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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茎尖脱毒培养中常见的污染问题及防范 

梁贵秋 

(广两蚕业技术推广总站，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 总结了马铃薯茎尖脱毒培养过程 中常见的污染问题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以期为马铃薯脱毒核心种苗的获得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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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又名土豆，原产于秘鲁和智利的高山地区，在我 

国已经有近 400年的栽培历史。马铃薯是粮菜兼用的高产 

作物 ，具有单产高、适应性强 、用途广 、营 养丰富等特点 ，是 

非常有价值 的食品，既是我国南北城市周年供应中淡季蔬 

菜的主供种类 ，又是农产品深加工与淀粉工业的原料，还可 

作粮食 、饲料 ，鲜 薯制成的薯条 、薯片等是快餐业的主要原 

料，马铃薯全粉是重要的食品加工业添加剂，马铃薯变性、 

糊化等淀粉是纺织、造纸 、粘结剂合成 、食品加工和降解塑 

料等轻工业的重要原料。马铃薯菜粮兼用，耐储运，营养丰 

富，加工升值高，容易发展成为产业化生产经营。目前，随着 

中国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和种薯商品薯市场需求的不断增 

加 ．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所需脱毒种薯也越来越 

多。20世纪 5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由 

于其具有周期短 、增殖率高及生产不受季节限制等特点 ，加 

上培养材料和试管苗的小型化 ，可使有限的空间培养出大量 

的植物 ，在短期内培养出大量的幼苗 。因此，植物组织培养 

技术不仅成为生物科学的一个广阔领域，而且在马铃薯脱毒 

种薯生产中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马铃薯茎尖脱毒 

培养成功与否是能否获得脱毒核心种苗的关键 。鉴于目前我 

国很 多地方马铃薯脱毒种薯都不能普及，市场上供不应求 ， 

为了更好地实现马铃薯产业健康 、持续的发展，马铃薯脱毒 

种薯的生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今许多科研单位和 

种薯生产企业都已经组建了自己的组织培养室 。然而 ，在马 

铃薯的茎尖脱毒培养过程中常会出现污染问题，这不仅影响 

了工作的正常开展，还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可以说 ， 

目前制约着马铃薯组培苗生产的数量和质量的主要因素之 
一 就是污染问题。因此，解决好马铃薯组织培养中的污染问 

题将是获得马铃薯脱毒核心种苗的重要技术环节。 

1 主要污染源 

常见 的污染情况有细菌污染和真菌污染两大类 ，它们 

相应的污染源也就是细菌和真菌。 

2 污染产生的原因 

2．1 细菌污染 

若在接种前发现培养基污染 ．可能是培养瓶不干净而 

带有不易被杀死的耐高压 、高温 的杂菌 。或者是培养基灭菌 

不彻底造成的；若在接种后外植体周围发现细菌污染，则证 

明是植物材料本身带菌引起的，很可能是由于使用了没有 

消毒好的接种工具以及操作者操作不规范造成的，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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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者未能及时发现污染苗，在接种过程中由于交叉感染 

造成的。 

2．2 真菌污染 

若在接种前培养基表面存在大量真菌污染 ，多数情况 

是由于培养瓶瓶 口封得不严或培养基存放 的环境中真菌孢 

子浓度过大；培养基内部存在大量真菌污染，则可能是母液 

储备液已经被污染。接种后培养基表面存在真菌污染而且 

位置不定 ，如果是初期 ，可能是因为接种室内真菌孢子浓度 

过大或超净工作台的滤网已经不干净，如果接种时间较长， 

主要是因为封 口不严或是培养材料本身就携带有内生菌 ； 

在培养过程中发现外植体周围出现真菌污染，可能是因为 

外植体材料本身就带有菌，只是菌源太小，在接种时肉眼无 

法识别 ，当接种到培养基以后才能引起 感染 ；若在 培养基 

中发现污染的真菌是零星的分散在培养基中，则可以确定 

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如培养基灭菌不彻底 、超净工作台长时 

间不更换滤膜 、接种器具灭菌不彻底、操作不规范等。 

2-3 外植体灭菌不彻底 

在室外采集回来的材料，由于生长环境不干净而带有很 

多杂菌，如果灭菌处理方法不当，造成灭菌不彻底 ，在接种 

培养 2-3d后就会表现出外植体周围长满细菌或真菌，或者 

两种菌都有。这样不但得不到预想中的结果，同时还会因为 

带菌而影响培养室内的其他培养材料。造成交叉感染。 

3 防范措施 

3．1 严格消灭污染源 

要确保培养基灭菌彻底，同时应定期清理消毒接种室和 

培养室 ，保持环境高度清洁 ，保证所用容器洁净 ，培养基及 

接种器具要彻底灭菌，培养基母液要在冰箱中保存，保持室 

内干净 ；对已经被真菌污染的材料要经过高压灭菌后扔掉 ， 

即使仅形成菌丝也应该处理后扔掉。 

3．2 严格无菌操作 

接种室要经常用紫外线灯消毒灭菌．工作人员在进行接 

种前要换工作服并带口罩 ，接种前用 75％酒精仔细擦手，方 

可进行下一步工作；同时工作人员在接种过程中要严格按照 

无菌操作要求进行材料转接 ，尽量 少走动、不说话 ，以减少 

空气震动和流动，减少污染。工作台面及台壁也要用75％酒 

精消毒 ：接种所用的剪刀和镊子等也要进行彻底的消毒。 

3．3 用正确的灭菌方法进行灭菌 

对在室外采集回来的马铃薯基础材料或是用马铃薯薯 

块诱导所得 的芽 ．要先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 ，同时拿柔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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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室。 

