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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Z在 番 木 瓜 组 织 培 养 中 的 应 用 研 究 

范鸿雁 何 凡 林 松 华 
(1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 海口 

番木瓜 Carica papaya L．果实营养丰富，具有 

较高的食疗保健价值和工业价值，经济价值较高 ，是 

当前发展热带高效农业非常看好的重要推广项 目和 

热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项 目之一。近年来广东 、广 

西、福建、海南和云南等省区番木瓜的栽培面积大幅 

度增加。但由于番木瓜实生苗的株性及花性复杂， 

其农艺性状包括花性、果形 、果肉颜色等受温度影响 

变化较大L1]。因此，通过组织培养技术生产株性稳 

定的两性株，是解决番木瓜实生苗株性及花性不稳 

定，提高番木瓜产量及抗病性的有效措施[2]。 

TDZ(苯基 噻 二 唑基 脲 ，N-phenyl-N—l，2，3一 

th．diazol一5一ylurea，Thidiazuron)是一种新型 的植物 

生长调节剂，具有促进愈伤组织生长[3]，打破果树休 

眠，促进萌芽_4 等功效，目前尚未见到 TDZ用在番 

木瓜组培上的报道。因此 ，本文在 已有的番木瓜组 

培研究基础上，通过 TDZ对番木瓜诱导和生根培养 

的研究，探索其对番木瓜不定芽和不定根生长的影 

响，为番木瓜的组培工作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 验材料 

试材为番木瓜“穗中红 48”实生苗幼苗、无菌试 

管苗，由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提供。 

供试试剂包括无机试剂：硝酸氨(NH NO。)、硝 

酸钾(KNO。)、氯化钙(CaC12)、硫酸镁(MgSO )、硼 

酸(H。BO。)、活性炭(AC)等；有机试剂：肌醇、烟酸、 

盐酸吡哆醇、盐酸硫胺素、甘氨酸等；植物生长调节 

剂：苯基噻二唑基脲(TDZ)、萘乙酸(NAA)、6-苄基 

嘌呤(6-BA)、糠氨基嘌呤(KT)等。均 由海南省农 

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提供。 

1．2 试 验方法 

1．2．1 不定芽的诱导培养 采用 L。(3 )正交表布 

置试验设计，试验中各因素水平选择其常见的剂量 

水平；切取消毒后长约 0．5 cm的顶芽或侧芽，每次 

接种 5O个芽，1O瓶，重复 3次，接种 4周后统计结 

果；所有培养基均用琼脂 6 g／L固化，pH值为 5．8， 

用常规方法灭菌。计算萌芽率时接种的总芽数 已减 

去了污染的外植体数。 

萌芽率( )=(萌芽数／接种总芽数)×100 

敏 李向宏 何 舒 彭潮南 
571100；2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种苗组培中心) 

1．2．2 不定根的诱导培养 采用 L。(3 )正交表布 

置试验设计，试验中各因素水平选择其常见的剂量 

水平；选取培养了2O～25天、生长健壮的不定芽，切 

取 i～i．5 cm长的茎尖 ，每次接种 5O个不定芽，lO 

瓶，重复 3次，接种 4周后统计结果；所有培养基均 

用琼脂 6 g／L固化，pH值为 5．8，用常规方法灭菌。 

生根率( )=(生根芽数／接种总芽数)×100 

平均生根数( )=(总根数／接种总芽数)×100 

培养温度均为 25～28℃，光照 12小时／天，光 

照强度 2 000 Lx。 

2 结果与分析 

2．1 TDZ对番木瓜不定芽诱导的结果 

试验结果 表明 ，TDZ 0．25～0．50 mg／L对不 定 

芽的诱导效果较好 ，与 TDZ 0．75 mg／L达到极显著 

差异 ，即 3／zMS+ TDZ 0．25 mg／L、3／zMS+ TDZ 

0．25 mg／L+BA 0．2 mg／L+NAA 0．1 mg／I +KT 

0．05 mg／L 和 3／2MS+ TDZ 0．50 mg／I + BA 

0．2 mg／L+NAA 0．2 mg／L对不定芽诱导萌芽率 

均达到 63．0 以上 。愈伤组织 形成量 与 TDZ浓度 

成正比，浓度达到 0．75 mg／L时愈伤组织大量生 

长，导致不定芽无法生长，芽点变黄，部分坏死。直 

观分析结果，TDZ 0．25 mg／L时形成丛生芽，芽粗 

壮，生长正常 ，且仅有微量的愈伤组织，对不定芽的 

生长和增殖无影响。因此，正交试验获得的优化培 

养基配方为；3／2MS+TDZ 0．25 mg／L，该配方获得 

了试验的最高萌芽率 74．5 ，最有利于不定芽的诱 

导培养(见表 1)。 

2．2 TDZ对番木瓜不定 根诱 导的 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经过 2O～25天培养之后，G1、 

G2诱导不定根的生根率与其他处理均达到了极显 

著差异，其中直观分析结果 ，正交试验获得的优化培 

养基配方为：MS+BA 0．1 mg／I +NAA 0．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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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0．2 (G2)。含有 TDZ的处理组合 与不含 

TDZ的处理组合相比，生根率明显偏低，难 以生根， 

含有高浓度的TDZ处理组合促使不定芽严重玻璃 

化及其基部产生大量愈伤组织，致使根系无法生长 

说明 TDZ对番木瓜诱导生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或生成海绵状根，使其无法移栽(见表 2)。 

表 1 TDZ对番木瓜不定芽诱导培养结果 

注：培养基中添加物单位为 mg／L；表中数据均为 3次重复的平均值；采用 F测验，Duncan’s多重比较， 
当 Alpha=0．01处理时，表示差异达极显著，用大写字母表示。表 2同。 

表 2 TDZ对番木瓜不定根诱导培养结果 

注：活性炭(Ac)用量为培养基总量的百分比，其余单位为mg／L。 

3 讨论 

低浓 度 TDZ对 芽 (侧 芽)萌发 和不定 芽 的萌发 

及诱导产生促进作用，极低浓度的TDZ就能促进组 

织中心部位的生长，且芽再生效应与其他细胞分裂 

素相当 ，但高浓度 TDZ诱导大量愈伤组织产生， 

抑制了不定芽的正常生长 。 

本研究 中不 定 芽诱 导 生根 的结 果 表 明，含 有 

TDZ的处理与不含 TDZ的处理相 比，生根率明显 

偏低，难以生根；同时，高浓度 TDZ促使不定芽严重 

玻璃化及其基部产生大量愈伤组织，致使根系无法 

生长或生成海绵状根。因此，TDZ这种强细胞激动 

素不适合用于番木瓜不定根的诱导，其对诱导生根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也有报道称，在其他植物组 

织 培 养 过 程 中未 观 察 到 TDZ对 不 定 根 生 成 的 

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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