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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瓜 子 叶 外 植 体 组 培 成 株 研 究 

汪 祖 程，何 丹，徐 跃 进 

(国家蔬菜改良中心华中分t{lI| ；园艺植物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农业大学 园艺林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采用aY-交试验设计，研究了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黄瓜子叶离体再生的影响。结果表 

明：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为 MS+1．0 mg／L 6-BA+(1_O～1．5)mg／L KT+O．3 mg／L NAA+O．1 

mg／L2，4-D；不定芽诱导培养基为MS+6-BA1．5mg／L+NAA0．3rag／I ，再生芽移入生根培养基 

(MS+0．1 mg／L NAA)生根培养，40~60 d可得到完整再生植株。另外，在所有组合中，6-BA浓 

度 1．5 mg／L时，愈伤组织诱导率低，并且出现了愈伤化现象，引起器官直接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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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CUCU171is sativus L．)是一种重要蔬菜。由于其 

遗传基础较狭窄，利用基因工程将是今后黄瓜品种改良 

中重组远缘有用基因的有效手段。成功地进行组织培 

养，对于黄瓜转基因等研究十分必要。目前，对黄瓜再 

生体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功的报道l_l ]，但再生仍相对较 

难，不仅基因型影响较大，不同的激素组合对再生频率 

也有影响，并且重复性也较差。试验 以黄瓜为材料，采 

用正交设计法，旨在明确不同植物激素及其不同浓度的 

组合对黄瓜愈伤组织诱导和生长的影响，对黄瓜愈伤组 

织诱导和生长的条件进行筛选，为今后黄瓜遗传转化体 

系的建立提供理论和技术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及外植体的选择 

黄瓜品系为 XC06，由华中农业大学黄瓜课题组提 

供。外檀体为种子萌发的无菌苗子叶。将种子去皮后， 

用 75 酒精消毒 60 S，升汞灭菌 7～8 Tnin，无菌水冲洗 

3～5次后，接种到固体 1／2 MS培养基(加 3O 蔗糖+ 

0．8 琼脂，pH值为5．8)，先置于组培室内(25。C)暗培 

养l～2 d，然后光下培养(昼、夜 16 h／8h，25。C)，3 d后子 

叶展开并由黄转绿，子叶包被的薄膜褪去的时候开始接 

种，将子叶切成 0．5 cmX 0．5 cm方形，叶背朝下接种于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中培养。 

1．2 愈伤组织诱导 

愈伤诱导培养基采用正交设计，正交表选用4因素 

3水平的 I ( )，各因素的不同水平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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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愈伤组织分化 

愈伤组织分化培养基采用 MS基本培养基，分别添 

加 NAA(0．1、0．2、0．3 rag／L)和 6-BA(1．5、2．0、2．5 mg／ 

L)共 9个处理，培养条件相同。 

表 l 试验因子及水平 L 

1．4 生根诱导 

将不定芽从外植体上切下转接于伸长培养基 Ms+ 

BA 0．05 mg／L，再将长至1～2 cIn的小植株分开，转接于 

生根培养基上，生根培养基采用 MS和 MS+NAA 0 l 

mg／L。约 7～10 d，植株有根长出，7 d后根系分支较多， 

即可练苗移栽。 

1．5 小苗的移栽 

当小苗根系发育N-·定程度后，将三角瓶打开，取 

出小苗，洗净根部培养基，小心移植于小花盆灭菌土中 

(泥炭和蛭石2：1混合)，浇透水后，罩上透明纸袋，保持 

较高的湿度，过几天后，放在弱光下，待新叶逐渐长出， 

说明已有新根生成，即已成活。 

2 结果与分析 

2．1 激素对黄瓜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 6 d苗龄接种的子口 第 3天可见明显膨大，l周 

后可见伤口处开始形成愈伤组织，子叶的四周均有愈伤 

组织的生成，且在接触到培养基的部位愈伤组织生 较 

快。2周以后见愈伤表面有瘤状突起形成。15～20 d后 

可转接至分化培养基中。 

黄瓜愈伤组织诱导正交试验 L_(3 )的试验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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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表 2)，在各试验条件下外植体均有愈伤组织生成。 