3．5 严格接种后的管理 

在材料的培养阶段，应定期清理消毒培养室，保持培养 

室 内空气洁净。定期用甲醛溶液 、米 醋或臭氧机熏蒸培养 

室 ，非工作人员应尽量少进入培养室内。一旦发现污染要及 

时处理 ：如果是真菌污染 ，必须对污染的苗用高压锅灭菌后 

销毁：如果是细菌污染，而且被污染的材料是比较稀少且珍 

贵 的。可以对所污染的材料进行挽救 ，具体做法是：将被污 

染的整瓶材料拿出培养室 ，用酒精棉将污染处盖住 ，将植株 

顶部剪下再次进行灭菌处理后转接到干净的培养基中。 

3．6 防止 内生菌污染 

内生菌由于其潜伏得较深，表面消毒往往无法将其消 

灭。有时在外植体的初级培养中也不易被发现 ，随着继代次 

数的增加 ，菌量慢慢累积发展才在培养基上表现出来。遇到 

这种情况时可通过在培养基中添加一些抑菌剂或抗生素如 

青霉素、链霉素等，来防止和减少内生菌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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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刷轻刷表面 ，最后在超净工作台上进行灭菌处理。对马铃 

薯基础材料的灭菌材料 ，一般可以用 10％次氯酸钠溶液或 

0．1％升汞溶液进行灭菌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对材料进行的 

灭菌 ，采用复合灭菌剂处理比使用单一灭菌剂处理灭菌效 

果更好。因此，在马铃薯组织培养中，为了增强灭菌效果 ，可 

采用混合的消毒液或进行多次消毒 。即用 10％次氯酸钠溶 

液灭菌处理 2~3min，再用 O．1％升汞溶液灭菌处理 2~3min，这 

样可以取得很好的灭菌效果。 

3．4 保证用于转接的材料无污染 

在马铃薯继代培养过程中，用于扩大繁殖的马铃薯材 

料本身有无污染是直接影响到接种后污染率高低的关键因 

素 ，如果使 用了有污染的马铃薯材料转接继代培 养则会全 

部污染 。因此，在马铃薯核心种苗的扩繁接种过程 中，特别 

是在转继代培养过程中 ，对所要转接的马铃薯材料一定要 

在灯光下仔 细观察 ，确认无污染 的材料才能使用。接种前 

用酒精擦瓶子外壁及瓶盖 ，防止附在瓶子上的杂菌带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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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据测定 ，茉莉花渣中水分粗蛋白 18．95％，粗脂肪 4．45％， 

粗纤维 10．10％，还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许多维生素、叶黄素 

及花粉中所特有的一些未知因子。而且花渣带有浓厚的茉莉 

花香味 ，为天然香料 ，可改善饲料品味 ，防止饲料霉变，延长 

饲料储藏时间。茉莉花经用于熏制花茶后剩下的花渣，目前 

当地通常作饲料和肥料，有的甚至拉去倒掉，附加值很低， 

未能充分发挥莱莉花的价值，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在当前 

我国资源匮乏的今天 ，理应再开发利用，赋予新的用途。 

3．5 茉莉花食品 

茉莉花、叶和根都可药用，具有辛、甘、凉 、清热解表 、利 

湿作用 ，但 目前开发成饮品、食品的较少。黄丽等髑在实验室 

开发研制出茉莉花香海带汁饮料 ．张小平等 对茉莉花茶酸 

奶进行了研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茉莉花饮品及食品至今 

未见上市 ，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 

4 茉莉花资源利用的意义 

由于茉莉花茶生产成本将不断提高 ，农资 、人工管理成 

本加大 ，也促使茉莉花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另外．茉莉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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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育壮苗，增强抗冷性 。秧苗质量不同，在同一低温 

条件下其适应能力不同，受害程度也有很大差异 。一般苗 

壮，抗冷性强。为此，育苗应精选种子，选饱满成熟度好的种 

子适时播种。播种后到定植前温度管理要掌握“二高三低”。 

即出苗前高，移苗后缓苗期高，出土后低，缓苗后低，定植前 

低。在一天中也要掌握温度变化 ，适当加大昼夜温差 ，采取 

大温差育苗 ，培育壮苗。 

(2)低温锻炼。蔬菜对低温的抵抗是一个适应锻炼的过 

程，预先给以适 当的低温处理 ，以后即可经受更低温度的影 

响而不受害。番茄 、黄瓜苗定植前 1周经 10~C~温锻炼 ，定 

植后可忍耐短时间 0℃低温 。番茄苗可抗 5~C左右低温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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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劳动强度大，采花都在烈日下进行，如果价格过低，花 

农的生产积极性将会下降。如果在茉莉花的综合利用方面， 

重点研究茉莉花在食品、饮品和医药方面等的应用，可不断 

提高花农生产茉莉花的积极性 ，从而提高花农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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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苗可抗 3--5℃低温 。 

(3)合理施肥。菜株生长速率与抗寒性强弱呈负相关。 

菜株稳 生稳长 ，组织结实 ，呼吸速率适 中，这种生长状态的 

菜株对 低温有一定的适应准备，较能抵抗低温 。反之 ，菜株 

对低温全无适应准备 ，就经受不住低温袭击 。所以，在低温 

来临之前，适当增施磷肥和钾肥 ，少施速效氮肥 ．有助于提 

高蔬菜抗低温能力。有人利用氯化钾 、磷酸铵 、硼酸 的混合 

液喷施瓜类蔬菜叶片，可减轻或避免低温冷害。 

(4)激素处理。细胞分裂素 、脱落酸 、多效唑 、2，4-D 等 

生物调节物质 ，都有提高蔬菜抗冷性 的作用。特别是 2，4一 

D、番茄灵 、番茄丰产剂二号等用于蘸花，对防止花期低温所 

造成的落花 、落果效果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