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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瓜组培苗快繁技术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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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作物遗传改良与生态生理重点实验室，山东 济南 250100;

2． 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3．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山东 泰安 271000)

摘要: 为建立吊瓜组培苗快繁技术体系，实现大规模生产优质吊瓜种苗，本试验以“越蒌 2 号”为材料，探

讨不同激素配比的初代培养基、继代培养基、生根培养基对离体茎段腋芽诱导、茎蔓生根的影响和炼苗移栽方

式对组培苗成活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初代培养基中 6 － BA、IAA 组合浓度为 0． 5、0． 2 mg /L 时，腋芽诱导出

苗率高达 99% ; 生根培养基 IBA 浓度为 0． 5 mg /L 时生根率为 88%，平均侧根数最多; 诱导苗炼苗后成活率可

达 90%，可以实现吊瓜苗的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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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Ｒapid Propagation Technology
System for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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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technical limitation of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and real-
ize the large － scale production of high － quality seedlings of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the first generation
of virus － free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seedlings of the variety Yuelou 2 was used as the material． After inducing
axillary buds to seedlings，we induced root with seedlings directly，skipping the traditional subculture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mergence rate of axillary buds was as high as 99% under the concentration of 6 －
BA as 0． 5 mg /L and IAA as 0． 2 mg /L．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IBA was 0． 5 mg /L，the rooting rate was
88%，and the average number of lateral roots was the highest． The survival rate of refined seedlings could
reach 90% ． In conclusion，the mass production of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 seedlings could be realized
by using this rapid progation technology system．

Keywords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 Tissue culture; Ｒapid propagation; Hormone combination;

Axillary bud induction

吊 瓜 学 名 栝 楼 (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
im) ，葫芦科多年生藤本植物，又名瓜蒌［1，2］。其

块根肥厚［3］，根与果实均可入药，具有止泻、抗

菌、消炎、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抗衰老与抗癌

的作用［4，5］。吊瓜籽富含植物脂肪和微量元素，

是食用瓜子中的佳品［6，7］。因此吊瓜是经济价值



较高的药食两用植物［8，9］。
吊瓜喜光耐阴，不耐寒与旱，怕涝，适宜在深

厚、疏松、湿润的土壤中生长［10］。利用种子播种

方式进行繁殖时，后代分离严重、一致性差、病毒

病发病率高、选育周期长［11］; 而采用块根营养繁

殖方式易受多种虫害与病害的侵袭［12，13］，其中以

病毒侵害最为严重，感病率可达 100%，致使果实

产量与品质退化，两种方式都直接影响瓜农经济

效益［14，15］。为保证吊瓜的优良品性，人们利用茎

尖脱毒组培技术生产吊瓜脱毒苗［16］，但因其操作

难度大，出苗率低且周期长，极大地限制了脱毒苗

的数量［17］。因此，本试验利用离体茎段的腋芽来

诱导组培苗，以期建立吊瓜组培苗快繁技术体系

并为实现吊瓜脱毒苗的批量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吊瓜品种为“越蒌 2 号”。移栽所用基

质由珍珠岩、蛭石、草炭土( 体积比 1∶ 1∶ 1) 调配，

1 000倍多菌灵溶液消毒。
1． 2 试验方法

1． 2． 1 离体茎段腋芽的消毒方法 选取生长 10
d 以内的吊瓜幼嫩藤状茎顶部，除去藤状茎上的

叶片与卷须，将主茎剪成一叶茎段( 上短下长) ，

流水冲洗 20 ～ 30 min。于超净工作台内，用洁净

的干纱布吸去茎段表面的水分，75% 酒精浸泡 15
s 后取出，用蒸馏水冲洗 2 ～ 3 遍，再用 0． 1% 的
HgCl2 溶液浸泡 8 ～ 10 min，其间不断摇动，弃去
HgCl2 溶液用无菌蒸馏水冲洗 4 ～ 5 遍。将茎段

表面水分晾干后剪去茎段两端少许备用。
1． 2． 2 不同培养基配制 试验所用不同培养基

设计见表 1。
1． 2． 3 离体茎段诱导与茎蔓生根 将消毒后的

离体茎段按照生物学极性方向接种到不同初代培

养基配方下，每配方为 1 个处理，每处理接种 6
瓶，每瓶接种 5 ～ 8 个茎段。后置于 25℃左右、光
照 12 h /d、黑暗 12 h /d 的环境下进行培养。1 周

