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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虫菊组织培养中种子及幼苗消毒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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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进行了HgCl2、次氯酸钠以不同浓度、不同消毒时间对除虫菊种子和幼苗消毒效果研究。结果表 

明；对除虫菊种子消毒以1O 次氯酸钠处理 30 mln效果较好，发芽率达62．22％，污染率仅为3．33 。 

除虫菊幼苗消毒以0．1 HgC12处理4min效果较好，幼苗成活率达 9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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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药研究中与环境有较高和谐度的植物性 

杀虫剂是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植物性杀虫剂作 

为生物源农药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优 

势，它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低毒、低残留、专 
— 性强、对非靶标生物及环境安全，害物不易产生 

抗药性，在自然环境中易降解[2，引，可降低或避免 

化学农药带来的“农药公害”，这正符合现在人们 

对农药的要求及其将来的发展方向。从除虫菊 

(Pyrethrum cinerariifolium Trev．)花中提取的天 

然除虫菊素是优秀的植物性杀虫剂之一，天然除 

虫菊素的商业重要性和除虫菊干花供应的不稳定 

性促使人们研究如何提高其产量或采用其他更高 

产的替代方法来进行天然除虫菊素的生产，采用 

生物技术手段进行除虫菊素生产的研究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笔者对除虫菊种子及幼苗的消毒 

方法进行了研究，以期为今后通过采用组培等生 

物技术生产除虫菊素提供有关技术措施。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除虫菊种子：采自杨凌国家西部植化工程研 

究中心的植物资源圃。 

除虫菊幼苗：将除虫菊种子用温水浸泡 24h 

后弃去漂浮的种子，将下沉种子直接播于花盆中， 

及时浇水到真叶开始长出时使用。 

HgC1。：分析纯，北京红星化工厂。 

次氯酸钠：分析纯，天津试剂三厂。 

1．2 试验方法 

种子消毒：选用无病虫害、饱满、成熟度高且 
一 致的除虫菊种子，用温水浸泡24h后弃去漂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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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子，将沉下种子用自来水冲洗后在超净工作 

台上用75 酒精表面处理 30s，无菌水冲洗3次， 

分别用不同浓度的HgC1。和次氯酸钠溶液处理不 

同时间，消毒完后用无菌水冲洗 5次，然后接种于 

盛有MS无激素固体培养基上，每处理接种 3O 

瓶，每瓶接3粒消毒种子。随后置于光照培养箱培 

养(温度 25士2"C，光照时间 12 h／d，光照强度 

(3 000---,4 500 Ix)，30d后检查除虫菊种子的发 

芽数及污染数，计算发芽率和污染率。 

幼苗消毒：把开始长出真叶的除虫菊幼苗，自 

下胚轴剪下，自来水冲洗 2h，75 酒精表面处理 

30s，无菌水冲洗3次，用不同浓度次氯酸钠、Hg— 

Cl。溶液处理不同时间，消毒完后用无菌水冲洗 5 

次，接种于盛有MS无激素固体培养基上，每处理 

接种3O瓶，每瓶接种1株。而后置于光照培养箱， 

培养10d后调查污染及成活情况，计算发芽率(成 

活率)和污染率。 

发芽率(％)一(发芽种子或成活幼苗数／接种 

数)×lOO 

污染率( )一(污染瓶数／接种瓶数)×lOO 

以发芽率(成活率)和污染率为指标评价消毒 

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 HgC1。对除虫菊种子消毒效果 

HgC1。浓度为0．1 时，4个不同时间处理的 

种子逐渐变黑，失去光泽，发芽率均为 0。消毒 

4min，污染数量为一瓶，占 3．33 ；2min处理后 

污染数量为5瓶，占总数的16．67 。 

当HgC1。浓度为0．05 时，各个处理材料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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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被杀死，可见HgCIz对除虫菊种子灭菌效果 

