridieal and quite peproduee an d ana— 

lyzing its present develop situation in China，this paper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orien~tion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y of veridieal and quite peproduce for the f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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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近 2O年来，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不断发展和完 

善，从而带动了花卉脱毒快繁技术的发展。花卉 

脱毒主要的技术方法有：茎尖组培脱毒、物理学方 

法脱毒、热疗法与茎尖组织培养技术相结合脱毒 

等。其中最重要的技术就是组织培养脱毒，它也 

是研究的热点。花卉组织培养是运用植物细胞全 

能性原理，切取植物体各部分，如芽、叶片、茎段、 

鳞片、花瓣等，在人工控制的无菌条件下进行培 

养，获得大量完整植株，即克隆花卉。这项技术的 

进展对于如何提高名优花卉的繁殖速度，为市场 

提供整齐一致、无病虫害的优 良苗木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在解决花卉生产规模化、现代化问题上， 

当代生物技术——植物组织培养可以在以下几方 

面发挥作用：良种的快速繁殖，无性繁殖类型花卉 

的脱毒，新品种的选育，种质资源的保存和交换。 

其中，快速繁殖技术和脱毒苗培育技术是植物组 

织培养应用最广泛和最有成效的两个领域。 

1 脱毒快繁技术基本原理 

l-1 脱毒 

“脱毒”首先要从“病毒病”谈起，病毒病对长 

期应用营养繁殖(分株、扦插等)的花卉和花卉生 

产的危害相当严重。病毒病不同于细菌病害和真 

菌病害。细菌和真菌都有完整的细胞结构和代谢 

系统，而病毒不具备细胞结构，缺乏酶系统和合成 

蛋白质系统，其增殖是利用寄主的核糖体来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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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有的蛋白质，并由各个组分各自合成，重新装 

配组成新的病毒粒体，与植株正常代谢密切相关。 

迄今，尚缺乏特异性较强的只对病毒而不对植株 

产生药害的药剂。自上个世纪 50年代发现通过 

植物组织培养可以除去病毒以来，在生产上已被 

广泛应用，并将其纳人常规 良种无性繁殖的一个 

重要程序。植物组织培养是目前最有效的去除病 

毒的方法，几乎对所有病毒有效(还可除去其他 

病原体，如细菌、真菌、类菌质体)，周期短，效率 

高，可与快速繁殖相结合，此外由于不需用化学药 

剂，可以减少污染、防止公害，因而具有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感病植株体内的病毒分布不 

均匀，其数量随植株部位和年龄而异，越靠近茎 

尖顶端的区域病毒的浓度也越低。分生区域无维 

管束，病毒只能通过胞间连丝传递，赶不上细胞不 

断分裂和活跃的生长速度，因此生长点含有病毒 

的数量极少，几乎检测不出病毒。植物组织培养 

脱毒的原理主要就是利用茎尖分生组织不带毒或 

少带毒。 

1．2 快繁 

快速繁殖是指在无菌条件下，利用植物体的 
一 部分在人工控制的营养和环境条件下繁殖植物 

的方法，由于其繁殖速率快，称之为“快(速)繁 

(殖)”，又由于其所用材料细小，称之为“微(型) 

繁(殖)” J。其实质是一种特殊的营养繁殖方 

法，是常规植物扦插的扩展和延伸。快速繁殖速 

度快，首先反映在增殖方式上，只要建立起组织培 

养快速繁殖增殖体系，材料将按几何级别增殖，增 

殖系数因植物种类有差异，多在 5～l0之间；其次 

与大田繁殖受季节影响不同，组织培养环境几乎 

恒定，因此可进行周年生产，一般 1年内有6个左 

右的增殖周期。同时，由于环境、养分等繁殖条件 

差异较小，苗木生长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因而也就 

具有较好的商品性。快繁技术是一门经验性非常 

强的技术学科 ，一些随机因素影响大，现在还缺乏 

其所涉及的机理尤其是形态建成理论和器官分化 

机理的研究，如分化过程中植物内源激素的动态 

变化、酶系统变化等。只有把这些基本问题弄清 

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植株再生问题，使快繁技术 

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2 花卉脱毒快繁技术进展 

脱毒快繁技术是植物组织培养中应用最广泛 

和最有效的研究领域，花卉组织培养技术已在快 

速繁殖、去除病毒、加速育种进程、次生代谢产物 

生产和种质资源保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 

国科研工作者利用组织培养手段繁育的花卉品种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种子繁育难，从播种 

