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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7份高梁 自交系幼胚为外植体，研究了不同基因型对组织培养的反应和植株再生的差异。结果表 

明：不同高梁基因型间愈伤组织诱导率没有明显差异，但胚性愈伤组织百分率、不定芽分化率以及再生频率有 

明显差异。其中YN336A、YN267R、YN510R和 YN338A的再生效果较好，其不定芽发生率、不定根发生率及移 

栽成活率分别为64．4％～72．8％，76．2％ 一100．0％和 36．3％ 一80．0％。对只生根不生芽的基 因型，加入 1— 

2 mg／LKT有明显抑制生根、促进生芽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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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plants of irnmature embryos of seven genotypes of sorghum inbred lines were examined for 

their response in tissue culture and plant regeneration．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induction frequency among different genotypes，but the~equency of regenerable callus for— 

mation，shoot regeneration and plant regene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YN336A，YN267R，YN510R 

and YN338A showed good performances under regeneration cuhure conditions，frequency of shoot form a— 

tion，root formation and transplant survive was in the range of64．4％ ～72．8％ ，76．2％ ～100．0％ and 

36．3％ ～80．0％ ，respectively．For the genotypes that rooted rather than shot，1～2 mg／L KT could el- 

fectively inhibit rooting and promote sh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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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遗传转化需要高效率的细胞、组织培养 

和植株再生系统。高粱是全球仅次于小麦、水稻、 

玉米、大豆、马铃薯的第六大重要作物。然而，高 

梁是目前公认的最难建立植物无性组织或器官再 

生体系的作物之一[ 。各国学者以高粱未成熟 

胚、成熟胚、幼穗、茎尖、种子、幼叶、花药等不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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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或组织为外植体相继开展了组织培养研究工作 

并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但高梁外植体培养最 

多、最成功、研究工作开展得较早的是未成熟胚培 

养。1977年，Gamborg等 首次以高梁的幼胚为 

外植体，诱导出愈伤组织，并获得了高梁再生植 

株。高梁的组织培养受基因型影响较大，而且仍 

存在着愈伤组织诱导频率不高、胚性愈伤组织在 

继代过程中出现褐化、水样化、胚性丧失等问题。 

本试验采用高梁优良自交系幼胚为外植体，研究 

愈伤组织的诱导、继代培养以及植株再生，其结果 

可为下一步遗传转化和分子育种研究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 材 料 为 7个 高粱 自交 系：YN336A， 