后观察不同初代培养基处理的茎段腋芽诱导情况

并计算诱导率。
待初代培养基中腋芽长至 4 ～ 5 节带叶茎蔓

后，将带叶茎蔓剪成一叶茎段，去掉叶子后接种到

继代培养基中，每瓶接种 5 ～ 8 个茎蔓。观察不同

继代培养基配方处理的茎蔓生长情况。

表 1 不同初代、继代、生根培养基的配方设计

处理 基本培养基 6 － BA( mg /L) IAA( mg /L) IBA( mg /L)

初代培养基 1 MS 0． 3 0． 2 —
初代培养基 2 MS 0． 5 0． 2 —
初代培养基 3 MS 0． 8 0． 2 —
初代培养基 4 MS 0． 3 0． 5 —
初代培养基 5 MS 0． 5 0． 5 —
初代培养基 6 MS 0． 8 0． 5 —
继代培养基 1 MS 0． 3 0． 05 —
继代培养基 2 MS 0． 4 0． 05 —
继代培养基 3 MS 0． 5 0． 05 —
继代培养基 4 MS 0． 3 0． 1 —
继代培养基 5 MS 0． 4 0． 1 —
继代培养基 6 MS 0． 5 0． 1 —
生根培养基 1 MS — — —
生根培养基 2 MS — — 0． 2
生根培养基 3 MS — — 0． 5
生根培养基 4 MS — — 0． 8
生根培养基 5 MS — — 1． 3
生根培养基 6 MS — — 1． 8

注: MS 培养基中蔗糖浓度为 30 g /L，琼脂用量为 7． 5 ～ 8． 5 g /L，pH

值为 5． 8 ～ 6． 0;“—”表示无激素添加。

待继代培养苗长至 6 ～ 8 节后，将茎段剪下接

种到生根培养基中，每瓶接种 2 ～ 4 个，诱导生根。
观察不同生根培养基配方处理茎段的生根情况并

测量根直径、平均侧根数目。
1． 2． 4 组培苗炼苗与移栽 生根后将组培苗取

出，冲洗干净琼脂后移栽到装盆的消毒基质中，淋

透 1 000 倍多菌灵溶液，室温培养，湿度保持在

90%以上。1 周后湿度降低到 70% ～ 80%，喷 1
次 1 000 倍多菌灵。待湿度降低到 50% ～ 70%，

试管苗长出新白根和叶片蜡质层后将苗移栽到大

田。
1． 3 数据处理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03 进行数据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初代培养基处理对茎段腋芽诱导的影响

将消毒的一叶茎段移入初代培养基，茎段污

染率低( 3% 以下) 。3 d 后腋芽全部开始伸长并

长出叶片，茎段下部膨大( 图 1 A) ; 8 d 后主茎伸

长，叶片变大，卷须出现，茎段下部膨大部位变粗

变白( 图 1 B) ; 14 d 后主茎长至 4 ～ 6 节带叶茎蔓

( 图 1 C) ，此时的茎蔓可用继代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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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初代培养基 1 处理的茎段腋芽经诱导形成茎蔓

不同初代培养基处理下的茎段腋芽诱导率不

同。IAA 浓度为 0． 2 mg /L 的初代培养基处理下，

茎段腋芽诱导率均高于 0． 5 mg /L IAA 浓度处理;

初代培养基 2 处理下的腋芽诱导率最高( 99% ) ，

生长速度最快; 初代培养基 4 处理下腋芽诱导率

最低( 67% ) ，生长速度最慢( 图 2) 。

图 2 不同初代培养基茎段腋芽诱导率

2． 2 不同继代培养基处理对茎蔓生长的影响

将初代一叶茎蔓或多叶茎蔓转入不同继代培

养基中，发现茎蔓长势缓慢甚至停滞，即使诱导出

新的带叶茎蔓，茎节短，叶片呈现黄色、直径小。
茎段下部膨大部位变粗变白趋势与初代培养茎段

相比明显减小，部分茎蔓变黄枯萎。故不同继代

培养基下的继代培养苗均无法获得。
2． 3 不同生根培养基处理对茎蔓生长的影响

因初代培养的茎段在继代培养基下无法获得

继代茎蔓，本试验将 4 ～ 6 节带叶茎蔓的初代培养

苗直接转入生根培养基( 图 3 A) 。不同生根培养

基处理下生根前茎蔓均生长缓慢，后下端颜色逐

渐变深，1 周后开始长出 3 ～ 5 条短根( 图 3 B) ; 3
周后主根上生长出侧根，茎蔓生长变快( 图 3 C) ;

