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7-

农艺·园艺

大蒜鳞芽组培再生体系建立方法研究
吐尔逊娜依·迪力夏提，刘旭新，石  强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新疆  昌吉  831100）

[ 摘要 ] 以山东和新疆白皮大蒜栽培品种为材料，建立了大蒜鳞芽为外植体的愈伤组织诱导再生体系。采用 MS 培养基，

通过激素配比筛选试验，比较快速诱导愈伤组织激素配比与方案，为供试大蒜品种脱病毒苗的快速繁殖奠定了基础。筛

选得到愈伤组织快速诱导与生长培养基与激素配比，结果表明：快速诱导愈伤组织最佳激素组合为：NAA 0.5mg/L+2，4-D 

1.25mg/L+MS，愈伤组织继代生长与幼苗分化激素组合为：6BA 5mg/L+NAA0.3mg/L，环境温度 25℃，光照 16 小时，8

小时黑暗条件；所有这些结果为大蒜脱毒再生苗提纯复壮与转基因研究体系的建立都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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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Allium sativum L.）为百合科葱属植物蒜的鳞茎，是

因其具有独特的风味和良好的药用价值而全球性食用并种植的

蔬菜。我国栽培历史已达两千多年，是世界最大的大蒜种植国，

全国各地都有栽培。栽培大蒜由于花器官败育，不能通过有性

生殖形成种子，所以在生产中都是通过无性繁殖进行生产。大

蒜在栽培过程中，常年无性繁殖过程使其出现容易染病毒、品

种退化等问题，最终导致质量及产量下降，大家通常利用组织

培养技术来进行大蒜组织脱毒，脱毒的分生组织再分化成无毒

幼苗，这已经成为提升大蒜品质的一个手段。目前脱毒组织培

养技术，已建立了以茎尖、根尖，真叶、贮藏叶、茎盘切块、

花序轴顶端分生组织，花药和花原始体等为外植体的多种大蒜

组织培养再生体系。各种外植体与其分化再生效果都有差异，

本实验利用大蒜鳞芽作为外植体选用不同植物激素之间优化配

比，对大蒜愈伤组织诱导进行试验，研究对比提出了一种高效

的大蒜组织培养体系，为进一步对大蒜进行深入研究，如大蒜

脱毒愈伤组织快速诱导到再生植株的成功分化，以及建立大蒜

转基因转化体系，做一些基础工作，得到了比较好的再生体系

模式。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是山东白皮大蒜（产地山东）和新疆白皮大蒜（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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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萨尔县），从新疆昌吉市市场购买的当年新蒜。

