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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蜜瓜子叶组培技术研究 

苏永全，张玉鑫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以甜瓜品种黄河蜜3号的无菌子叶为材料，对6-BA与NAA不同配比的16种激素组合进行不定芽分 
化培养基的筛选及添加 IAA的4种生根培养基进行生根培养研究的结果表明，在 MS+6-BA 1．5O mg／L+NAA 

0．20 mg／L的培养基上，不定芽的诱导率最高，达到 66．7 ，获得了较 高的不定芽再生率；在 1／2 MS+IAA 0．20 

mg／L的培养基上生根效果最好，生根率达 1O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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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蜜瓜果皮金黄色，光洁美丽，果肉绿色酥 

脆，耐运输，但是近几年由 于种质退化、生产面积逐 

年减少。现代生物技术，尤其是植物基因工程技术的 

发展，为植物育种开辟了新的途径，目前在甜瓜上已 

能通过子叶[卜 、真叶[ 叫 等多种外植体再生植株， 

但有关黄河蜜瓜的组织培养和再生植株的报道很 

少。为此，我们开展了黄河蜜瓜子叶组培技术研究， 

以期为黄河蜜瓜建立一个高效再生系统。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黄河蜜 3号种子无菌苗子叶。 

1．2 试验方法 

1．2．1 无菌苗子叶的获得 将种子用纱布包好后 

浸于 7O℃的适量热水中让其自然降温至室温，12 h 

后在 0．1 升汞中消毒 8 min，用无菌水冲洗 4次， 

将种子接到 MS基本培养基中，在培养架上培养，待 

子叶长出新绿后，在超净工作台上切取无菌苗的子 

叶备用。为比较不同苗龄子叶再生能力的差异，选用 

破嘴后 2 d、5 d、10 d苗龄的子叶进行培养试验，3O 

d后统计愈伤组织诱导率。 

1．2．2 愈伤组织和不定芽的诱导 供试的不定芽 

诱导培养基为添加不同浓度 6-BA(1．o0～1．75 

mg／L)和 NAA(O～O．50 mg／L)配比的MS培养基 

(见表 1)。将无菌苗的子叶切去顶部和基部，再横切 

为二，叶背与培养基接触，接到不定芽诱导培养基 

上，每处理接 5个外植体，重复 3次，28 d后观察培 

养结果，统计不定芽诱导率。28～35 d后将分化出 

的不定芽(丛)连带其基部的母体外植体组织切下转 

接至伸长培养基上培养，伸长培养基为 MS+6-BA 

1．00 mg／L+NAA 0．20 mg／L。 

1．2．3 不定根的诱导 将长到 2 cm左右的不定芽 

转接到生根培养基上，培养条件同前。生根培养基为 

MS及 1／2 MS培养基中分别加入 IAA 0．20 mg／ 

L、IAA 0．50 mg／L，14 d后统计生根数和诱导生根 

率 。 

1．2．4 培养条件 培养架温度保持在 25℃，光照 

强度 3 000 Lx，日光照 16 h。试验 MS培养基 pH 

5．8，蔗糖 3．0~A，琼脂 0．7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苗龄子叶对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供试不同苗龄子叶愈伤组织的 

分化情况有所差别，子叶刚转绿时愈伤组织的生长 

量最大，随着叶龄的增加，愈伤组织生长量逐渐下 

降，破嘴后 10 d深绿色的子叶只是膨胀，产生的愈 

伤组织很少。子叶叶龄为 2 d时愈伤组织的诱导率 

为 73 ，子叶叶龄 5 d时诱导率为 33％，子叶叶龄 

10 d时诱导率为 13％。但并非叶龄越小越好，子叶 

在未转绿时接到培养基上后并不膨大，这可能是由 

于外植体的生理活性较低造成的。破嘴后 2 d的外 

植体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这可能是由于生理年龄 

较小的缘故。这与马国斌等人得出的结果一致 ]， 

表明破嘴子叶转绿后应尽量缩短外植体的苗龄。 

2．2 不同培养基对愈伤组织和不定芽诱导影响 

结果表明，外植体在芽诱导培养基上不断增大， 

3～5 d外植体在切口处长出细小、鲜绿、生长旺盛 

的愈伤组织，7～10 d外植体的愈伤组织处开始产 

生浓绿发亮的小突起，15 d左右开始长出丛芽原 

基，出芽部位多在近轴端与维管束的交接处，另一端 

基本不产生愈伤组织。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所有添加激素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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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子叶外植体在添加不同配比激素的 

