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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组培脱毒繁殖研究 

饶月辉，游党呈，周仙祥 
(江西省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抚州 344106) 

摘 要：采用抚州市'lg J!l主栽的791韭菜品种进行茎尖离体培养研究，经病毒指示植物千日红检测，其脱毒率达78％以 

上。结果表明：茎尖大小最佳为O．4-0．8mm，最佳培养基为Ms+NAA 1．o~s／L+6一BA 1．0mg／L，其组培繁殖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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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Allium tuberosum Roott Lerex sprenge L)又称起 

阳草，属百合科葱属多年生宿根性蔬菜，主要食用其叶、 

花茎，味道特别，深受人们喜爱。为此，韭菜得到了广泛 

的栽培和生产，价钱高、效益好。但在扩大生产栽培过程 

中，菜农大多采用成年蔸分蔸扩繁，这样收获时间短、当 

年见效，且产量高。而采用种子进行播种繁殖生产的时 

间长(从播种到收割需2～3年)，开始收获时产量较低。 

但是，在韭菜利用成年蔸扩大生产过程中，采用成年蔸扩 

繁殖的韭菜会退化，收割的韭菜产量显著降低，且抗性也 

降低，易发生病虫害，相关人员从栽培、施肥、品种改良等 

方面进行了研究，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为此，我们对韭 

菜的组培脱毒繁殖进行试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主栽的韭菜品种 

791。 

1．2 试验方法 3月份当韭菜长出新叶时，就可将其连 

根带蔸全部挖出。带回来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并将老叶 

及鳞苞叶皮全部撕去，再剪去绿叶部分，放入实验室，用 

45℃温水处理 1～1．5h，然后捞出待进一步处理。 

1．2．1 茎尖培养基选择 将初处理的鳞茎在无菌条件 

下用70％酒精液浸泡30s，取出用无菌水冲洗2～3次， 

再用2％的次氯酸钠浸泡10rain，捞起用无菌水冲洗3～5 

次，并用无菌滤纸吸干，放在体视显微镜下(40×)剥去 

剩余鳞包及幼叶，露出发亮的生长锥，切取 1．5mm左右 

的茎尖作为外植体，接种到不含激素的MS、WH、LS、N6、 

sH等培养基上(均添加0．7％琼脂和3％蔗糖)。pH调 

节至5．8～6．2，培养温度25±2℃，光照强度20001x左右， 

光照时间为16h左右，培养时间12个月，通过对培养结果 

进行比较，以选取最佳培养基，以便于 的试验。 

1．2．2 茎尖脱毒组培试验方法 将初处理的鳞茎在无 

菌条件的环境中用70％酒精液浸泡处理30s，取出用无 

菌水冲洗2～3次，再用2％次氯化钠浸泡10rain，捞起用 

无菌水冲洗3～5次，然后用无菌滤纸吸干，放在体视显 

微镜下(40×)剥掉剩余鳞包皮及幼叶，露出发亮的生长 

锥，用锋利刀片分别切取0．1、0。2、0．4、0。6、0．8、1．0、 

1．5mm的微芽，并分别接种上面试验选择的培养基，再 

加上不同浓度的NAA和6一BA处理，每个处理接种10 

个长度一致的微芽(茎尖)进行培养，培养条件同上。 

不同浓度的激素分别选定为NAA：0．1、0．5、1．0、 

2．0；6一BA：0．1、0．5、1．0、2．0。隧 L处理，具 体组合贼 1。 

表 1 不同浓度处理组合 

1．2．3 病毒检测试验方法 据调查，韭菜的病毒病在江 

西抚州的危害较大，病毒主要通过蚜虫、土壤、线虫以及 

收割时伤口感染，一旦感染，就无法治好。其主要症状表 

现为：染病后植株生长缓慢，植株叶片变窄或披散，叶色 

褪绿，沿中脉形成变色黄带呈条状，后叶尖黄枯，发病重 

的植株矮小或萎缩，最后甚至枯死。 

为了选择适宜此病毒的指示植物，分别对苋色藜、千 

日红、昆诺阿藜、巴西牵牛以及葱属其他作物如野蒜等进 

行病毒感染发病试验。具体方法为：取被检韭菜病叶在 

少许浓度为0．1％磷酸钠缓冲液中研磨，研碎后用双层 

纱布过滤，并在滤液中放 少̂量500～600目金刚砂分别 

蘸取适量滤液轻轻涂抹于上面那些植物叶片上，重复进 

行2～3次，并适当用力摩擦，然后用清水冲洗叶面。在 

防虫温室中生长2周左右观察植株发病情况。如果不明 

显，可接种试验循环2～3次，以决定选择最佳病毒指示 

植物。 

茎尖脱毒效果的检测：通过茎尖脱毒培养而成的植 

株，用其叶片在前面选择的最佳指示植物上来检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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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病毒，以确定其脱毒效果。其检测方法同上。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茎尖培养的影响 通过试验，将韭菜 