YN267R，YN510R， YN338A，YN507R，YN323A， 

YN213R。 

1．2 试验方法 

1．2．1 高梁幼胚的愈伤组织诱导及植株再生培 

养 授粉后 15～18 d取高梁幼嫩种子用自来水 

冲洗，在超净工作台上用700 mL／L酒精表面消毒 

30 s，用无菌水冲洗2次，再用 1 mL／L的 Hgcl2浸 

泡 3 min，并用无菌水冲洗 4次。在超净工作台 

上用眼科镊子剥去种皮，取出幼胚，将幼胚盾片朝 

上接种于诱导培养基(MS+2，4．D 2 mg／L+KT 

0．5 mg／L+蔗糖 30 g／L+琼脂 6．8 g／L，pH值 

5．8)上。每个三角瓶 中接种 6～10个幼胚，在 

27 cI=光照培养箱中进行暗培养。20 d后将愈伤组 

织转移到继代培养基(MS+2，4．D 1．0 mg／L+KT 

0．5 mg／L+蔗糖 30 g／L+琼脂 6．8 g／L，pH值 

5．．8)，每14～20 d继代 1次。继代培养 6个月后 

将愈伤组织转移到分化培养基 (MS+脯 氨酸 

1．0 mg／L+PVP 1．0 g／L+蔗糖 30 g／L+琼脂 

7．2 g／L，pH值 5．8)，在光照培养箱内进行光培 

养，培养温度27 cI=，光照时间16 h／d。待再生苗长 

至约 5 em高时转移到生根培养基 [1／2 MS(大量 

元素和微量元素减半)+PVP 1．0 g／L+蔗糖 

20 g／L+琼脂6．8 g／L，pH值 5．8]中进行根的诱 

导。生根培养完成后进行炼苗移栽。为了防止移 

栽后根部被土壤微生物污染，栽苗前对土壤进行 

高压灭菌。 

1．2．2 细胞分裂素对胚诱 导分化 的影响试 

验 对在无激素分化培养基中只生根不生芽的 

YN507R进行了生芽诱导，在原无激素的分化培养 

基成分上分别添加 0．5，1．0，2．0 mg／L的KT，观察 

其对胚诱导分化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基因型对高粱组织培养的影响 

供试的7个高梁自交系幼胚在诱导培养基上 

均可以诱导出黄白色愈伤组织，愈伤组织诱导率 

均在95％以上(表 1)，说明本试验采用的诱导培 

养基广泛适用于不同高梁基因型幼胚愈伤组织的 

诱导。但继代培养 6个月后，7个高梁 自交系愈 

伤组织的性质有了明显差异，YN267R和 YN336A 

形成了较多的结构致密的黄白色胚性愈伤组织， 

YN213R的胚 性愈 伤 组织 百 分率 不 到 50％， 

YN323A从诱导愈伤组织初期到继代培养后期始 

终未形成胚性愈伤组织，而是形成了结构松散的 

水样化的非胚性愈伤组织，最后全部死亡。在分 

化培养基上，YN213R和 YN507R只生根不生芽， 

其余基因型的不定芽发生率为 64．4％ ～72．8％ 

(表 1)。 

将在分化培养基上形成不定芽的幼苗转移至 

生根培养基上诱导生根，结果不同基因型高梁幼 

苗都形成了较好的根系，但其移栽成活率却有较 

明显的差异，YN267R的移栽成活率最低，其次是 

YN336A和 YN510R，YN338A的移栽成活率最高 

为 80％(表 1)。 

在组织培养过程中，经常发生愈伤组织坏死 

并向培养基释放出深褐色或紫色色素的现象。从 

不 同基 因 型的表 现来看，自交系 YN267R和 

YN323A的褐化较轻，YN507R和 YN213R的褐化 

则比较严重(表 1)。Takashi HagioE J研究表明，厨 

培养基中加入 1．0 g／L的PVP可以较好地控制这 

种褐化现象。在本试验中，向继代、分化和生根培 

养基加人 1．0 g／L的 PVP，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中对生根培养基防止褐化效果最为明显(数据 

未列 出)。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Jilin Agricultural Urdversity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58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2007年 6月 

表 1 不同基因型对高粱组织培养的影响 

Table 1．Effects of genotypes on sorghum tissue culture 

注：“+”轻度褐化；“++”中度褐化；“+++”严重褐化 

Note：“+”indicates light degree of released brown pigments；“+ +”indicates medium degree of released brown pigments；“+ + +”indicates ex． 

cessive degree of released brown pigments 

2．2 KT对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 

在本试验中，大部分高梁自交系在无激素培 

养基中能够生芽，如 YN336A、YN267R、YN510R和 

YN338A，但有些基因型在无激素培养基中只生根 

不生芽，如 YN507R。在原培养基成分的基础上分 

别加入0．5，1．0，2．0 ms／L KT，对 YN507R进行培 

养，结果发现愈伤组织在加入 0．5—ng／L KT的分 

化培养基 中仍然只生根不生芽，而在加入 1．0， 

2．0—ng／L KT的分化培养基中愈伤组织很快转绿 

并生芽，说明在不定芽诱导过程中 KT起着关键 

的作用。将其转移到生根培养基进行生根诱导后 

移栽于土壤，得到了再生植株(表 2)。 

表 2 KT对芽诱导的影响 

Table 2．Eff ects of KT on shoot formation 

3 讨 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不同基因型的高梁自交系 

形成胚性愈伤组织以及不定芽的能力有较大的差 

异。因此，进行高粱的遗传转化时应对不同基因 

型的材料进行组织细胞培养能力筛选，找出最好 

的基因型用于遗传转化。综合出愈率、胚性特点、 

分化能力、褐化程度和移栽成活能力等几方面的 

表现，可以认为 YN336A、YN510R和 YN338A的幼 

胚对组织培养的反应较好，可作为基因转化的理 

想受体材料。 

不定根和芽分化的顺序对植株的再生有重要 

影响，如果愈伤组织先分化出不定根，则几乎不可 

能再分化出芽。反之，形成芽后愈伤组织却能在 

生根培养基上长出根来，形成完整的再生植株。 

因此，有效地诱导芽分化是提高植株再生率的重 

要环节。植物激素对于组织培养中器官或胚状体 

的分化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本试验结果表明 KT 

在高粱不定芽诱导过程中起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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