MS培养基上的分化情况① 

MS+6-BA I．75 mg／L+NAA 0．50 mg／L 

MS+6一BA l_75 mg／L+NAA 0．20 mg／L 

MS+6一BA 1．75 mg／L+NAA 0．10 mg／L 

MS+6一BA l_75 mg／L 

MS+6一BA 1．5O mg／L+NAA 0．50 mg／L 

MS+6一BA 1．5O g／L+NAA 0．20 mg／L 

MS+6-BA 1．5O g／L+NAA 0．10 mg／L 

MS+6一BA l_50 mg／L 

MS+6一BA 1．25 g／L+NAA 0．50 mg／L 

MS+6-BA 1．25 mg／L+NAA 0．20 mg／L 

MS+6一BA 1．25 mg／L+NAA 0．10 mg／L 

MS+6-BA I．25 mg／L 

MS+6-BA l_OO mg／L+NAA 0．50 mg／L 

MS+6一BA 1．O0 mg／L+NAA D．20 mg／L 

MS+6一BA 1．OO mg／L+NAA 0．10 mg／L 

MS+6-BA 1．00 mg／L 

33．3 生成不定芽 

生成不定根 

生成不定根 

无芽茎分化 

生成不定根 

66．7 生成不定芽、不定根 

生成不定根 

无芽茎分化 

生成不定根 

生成不定根 

53．3 生成不定芽、不定根 

无芽茎分化 

生成不定根 

生成不定根 

26．7 生成不定芽、不定根 

无芽茎分化 

①每处理组合接种 15块外植体。 

的培养基中，只有在 MS+6-BA 1．75 mg／L+NAA 

0．50 mg／L、MS+6一BA 1．50 mg／L+NAA 0．20 

mg／L、MS+6一BA 1．25 mg／L+NAA 0．10 mg／L、 

MS+6一BA 1．00 mg／L+NAA 0．10 mg／L上产生 

不 定芽，其中以 MS+6-BA 1．50 mg／L+NAA 

0．20 mg／L对不定芽的诱导率最高，达到66．7％，且 

愈伤组织的不定芽在原培养基中培养时可产生根。 

其余几种诱导培养基在产生愈伤组织的基础上只分 

化出不定根或不再分化器官。 

2．3 不同培养基对根诱导影响 

试验结果(表 2)表明，以 1／2 MS+IAA 0．20 

mg／L培养基上的生根情况较好，平均生根数为 14 

条，生根率达 100 ，根多、粗且有较多根毛，有利于 

试管苗移栽成活。 

表 2 茎芽在不同培养基对根的诱导率 

3 讨论 

3．1 试验结果表明，在 MS+6一BA 1．50 mg／L+ 

NAA 0．20 mg／L培养基上，不定芽的诱导率最高， 

达到 66．7 2，6，获得了较高的不定芽再生率。在1／2 

MS+IAA 0．20 mg／L培养基上生根效果好，生根 

率达 100％。虽然本试验建立了黄河蜜瓜的再生系 

统，但不定芽的诱导率相对较低，需进一步的研究和 

完善。 

3．2 一般认为培养基中较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和 

低浓度的生长素是不定芽分化所必需的；在相反的 

配合时，则有利于根的分化，在愈伤组织和不定芽分 

化阶段需较高的细胞分裂素，待分化出不定芽后就 

应降低细胞分裂素浓度，以利于芽的生长。本试验也 

充分证实了这一观点。 

3．3 在甜瓜再生系统研究中，外植体的基因型、类 

型、生理状态、培养基组成和环境条件等诸多因素影 

响甜瓜再生频率，其中外植体的基因型是决定甜瓜 

再生潜力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外植体的生理生化状 

态对甜瓜诱导途径有重要影响[5 ]。未成熟子叶是 

甜瓜离体培养的最佳外植体，不仅再生能力强，不定 

芽分化率高，而且对培养基的适应性也较广[2]。 

3．4 子叶在培养过程中有明显的极性现象和敏感 

部位，该现象可能与内源激素在外植体的分布与积 

累有关。近轴端脱分化和分化能力较强，其愈伤组织 

发生的早且多，发生器官类型主要受培养基中生长 

调节剂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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