到开花生育期长的花卉；(2)由于病毒侵染种性 

退化、花型衰败的花卉；(3)多倍体花卉品种。多 

倍体花卉不能正常产生种子，无法用传统的种子 

方法繁殖，植物组织培养是保持品种、扩大种苗来 

源的重要方法 。 

虽然，国内对花卉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取得 
一 定的进展，许多名贵花卉的组培苗也得到了实 

际应用，但和先进的花卉生产国荷兰、意大利、泰 

国等相比，我国花卉业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究其 

原因主要与我国花卉业未能实现现代化、规模化 

生产有关。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工作者对 3 000多 

种植物进行了组培最佳培养基的筛选工作，但真 

正应用于大规模产业化的组培植物主要是果树类 

作物及一些经济作物，全国已建成葡萄、苹果、香 

蕉、马铃薯、甘蔗等快繁生产线 1 1条，供应试管苗 

达几千万株，生产的香蕉已进人国际市场。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对花卉需求量增加，花卉 

组培苗向产业化发展势在必行。目前花卉组培苗 

产业化发展较快的主要有香石竹、百合、大花惠 

兰，马蹄莲的组培苗也在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但规 

模较小，未能真正形成气候。 

2．1 脱毒快繁技术进展 

病毒病的危害给花卉生产带来重大的损失， 

由于感染病毒病，花卉品种严重退化，花少且小 ， 

甚至畸形变色，毫无观赏价值。因此，脱除病毒的 

研究成为当今重要的课题。早在 1934年，White 

首次成功地进行 了番茄根尖的组织培养，1960 

年 ，Morel进行兰花快速离体繁殖成功，到 1994 

年，用组培方法快速繁殖的花卉园艺植物已近80 

个科约450种，利用组培法脱毒更具有广泛的应 

用性。此外，花器官等其它器官培养脱毒也是一 

种有效的脱毒方法。现在离体培育无病毒苗已成 

为花卉生产中的重要环节。许多花卉脱毒苗植株 

生长健壮，花多且大，优等花增多，商品价值亦随 

之提高。所以，培育无病毒苗在园艺生产上具有 

重要意义。 

2．1．1 茎尖组培脱毒 利用植物体顶端分生组 

织区含毒量最低原理，切取包括生长点以下 0．2 

mm～1．0 n'llTl长，带有 1～2个叶原基的茎尖进行 

组培以脱去病毒。开创这一繁殖方法的是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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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l，他在 1960年就从感染病毒的兰花植株上 