正交试验中，因素不同水平间的极差越大，表明该 

因素越重要。试验结果的直观分析表明(见表 3)，A因 

素的极差最大，D因素、B因素次之，C因素最小。因此， 

试验结果表明，参试的4个因素中6-BA的影响最大，其 

由0．5 mg／L增至1．0 mg／L时，黄瓜愈伤组织诱导率增 

加明显，6-BA浓度为 1．5 mg／L时，愈伤组织含量较 

低，并且有的出现了愈伤化，器官直接分化成芽，见图 

Ⅷ。根据经济原则，认为比较适合于黄瓜愈伤组织诱导 

的培养基为 Ms+1．0 mg／L 6一BA+(1．0～1．5)mg／I 

次是KT，而2，4一D的影响最弱。试验中发现，6一BA浓度 KT+0．3 m LNAA+0．1 mg／L 2，4-D。 

表 2 激素对黄瓜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K1 

K2 

R(极差) 

241．1 

286．2 

267．6 

45．1 

247．1 

271．9 
＼ 

275．9 

28．8 

251．9 

267．4 

275．6 

23．7 

246．2 

276．4 

272．3 

30．2 

X1 

X2 

X3 

R’(极差) 

80 37 

95．40 

89．20 

15 03 

82．37 

90．63 

91．97 

9．60 

83．97 

89．13 

91．87 

7．90 

82．07 

92．13 

90．77 

10．06 

2．2 激素对黄瓜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 

该试验黄瓜愈伤组织分化培养基为 Ms+6一BA+ 

NAA，不同浓度组合下都能诱发不定芽，见表 4。以 

NAA 0．3 n1譬／L+6一BA (1．5～2．5)mg／L芽再生率较 

高，这种培养基下生长的不定芽健壮，芽丛较多，茎生长 

粗壮 ，叶色深绿；而 NAA 0．1 mg／L+6一BA(1．5～2．5) 

mg／L芽再生率虽然高，但这种培养基下生长的不定芽 

浅黄绿 色，容易褐化。可见，MS+6一BA 1．5 m L+ 

NAA 0．3 mg／L为诱导不定芽比较理想的培养基。 

表 4 激素对黄瓜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 

2．3 激素对黄瓜不定芽生根诱导的影响 

试验生根培养基选用MS和MS+0．1 mg／LNAA 2 

种培养基，把不定芽接入这 2种培养基中，其它生长条 

件与基本培养条件对不定芽促根的影响保持一致。其 

结果如下：在附加有 0．1 mg／L NAA的培养基中，接种 1 

周后，芽基部有绿色愈伤组织长出，10 d后从愈伤处长 

出白色不定根，以后根慢慢伸长变粗，至此完整植株形 

成，见附图I～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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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6-BA浓度由0．5 mg／L增至 1．0 mg／L时，黄瓜愈 

伤组织诱导率增加明显，6-BA浓度为 1．5 mg／L时，愈 

伤组织含量较低，并且有的出现了愈伤化，器官直接分 

化成芽。黄瓜分化出不定芽后，再转移到生根培养基 

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即可生根。向培养基中添加低浓度 

的NAA与不添加 NAA，都能生根[4]。但是在该试验 

中，没有添加NAA的培养基不定芽没有生根(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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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可能是基因型的缘故。 能与前期培养的激素浓度有关，前人也有相关报道 。 

在培养过程中，还发现黄瓜成苗后极易开花，这可 

一 一  一  
图版I 愈伤组织的诱导I 图版Ⅱ 愈伤组织的分化Ⅱ 图版IⅡ 黄瓜不定芽的伸长 图版Ⅳ 黄瓜不定芽生根 

一  一  
图版V 黄瓜组培成苗 图版Ⅵ 黄瓜组培苗移栽 图版Ⅶ 黄瓜不定芽不生根 图版Ⅷ 愈伤组织直接分化形成的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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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Using Cotolydon aS Explant in Vitro for Regeneration in Cucumber 

WANG Zu-cheng，HE Dan，XU Yu in 

(National Center for Vegetable Improvement(Central China)；Key Laboratory of Horticultural Plant Biology，Ministry of Educatiom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Forestry，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0，China) 

Abstract：Effects of different plant hormone on callus induction and callus growth in cucumber were investigated by Or— 

thogonal design．The main results that the medium for callus induction was MS+1．0 rag／L 6-BA+(1．0～l、5)mg／I 

KT+0．3 mg／L NAA+0．1 mg／L 2，4-D．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the medium for callus growth was MS+6一BA1． 

5 rng／L+ NAA 0．3 mg／I The adventitious shoots were placed on medium(MS+0．1 rag／L NAA)for root regenera— 

tion．The whole regenerated plants could be obtained in 40~ 60 days．In addition，some adventitious—buds were accom— 

panied with the growt h of callus． 

Key words：Cucumber；Cotyledon；Plant regeneration；Orthog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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