1．5mm左右的茎尖接种于MS、WH、LS、N6、SH等培养基 

上，不加激素培养基。从表2中可以看出，将韭菜茎接种 

到培养基上，均能成活，大部分成活率都在50％以上，其 

中MS 培养基成活率最高，达78％，而且较其他4种培养 

基的成苗时间短，茎叶粗壮，生长旺，平均长有 1～3个 

芽，与WH、LS、N6、SH培养基相比，优势明显，故选取MS 

培养基作为茎尖组培脱毒试验的最适基本培养基。 

表2 不同培养基对韭菜茎尖培养的影响 

2．2 茎尖大小对脱毒培养基的影响 在 MS培养基上 

接种0．1、0．2、0．4、0．6、0．8、1．0、1．5mm长度不等的茎 

尖，含叶原基数分别为0d、2、3个。结果表明：茎尖越小 

(0．4-0．1mm)，愈伤化程度越高。同时成苗所需时间相 

对就越长，甚至难成苗，而脱毒率几乎可达 100％；稍大 

的茎尖(0．4～0．8mm)，茎尖培养5～7d就已变绿，2周 

后可抽生叶片，成株后脱毒效果达到78％；1．0—1．5mm 

长的茎尖其培养3d就变绿，7～10d后能生叶片，但脱毒 

效果非常低。因此，在保证一定脱毒效果的前提下，选取 

经过前处理的稍大茎尖，有利后期进行繁殖。 

2．3 激素浓度对茎尖不定芽增殖影响 在 MS 培养基添 

加激素NAA、6一BA不同浓度组合，每个处理接种10个较 

为—致的茎尖，培养35d后，统计不定芽数(见表3)。 

表3 NAA和6-BA对韭菜不定芽的影响 

由表3可见 ，在NAA浓度相 同情况下 ，6一BA从 

0．1mg／L上升到1．0mg／L，芽的增殖数量呈增加趋势，但 

到2．0mg／L时，6一BA有抑制作用，这说明6一BA在一 

定浓度范围内具有促进芽的分化作用，超过一定浓度则 

起抑制作用。同样说明与6一BA组合的NAA浓度在一 

定范围内(0．1～1．0mg／L)的升高对芽的诱导有促进作 

用。其中NAA和6一BA的浓度达到1．0mg／L时，处理 

组合芽诱导数达到最高，并且有少量根生成现象。 

2．4 诱导生根及炼苗移栽 将试管苗转入添~JIINAA 

0．1mg／L+活性炭0．5g／L的生根培养基中诱导生根，1 

周后根开始形成，2周后80％以上苗能形成3条健壮根。 

随后半开封口、全开封口5～7d，然后取出小苗用无菌水 

冲洗干净，移栽至灭菌基质中，注意周围环境消毒，如此 

炼苗1周左右，即可移栽网室中。 

2．5 病毒病指示植物检测 指示植物试验表明，千日红 

在苗期生长快，感染病毒显症时间短，故选取千日红进行 

检测试验，在其长至3～5片真叶接种，2周后观察有无 

症状出现。带毒汁液接种后，千 日红叶片出现中脉变黄 

成条带状。阳性对照则生长健康。 

3 小结与讨论 

利用经热处理的韭菜茎尖进行脱毒组培繁殖，基本 

培养基添由B激素诱导可获得大量再生植株，经病毒检测 

效果较好，其最优培养基配方：MS+NAA 1．0mg／L+6一 

BA 1．0mg／L。培养基筛选试验得出MS 基本培养基比较 

适合韭菜茎尖的再生培养，切取茎尖大小以0．4-0．8mm 

较适宜，脱毒效果也较理想。茎尖在0．4mm以下的脱毒 

效果虽好，但组培时愈伤组成形成过多，不利成苗，故需 

时很长，或不易形成组培苗。 

致谢：感谢南昌大学董瑞斌博士对韭菜病毒检测的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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