1.2    试验方法

1.2.1    培养基配制及培养条件。基本培养基为 MS 固体培养基

（M&S M519，Phytotechnology 公司产品）含蔗糖 30g/L，琼脂

7g/L，pH 值 5.8，在培养箱中光照培养，培养温度（25±1）℃，

光强 4000 ～ 5000lux 培养于光照 24h/d。植物激素采用 2，4-D，

6BA，2IP，NAA 等（SIGMA 公司产品）。 

1.2.2    外植体准备。取无病无霉变的大蒜瓣放入清水中浸泡

l0min，然后用无菌水冲净，在超净台上将大蒜瓣横切成 2 段，

将有鳞芽的一段放入培养皿，切开剥出鳞芽，切 2 ～ 3 块，

10% 的次氯酸钠溶液中浸泡 2min，后用无菌水冲洗 3 ～ 5 次。

1.2.3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将外植体接种在添加不同浓度配比

激素组合（共 42 个处理）的 MS 培养基上，每瓶接种 10 个外

植体，每个处理 4 ～ 5 瓶，接种 15d 后开始观察及统计直径超

表 1    不同激素组合处理对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

处理组编号 激素配比 山东大蒜 新疆大蒜

NO.1 NAA 2，4-D
总外植体

数（个）

愈伤团块

数（个）
诱导率（%）

总外植体数

（个）

愈伤团块数

（个）

诱导率

（%）

A1 0.25mg/L 1mg/L 47 16 34 41 14 34 

A2 0.5mg/L 1mg/L 50 37 74 39 33 85 

A3 0.75mg/L 1mg/L 43 26 60 43 28 65 

A4 1mg/L 1mg/L 45 26 58 45 26 58 

A5 1.25mg/L 1mg/L 48 19 40 45 17 38 

A6 1.5mg/L 1mg/L 43 13 30 49 11 22 

A7 1.75mg/L 1mg/L 46 12 26 47 11 23 

NO.2 2，4-D NAA 40 4 10 43 10 23

B1 0.25mg/L 0.5mg/L 48 20 42 46 10 22

B2 0.5mg/L 0.5mg/L 48 22 46 45 17 38

B3 0.75mg/L 0.5mg/L 45 34 76 49 19 39

B4 1mg/L 0.5mg/L 38 34 89 49 34 69

B5 1.25mg/L 0.5mg/L 43 26 60 50 30 60

B6 1.5mg/L 0.5mg/L 48 11 23 46 21 46

NO.3 2，4-D 2ip 41 6 15 38 4 11

C1 0.5mg/L 0.1mg/L 48 9 19 43 4 9

C2 1mg/L 0.1mg/L 47 13 28 41 23 56

C3 1.5mg/L 0.1mg/L 49 26 53 46 29 63

C4 2mg/L 0.1mg/L 44 17 39 39 25 64

C5 2.5mg/L 0.1mg/L 45 19 42 47 25 53

C6 3mg/L 0.1mg/L 48 14 29 47 20 43

NO.4 2ip 2，4-D 44 7 16 39 13 33

D1 0.05mg/L 2mg/L 45 14 31 38 19 50

D2 0.1mg/L 2mg/L 45 19 42 35 29 83

D3 0.15mg/L 2mg/L 49 17 35 41 26 63

D4 0.2mg/L 2mg/L 47 31 66 44 26 59

D5 0.25mg/L 2mg/L 50 34 68 49 27 55

N0.5 6BA IAA 31 9 29 29 10 34

E1 1mg/L 1mg/L 32 11 34 32 10 31

E2 1.5mg/L 1mg/L 37 23 62 36 19 53

E3 2mg/L 1mg/L 34 19 56 36 23 64

E4 2.5mg/L 1mg/L 32 24 75 39 29 74

E5 3mg/L 1mg/L 34 16 47 35 20 57

E6 3.5mg/L 1mg/L 33 13 39 34 6 18

NO.6 IAA 6BA 34 11 32 39 12 31

F1 0.5mg/L 3mg/L 35 12 34 37 18 49

F2 0.75mg/L 3mg/L 32 19 59 37 24 65

F3 1mg/L 3mg/L 40 28 70 33 26 79

F4 1.25mg/L 3mg/L 32 20 63 40 33 83

F5 1.5mg/L 3mg/L 35 10 29 37 1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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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3mm 的愈伤组织。40d 后继代培养一次，使用相同的培养基，

继代培养 1 ～ 2 次。

1.2.4    数据记录与处理。 经不同配比的激素组合处理的大蒜鳞

芽愈伤组织，不定芽和生根情况各在培养 40d 和 20d 后开始进

行记录。通过目测法观测不同激素配比对大蒜鳞芽组织培养的

影响，观察记录愈伤组织发生率来计算愈伤组织诱导率，统计

方法如下式所示：

愈伤组织诱导率 =（产生愈伤组织的茎尖数 / 接种茎尖总数）

                                ×100%

（数据通过 Microsoft Excel 和 DP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配比处理对大蒜鳞芽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以 MS 固体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进行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

的不同配比组合（共 42 个处理，激素配比与组合见表 1），研

究不同组合对大蒜鳞芽愈伤组织诱导率影响的试验。大蒜愈伤

组织在诱导培养 20d 左右开始出现，可以从外植体的一端或两

端或者整个外植体上产生，25d 左右达到计数水平。经观察计

数得到各处理对大蒜鳞芽愈伤组织诱导率影响结果如表 l。

当 2，4-D 浓度为 1mg/L 时，大蒜鳞芽诱导率随 NAA 浓度

的增加而降低；当 NAA 浓度为 0.5mg/L 时，诱导率随 2，4-D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但 2，4-D 浓度超过 1.25mg/L 开始诱导率

反而不再上涨。当 2iP 浓度为 0.1mg/L 时 2，4-D 浓度为 1.5mg/

L 时的山东大蒜鳞芽愈伤组织和 2，4-D 浓度为 2mg/L 时的新

疆大蒜鳞芽愈伤组织诱导率效果最好。

2.2    不同处理愈伤组织幼芽分化诱导的影响

大蒜愈伤组织成功诱导出来后，选定不同浓度配比的激素

（6BA）继续进行培养，能成功诱导分化出幼芽（图 1），但

是大蒜愈伤组织诱导成芽需要更长时间（表 2）。

表 2    6BA 不同浓度组合处理对愈伤组织诱导分化成芽的影响

编号

No.

6BA 浓度

Concentration 

of 6BA（mg/L）

发芽天数

Days of shoot 

generation

（Day）

发芽个数

Number of 

shoots（个）

山东大蒜 0 166 2
4 155 6
8 142 9

12 144 8
16 148 12

新疆大蒜 0 170 3
4 157 6
8 148 12

12 136 17
16 144 15

A 愈伤组织诱导                 B 愈伤组织诱导分化出芽

图 1    愈伤组织分化幼苗

3    结论

本研究综合考虑大蒜鳞芽组织愈伤组织形成率和周期等关

键因素，从控制诱导与分化的角度筛选最佳植物激素组合的培

养基，有利于大蒜鳞芽组培再生技术的推广应用。单子叶植物

转化体系往往采用农杆菌携带目的基因转化愈伤组织，通过抗

性筛选得到转化植株，所以此实验不仅对大蒜深入进行生物工

程研究打下基础，而且对大蒜转基因体系的建立都具有重要应

用价值。

4    展望

随着生物技术手段的不断丰富，组织培养技术作为重要的

技术手段，为人类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而大

蒜的组织培养和快繁技术的完善使蒜苔和鳞茎产量有所增加，

高产量及质量的目的达到了。然而脱毒植株在实际应用中可能

再度感染，加之试管繁殖系数尚低，因而规模化生产技术还需

进一步研究。而将现代生物技术纳入大蒜植物的遗传改良和育

种程序，将会加速培育出高品质、高抗逆性、更有应用价值的

新品种，以满足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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