分离茎尖(0．1 ram)培养出了去病毒的兰花植株， 

同时实现了兰花的大量繁殖，试管“兰花工业”随 

之兴起。采用茎尖培养去除病毒，其原理是在染 

病毒植株体内，病毒分布并不均匀。在生长点病 

毒含量最低，在分生区内无维管束，病毒扩散慢， 

加之植物细胞不断分裂增生，所以病毒含量少，在 

茎尖生长点几乎检测不出病毒，因此切取茎尖愈 

小愈好，但太小了不易培养成活，过大则不能去 

毒，所以难度较高，试材要多，才能真正选出去病 

毒的幼苗，只要获得少量去毒苗，就可以扩大繁 

殖。去病毒后，植株生长势强，产花量上升，花色 

鲜艳。 

2．1．2 物理学方法脱毒 原理是将待脱毒植株 

在高温或低温下处理一段时间以脱除病毒。香石 

竹置于38℃环境中两个月，其茎尖中的病毒即可 

被消除；菊花植株在5℃条件下经4—7．5个月处 

理后，切取茎尖进行培养可除去菊花矮化病毒 

(csv)和菊花褪绿斑驳病毒(CCMV)。物理学方 

法脱毒大多作为配合组培脱毒的手段出现。 

2．1．3 茎尖培养与化学疗法相结合脱毒法 虽 

然用化学疗法来清除完整植株的病毒未获成功， 

但对其体外培养组织和原生质体作化学处理已获 

得一些有希望的结果。例如，对兰属(Cymbidi— 

um)的离体茎尖用齿兰环斑病毒(ORV)的抗血清 

作预处理，提高了无毒植株的频率(Inoue，1971)。 
一 种能防治一系列动物 DNA和 RxA病毒的 Vi— 

razole(Ribavirin)即病毒唑，能清除烟草原生质体 

再生植株内的 PVX(Shepard，1977)。此外，在培 

养基中加人环已酰胺、放线菌素 一D、碱性孔雀绿 

等病毒抑制剂，也能显著地提高产生无病毒植株 

的百分率 引。 

2．1．4 热疗法与茎尖组织培养技术相结合脱毒 

对于单用茎尖或热疗法难以脱除的病毒，可先 

进行热力处理，使植株茎尖无毒化，再采用茎尖组 

织培养法，脱毒成功的几率更高。附图 展示了 

茎尖培养结合热处理去除病毒的一般程序。 

2．1．5 其他途径脱毒 通过花卉各种器官或组 

织诱导产生愈伤组织，然后从愈伤组织再诱导分 

化苗，长成植株，可以获得脱毒苗。这对于唐菖 

蒲、水仙等球根花卉的脱毒均已获得成功。如刘 

文萍等人用唐菖蒲花蕾进行离体培养，可脱除烟 

草花叶病毒，脱毒率为60％。水仙的子房切片可 

诱导愈伤组织成苗。经愈伤组织脱毒途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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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只重视培养基、培养条件的优化选择 ，缺乏 

进一步深层次的研究，缺乏系统性。 

2．3 新技术展望 

抗病性是高等植物固有的遗传特性。通过原 

生质体融合和培养产生细胞杂种是基因组转移的 

重要途径。因此，采用导入抗病基因的原生质体 

融合技术可以得到能抗病毒的杂交种。可以设 

想，这一技术应用到花卉植物中，得到能抗病毒的 

杂交种也是可能的 。 

现代生物技术不断发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 

结合的高新技术也逐步得到发展，可以利用计算 

机智能控制技术和数据库技术，收集各类花卉脱 

毒快繁技术信息，建立该领域的专家系统，指导脱 

毒快繁技术的应用 ，这也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发展 

方向。 

3 小结 

花卉脱毒快繁技术具有很高的市场应用前 

景，从花卉种苗的市场前景来看，鲜切花消费 日 

盛，使栽培规模不断扩大，优质种苗更是热销。除 

鲜切花外，昂贵的Fl代盆花种子，如2 粒的丽 

格海棠，出苗率低的大岩桐等，可以通过种子试管 

无菌播种技术或切割芽、叶片为外植体进行组织 

培养。价值极高的珍稀国兰品种，如水晶艺绿云、 

末梅、大富贵等都可以尝试通过组培来增加繁殖 

系数。因此为了使花卉脱毒快繁技术取得更大的 

发展，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将技术应用商业化。商 

业化以后，才能获得继续研究的资金，才能在实际 

应用中发现更多的问题。研究过程中，不仅要注 

重研究脱毒快繁各个环节的重要因素，更要注重 

机理性的研究，注重培养机理和规律的总结，形成 

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并不断在实验中予以检验。 

还应该跟踪国际生物技术发展情况，加强国际交 

流，可以适当引进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技术，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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