良好，污染率较低，但除虫菊种子对其敏感，极易 

被杀死，因此不适于用此方法消毒。 

2．2 不同浓度次氯酸钠对除虫菊种子消毒效果 

以次氯酸钠为消毒剂时，种子消毒后呈黄白 

色，有光泽，培养3d后开始从部分种子上长出杂 

菌，种子不能发芽。浓度为3 时和6 时，三个处 

理的污染率均比较高(表 1)；浓度为 10％时，消毒 

30min污染率仅为 3．33 ，发芽率也比较高，此 

条件适宜除虫菊种子消毒。 

表 1 不同浓度次氯酸钠对除虫菊种子消毒效果 

2．3 不同浓度次氯酸钠对除虫菊幼苗消毒效果 

以次氯酸钠为消毒剂对幼苗消毒时，消毒后 

幼苗失绿明显，接种3"4d后，逐渐复绿，部分材 

料已开始污染杂菌，虽然各个处理材料均未被杀 

死，但污染率均比较高(表 2)。浓度为 10 时，对 

除虫菊幼苗消毒20 rain、30 rain后，污染率仍高 

达 46．67 、36．67 ，并且随着消毒时间的延长， 

幼苗失绿也比较严重，10 消毒 30 rain的幼苗 

15d后才恢复生长。可见用次氯酸钠对除虫菊幼 

苗消毒效果不佳。 

表2 不同浓度次氯酸钠对除虫菊幼苗消毒效果 

2．4 不同浓度 HgCI 对除虫菊幼苗消毒效果 

用0．1~HgCI 处理除虫菊幼苗后，幼苗仍保 

持绿色，3～4d后已有部分材料逐渐干枯死亡，随 

着消毒时间的延长，污染率得到了控制，但死亡率 

也随着消毒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升高(表 3)。由此 

可见以 0．1 Hga。对除虫菊幼苗进行消毒后的 

污染率随着消毒时间的延长而降低，而死亡率却 

随着消毒时间的延长而升高；在 0．1 浓度、消毒 

4 rain的污染率和死亡率分别为3．33 、6．67 ， 

成活率达 90 ，幼苗 5d后就可以恢复生长，此条 

件适宜除虫菊幼苗的消毒。 

表3 0．1 I-k,Cl2对除虫菊幼苗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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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中油821最高，742最低，这是因为作 

物苗期的生长和养分吸收主要是为以后的生长打 

基础，更多的养分吸收不一定在幼苗期表现出更 

高的生长量。 

表4 不同品种油菜苗期生物量、氮素吸收量、氮素生理效率 

以上分析表明，在本试验(氮素供应正常)条 

件下，最大吸收速率高、根系活力强的品种742具 

有最高的氮素吸收能力及生长能力。当然，最大吸 

收速率高、离子亲和力强、根系活力强的品种是最 

理想的氮吸收效率高的品种，也是我们选育的目 

标[15]。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品种之间的吸收动力 

学参数的比较要慎重，因为即使同一品种在不同 

生长阶段，或同一生长阶段但在不同生长时间其 

动力学参数也是变化的[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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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消毒是进行除虫菊组织培养的第一步基础工 

作。除虫菊种子在自然状态下发芽率较低，仅为 

50 左右，且发芽缓慢，10d左右才开始发芽，并 

且发芽不齐，一直延续到20d左右，仍有种子开始 

发芽。没有经过消毒处理的除虫菊种子在培养基 

上发芽仍需10"--'15 d，并且极易污染。通过实验发 

现：以 1O 的次氯酸钠为消毒剂，对除虫菊种子 

处理 30 min后的污染率为 3．33 ，发芽率为 

62．22 ，为处理除虫菊种子的最优处理；而以 

0．05 、0．1 oA HgC1 对除虫菊种子消毒后，虽然 

各处理的污染率均较低(污染率最高的是0．05 

浓度消毒 2 min的 23．33 )，但是经HgCI 处理 

后所有的除虫菊种子均被杀死，发芽率为O，可见 

除虫菊种子对HgCI 敏感，不适宜用HgC1 对除 

虫菊种子进行消毒。用次氯酸钠对除虫菊幼苗进 

行消毒处理后的污染率均较高，且幼苗失绿比较 

严重，恢复生长需要时间较长。而以0．1 浓度的 

HgC1 对除虫菊幼苗消毒4 min，污染率和杀死率 

比较低，并且恢复生长需要的时间较短，效果比较 

理想。因此，对除虫菊种子消毒处理应选择用 

1O 次氯酸钠处理 30 min，对除虫菊幼苗消毒处 

理应选择0．1 浓度的HgCl 消毒4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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