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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花药脱毒培养技术研究 

马洪爱，郭生虎，王敬东，高晓原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宁夏 银川 750002) 

摘要：以草莓新品种“卡麦罗莎”的花药为供试材料，系统地筛选了花药脱毒苗培养过程中各阶段的最适培养基， 

使愈伤组织诱导率达 81％，不定芽分化率达 30．8％，丛生芽平均增殖系数达 4．46，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花药脱 

毒培养“原原种”苗的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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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草莓病毒病，目前国内还没有药剂可以防治。因此，通 

过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培育无毒苗是防治草莓病毒病的根本对 

策。覃兰英[2]等最早通过花药愈伤组织诱导再生植株的途径。培育 

出”春香”、“宝交早生”等品种的花药脱毒苗。国外早在 2O世纪 

6O年代就用茎尖培养获得无病毒苗，目前，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 

家都建立了草莓及许多园艺植物的脱毒技术及苗木繁育体系。 

我国进行草莓茎尖培养脱毒起步于 2O世纪 8O年代末，由于操 

作和检测技术的原因，茎尖培养脱毒效率低 ，高庆玉脚等通过幼 

叶和茎尖培养所获得的植株脱毒率为 20％。而花药培养所获得 

的植株脱毒率高达1 OO茗。因此可以认为花药培养是获得无病 

毒植株的最好途径。“卡麦罗莎”草莓是从美国引进的新品种。在 

宁夏栽培性状表现优异，目前由于连年栽种及草莓病毒病的影 

响，导致其品种老化、品质下降。为了提高其经济效益，课题组采 

用花药组培生产脱毒苗．并对组培的关键条件进行了相关研究。 

现将有关草莓花药脱毒培养技术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以宁夏永宁县温室栽培的草莓品种“卡麦罗莎”的花药为供 

试材料。 

1-2 试验方法 

1．2．1 花药采集及消毒 

3～4月份 ，采集刚露白的花蕾，选取花粉单核靠边期的花蕾 

放入 4~C冰箱进行低温处理 6h、1 2h、24h、48h，取出用自来水冲 

洗2～3次，在超净工作台上先用2％次氯酸钠浸泡8min，无菌 

水冲洗后用O．1％升汞浸泡 l 2min。用无菌水冲洗3～4次，然后 

将花蕾放入装有无菌滤纸的培养皿中备用。 

1,2．2 花药愈伤组织的诱导 

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6-8]。以 H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 

蔗糖 3％，琼脂 pH值为 5．7～5．8，将备用花蕾剥取花药接种在不 

同的培养基上(见表 1)，分别添加不同浓度的细胞分裂素(6一 

BA)、生长素 NAA、IAA和激动素 ZT，每瓶接种花药约 4O个 ，每种 

组合设置 5个重复，在室温 (25。C±1。C)，光照(2000~2500h) 

1 2h／d条件下培养，3周后开始调查出愈率，观察记录花药愈伤组 

织诱导情况并确定适当的培养基。 

1．2,3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愈伤组织不定芽形成率的影响 

当愈伤组织的直径达2～3mm时，及时将其转入分化培养基 

中培养 (表 2)。每瓶接种 1 O块，每种培养基设置 3个重复，约 

30d后陆续分化出淡绿色芽点，记录并统计不定芽诱导率，确定 

最适诱导培养基。 

1．2．4 不定芽的增殖培养 

将形成的不定芽切成小块后转入增殖培养基(表 3)进行增 

殖培养。每瓶接种 5块，每种培养基重复 5次，4周后统计分化成 

苗数。 

1．2,5 诱导生根及炼苗移栽 

将高约3cm的绿苗直接转入生根培养基上进行培养，约2 

周后 ，苗基部长出白色的小根。当生根苗根长达 1．O一1．5cm时， 

打开瓶口，在室温下炼苗 3～5天后，取出小苗，洗去根部残留的 

培养基，栽植在已经灭菌处理过的基质中，保持合适的温度、湿 

度即可。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花药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根据(表1)中三种激素三水平正交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草莓 

花药愈伤组织形成率在不同激素浓度配比的HS培养基上有较 

明显的差异。由极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6一BA浓度对愈伤诱导率 

影响最明显，是诱导愈伤组织形成的主要因子，且在 6一BA三个 

水平 ：3．0 mg／L、2．0 mg／L、1．0 mg／L中其 K值分别为 188、202、 

1 61，表明并非浓度越高愈伤组织诱导率越高，而是有一个比较 

合理的范围，6-BA浓度以2．0 mg／L为比较适宜。各种激素影响 

作用大小依次其次为6-BA—K NAA，在以HS基本培养基进行 

花药愈伤组织诱导培养时，最适激素配比为 6一BA 2．Omg／L+KT 

O．1 mg／L+NAAO．5mg／L，培养3O天后愈伤组织诱导率可达到81鬈。 

2．2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愈伤组织不定芽形成率的 

影响 

比较6种培养基草莓愈伤组织不定芽分化率，说明草莓愈 

伤组织分化需要较低的生长素浓度和较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 

(表2)。通过对 6种不同激素浓度培养基中愈伤组织分化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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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5号培养基 MS+6一BA2．Omg／L+NAAO．2mg／L分化率极显著高 

于其它培养基。 

2．3 不同激素浓度对增殖率的影响 

由表 3中6种培养基的增殖系数比较表明，较低浓度的生 

长素和一定浓度的细胞分裂素有利于草莓丛生芽的增殖，2号组 

合的培养基 HS+6一BAO．5rag／L+NAAO．05mg／L丛生芽增殖系数极 

显著高于其它培养基。 

表 1 草莓花药愈伤组织诱导率 

培养基编号 6-BA(ma／Lmg ) NM(mg／L) KT(mg／L) 愈 率 

1 3．O O．5 0 57 

2 3．O 1．O O．1 69 

3 3,0 1．5 0．3 62 

4 2,0 0．5 O．1 81 

5 2．O 1．O O．3 64 

6 2．O 1．5 O 57 

7 1．O 0．5 O．3 61 

8 1．O 1．0 0 49 

9 1．O 1．5 O．1 51 

表 2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愈伤组织不定芽分化率的影响 

表 3 不同激素浓度对增殖系数的影响 

表 4 不同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 

2．4 不同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 

从表 4看出，草莓绿苗很容易生根 ，但加入不同的生长素对 

草莓根系质量影响较明显，l~MS+O．1 mg／L IBA培养基中草莓生 

根率最高 ，根系生长状态较好，适合移栽。 

2．5 炼苗和移栽 

生根苗根长达 1．O～1．5cm后，将三角瓶打开 ，在温室通风处 

炼苗 3天后，取 出小苗 ，洗去根部残余的培养基 ，栽植在消毒处 

理过的营养钵中，保持适宜的温湿度，移栽成活率达 9O％以上。 

3 小结 

1)本次试验系统筛选出了草莓花药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MS+6一BA2．0 mg／L4-KTO．1 mg／L+NAAO．5 mg／L；不定芽诱导培养 

基 ：MS+6-BA2．Omg／L+ NAAO．2mg／L； 丛 生 芽 增 殖 培 养 基 ： 

MS+6一BAO．5rag／L+ NAAO．05mg／L；生根培养基：l／2MS+O．1 mg／L I— 

BA。丛生芽平均增殖系数达 4．46，为草莓脱毒苗的进一步扩大培 

养奠定了基础。 

2)草莓花药组培脱毒技术因其易操作性、脱毒效率高可免 

去病毒检测，现已广泛应用于草莓“原原种”苗的繁殖 ，本次试验 

筛选的培养基对“卡麦罗莎”的花药组培脱毒苗最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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