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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乌头愈伤组织抗褐变剂的筛选 

廖天江，张 继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研究了8种药剂对高鸟头愈伤组织的抗褐变影响，结果表明：活性炭(8OO mg·LI1)和水解乳蛋白 

(750 mg·L )2种 药剂的抗褐 变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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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高乌头 (Aconitum Sinomontanum )愈伤 

组织的诱导及传代培养过程中，常常发生培养细 

胞褐变现象，轻者影响细胞生长和繁殖，重者导致 

细胞死亡．如何减轻或控制褐变的发生和发展 ，是 

高乌头组织培养中重要的研究内容n ]．由于高乌 

头培养细胞发生褐变的原 因复杂 ，因此 ，要防止褐 

变发生，减轻褐变危害，除了要选择合适的外植体、 

培养基和适宜的激素组合外，添加抗褐变剂是方便 

有效的常规手段．本研究选用了8种化学药剂对高 

乌头细胞进行抗褐变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级 褐变，黄褐色 ； 

3级 较严重褐变 ，褐色； 

4级 严重褐变，黑褐色．． 

1．5 鲜重比计算 

细胞取样后 ，用吸水纸吸干水分 ，然后称重 ， 

鲜重比为该实验组的细胞鲜重与对照组的细胞鲜 

重 之 比． 

2 结果与讨论 

1 材料和方法 2· 8种药剂抗褐变效果的比较 

l_1 材料来源 

甘南野生高乌头植株上切取顶芽接种到培养 

基上 MS+2，4-D 2．0 mg·L-1进行愈伤组织的诱 

导，诱导出的愈伤组织作为筛选抗褐变剂的材料． 

1_2 抗褐变剂 

硫代硫酸钠(Na2 S203)(O．1～3 g·L )、活 

性炭(AC)(O．5～3 g·LI1)、维生素 C(Vc)(5O～ 

300 mg．L )、柠檬酸(Cit)(100～300 mg·L )、 

植酸(PA)(50~2 000 mg·L )、半胱氨酸(Cys) 

(2～10 mmo|·L )、水解乳蛋白(LH)(300～ 

900 mg·L )、脱落酸(ABA)(3~500 mg．L )． 

1．3 处 理 

AC，Cit，Cys，LH与培养基一起高压灭菌， 

其余 4种药剂经过抽滤除菌后加入到培养基中． 

每种药剂均设 5种浓度，每种浓度 3次重复，不加 

药剂的培养基作对照．接种细胞在不添加 8种药 

剂的 MS培养基上培养，接种时的细胞鲜重为 

0．2 g，pH值 5．5，培养温度(22士1)℃，暗光，培 

养 30 d后取样分析． 

1．4 褐变等级的划分标准 

1级 轻度褐变，基本上黄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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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酚氧化酶是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直接产生 

褐变的氧化还原酶类 ，它使植物组织细胞 中含有 

的单宁及酚类物质氧化成醌类 ，从而产生酶促褐 

变，醌类累积的结果抑制了细胞中多种酶的活性， 

使细胞生长受到抑制[3]．由于多酚氧化酶是一种 

含铜离子的蛋白质，因此，寻找良好的抗褐变剂起 

码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①用 Cu 离子络合掉 

使酶失活的物质．②加入与酶蛋白和底物的结合 

部位能够结合的酶抑制剂 ，从而抑制醌类的产生． 

③加入能减少酚类或使醌类还原的物质．由于不 

同物种的多酚氧化酶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异，适宜 

不同植物的抗褐变剂也会有所不同[{ ]． 

本次试验采用了8种药剂，以AC(1 000 rng·L- )， 

LH(750 mg·L叫)和 PA(100 mg·L )3种药 

剂抗褐变效果较好，Na2 S203和 Cit效果最差，褐 

变等级为4级，而较高浓度 Vc(300 rng·L )、低 

浓度的 Cys(2 mmol·L )和 ABA(3OO rng·L- ) 

抗褐变效果一般．所以，选择 AC，LH和 PA三种 

抗褐变剂做进一步的抗褐变试验． 

2．2 AC。LH和 PA三种抗褐变剂不同浓度对细 

胞生长的影响 

AC，LH和 PA三种抗褐变剂的不同浓度的 

作用效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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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3种抗褐变剂不同浓度的抗褐变效果比较 

AC是 一种吸附特性较强的无 机吸附剂，能 

吸附各种微量物质和微小颗粒，粉末状的 AC与 

颗粒状的AC相比其吸附性能更佳，因而常用来 

防止组织培养中细胞褐变的发生和发展L6 ]．5种 

AC浓度中，800 mg·L-1的处理抗褐变效果最好， 

此浓度下的鲜重比最大；从外观看愈伤组织呈现黄 

白色，生长旺盛．浓度过大(大于 4 000 mg·L-1)， 

吸附培养基中的生长调节物质和营养物质过多， 

导致愈伤组织生长受到影响，褐变也严重一些． 

LH含有氨基酸等多种蛋白水解产物，为弱 

酸性营养物质，LH竞争性地抑制了酶与底物的 

结合，其抗褐变效应随浓度递增[8]，但对细胞增重 

效果不很显著，抗褐变作用还未见报道． 

PA属于金属离子螯合剂，可将多酚氧化酶中 

的Cu++离子螯合而使酶失活．植酸浓度以低浓度 

(100～ 500 rag · L- )为 宜，浓 度 过 高 

(>1 000 n ·I．- )，鲜重比较低，褐变也较为严重[9]． 

本次试验为8种抗褐变剂的单因子试验，AC 

(800 mg·L )，LH(750 mg·L-1)2种药剂适 

宜作高乌头细胞的抗褐变剂，PA(100 mg·L ) 

有较好的抗褐变效果，但鲜重比较低，Vc和 Cys 

等药剂的效果不佳．培养条件如温度、光照对褐变 

均有影响，温度太高、光照太强均可以加速愈伤组 

织的褐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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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的生物学研究 

杨 虹，崔启微 
(哈尔滨师范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 要：对黄瓜的胚胎学、细胞学、育种学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综述，旨在全面揭示黄瓜生物学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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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C~cumis sativus L．)是葫芦科 中重要 

的蔬菜植物，它具有芳香的气味和较高的食用价 

值，且在生理上为雌雄同株异花，因此，成为研究 

植物性别分化、离体培养等方面重要的实验材料． 

本文对黄瓜的胚胎学、细胞学、育种学三个方面的 

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旨在全面揭示黄瓜生物学研 

究进展． 

1 黄瓜的胚胎学研究进展 

黄瓜的小孢子母细胞的减数分裂和胞质分裂 

收稿日期~200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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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时发生的．小孢子经减数分裂产生营养细胞 

和生殖细胞，生殖细胞有丝分裂则产生两个雄配 

子即精细胞．在小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过程中，四 

分体是四分同裂的．如果没有发生变异，那么正常 

的花粉粒为 2细胞型．黄瓜具倒生的胚珠，双珠 

被，厚珠心．其珠孔由内珠被形成．胚珠发生孢原 

分裂形成周缘细胞与造胞细胞，随着珠心表皮的 

分裂和再分裂形成多层周缘层，狭长的珠心喙在 

珠孔中延伸．造胞细胞发育为大孢子母细胞，大孢 

子母细胞发生减数分裂，线形四分体合点端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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