4 周后组培苗变为深绿色，根部发达，长势强劲

( 图 3 D) 。生根培养基 1—6 处理下的茎段生根

率分别为 81%、85%、88%、88%、87%、89%。

图 3 不同生根培养基处理茎蔓生长状况

不同生根培养基处理对根的影响不同。茎蔓

下端诱导生根第 22 d 时，随着不同生根培养基处

理中 IBA 浓度的增加，根的直径变大( 生根培养

基1—6 处 理 下 分 别 为 0． 10、0． 15、0． 20、0． 23、
0． 30、0． 31 cm) ，平均侧根数减少 ( 生根培养基

1—6处理下分别为 4、5、8、2、1、0 个) 。其中生根

培养基 3( IBA 浓度为 0． 5 mg /L) 处理的根长势最

快、直径适中，侧根数目最多，且幼苗长势相较于

其他培养基植株快( 图 4) 。
2． 4 炼苗与移栽方式对组培苗成活率的影响

炼苗可以使植株定植后迅速适应大田环境，

缩短缓苗时间，增强对不良环境的抵抗能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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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组培苗尤为重要，组培苗在培养期间环境湿度

大，如果直接将其移栽至大田中植株会因失水而

迅速死亡。
将生根组培苗从组培瓶中小心取出，洗去培

养基，移栽至灭菌的基质中进行炼苗，无菌苗易感

染杂菌，因此移栽后淋透 1 000 倍多菌灵溶液有

助于幼苗生长。此时幼苗密度可适量增加( 每平

方米 100 株) 。
待吊瓜苗 1 个月后长至 8 ～ 13 节，主茎 2 ～ 3

mm，叶片直径 5 ～ 9 cm，新根增加，叶片形成蜡质

层( 图 5 A) 时，将其小心移栽至单盆中，也可以直

接将幼苗移栽至大田中，移栽过程中避免损伤根

部( 图 5 B) 。经过炼苗移栽后幼苗成活率可达

90%以上。

图 4 不同生根培养基处理对根的影响

图 5 组培苗炼苗与移栽时的生长状况

3 讨论与结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利用“越蒌 2 号”吊瓜初代

离体茎段经不同初代培养基诱导可获得茎蔓，其

中 6 － BA 与 IAA 浓度为 0． 5 mg /L 和 0． 2 mg /L
组合时，诱导率最高，为 99%，此时茎蔓性状良

好、长势旺盛。初代培养的茎蔓转入继代培养基

后诱导率低，生长缓慢甚至死亡。植物激素与营

养物质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初代培养苗主茎纤

细，本身营养物质少，对培养基中的营养物质吸收

率低，只能依赖激素刺激生长，而继代培养后其本

身的生命活力受限不能获得诱导苗。因此我们直

接用初代培养获得的茎蔓进行诱导生根。
植物生长调节剂 IBA 通常用来促进组织生根，

但过量使用非但不利于侧根的形成而且易造成根

部变粗畸化。本试验中 IBA 浓度为0． 5 mg /L 时吊

瓜根的长势最快，根直径适中，侧根数目最多，且

幼苗长势相较于其他培养基植株快。而去除继代

培养这一环节，直接利用腋芽诱导茎蔓后进行生

根诱导，大大提高了成苗率。
本试验炼苗移栽方式可使吊瓜组培苗成活率

达 90%以上。随着吊瓜市场的兴起，高品质的吊

瓜苗供不应求。本试验极大地克服了利用茎尖培

养脱毒苗出苗率低的技术限制，并且利用初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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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苗进行诱导，大大降低吊瓜病毒感染率，使组培

苗的果实品质得到保障，为建立品质优良的吊瓜

组培苗繁育体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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