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农业科学 

兰州百合脱毒技术研究 

刘 芬，王发林 

(甘肃省农业科学 院 林果 花卉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以兰州百合为试材，通过茎尖、鳞片、种子、花丝等外植体培养，花丝培养结合热处理，对百合 

进行脱毒研究，结果表明，花丝较理想的诱导培养基为 MS+6一BA 1．0mg／L+IBA 0．5mg／L。 

花丝诱导出不定芽后，(37±2)。C热处理 28 d，切取(0．9±0．1)mm 茎尖培养，黄瓜花叶病毒 

(CMV)、百合无症状病毒(LSV)的一次性脱毒率均达 8O 以上 ，效果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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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百合 (Lilium davidii unicolor Cotton)是 

食用百合中的优 良品种 ，在 国内外享有盛名 。但在 

生产中由于长期采用无性繁殖扩大再生产 ，以及 昆 

虫传播等因素，使得植株病毒感染很普遍。王发林 

等口 通过病毒检测研究，确定了危害兰州百合的病 

毒主要有黄瓜花叶病毒(CMV)和百合无症状病毒 

(LSV)，感染率达 100％，且为 2种病毒 复合侵染。 

病毒感染后表现不 同程度的株体矮小 、叶色浅黄症 

状，造成品质下降、减产，严重影响着其经济价值。 

如何脱 除兰州百合主要病毒 ，恢复其种性，提高产量 

和品质，成为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百合脱毒的研究 国内外 均有报道 ]，但有 

关兰州百合脱毒技术研究及应用至今未见报道。本 

试验通过种子、茎尖、鳞片、花丝等外植体培养，花丝 

培养结合热处理，首次对兰州百合进行脱毒研究，以 

期找到一种适宜的脱毒途径和方法应用于生产 。 

1 材 料和 方法 

1．1 外植体建立 

1．1．1 花丝培养 田间选择 2年生外 观生长正常 

植株，剪取未开放花蕾(花蕾形成约 12 d)，用 中性洗 

涤剂处理后一流水冲洗 2Omin一在无菌条件下用 

75 的酒精消毒 1min一再用 0．2 的升汞溶液 

15 min处理灭菌一最后用无菌水 冲洗 6～8次 ，再用 

消毒滤纸吸干表面水分，用镊子夹开花瓣，将花丝 

整段接种于 MS附加 6一BA，2，4一D，IBA及 NAA 

等不同浓度激素的培养基上培养。 

1．1．2 茎尖培养 田间选择约 8．0cm 高的外观正 

常植株 ，剪取 2．0 cm茎尖茎段 ，洗衣粉水浸泡 5min 

后，用自来水冲洗 1 h后，7O 酒精浸泡 30 s，再用 

0．1 的 HgC1 溶液 12min灭菌处理，最后无菌水 

冲洗 6次，解剖镜下切取不同大小茎尖 (1．0～ 

1．5 mm ，0．8～ 1．0 mm，0．5～ 0．8 mm、0．3～ 

0．5mm，<O．3mm)，分别接种于培养基 A1(MS+6 
一 BA 0．05 mg／L+NAA 0．05 mg／L)上培养。 

1．1．3 鳞片培养 选择新鲜、无病斑的鳞茎，除去 

须根，剥取 中层近基端鳞 片，用洗衣 粉溶液充分洗 

涤，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将冲洗净的鳞片用 75 的 

酒精浸泡 1 min，然后用 0．2 的 HgC1z溶液 14min 

灭菌处理，最后用无菌水冲冼 5次后，将鳞片切成 

5mmx 5mrn的小块 ，内面朝上接种 于 MS+6一BA 

0．5mg／L+NAA 0．5mg／L培养基上，每 150mL三 

角瓶接种 8～15片 。 

1．1．4 种子培养 挑选饱满种子加入洗涤剂浸泡， 

流水冲洗 2～3h，在 75 的酒精浸泡 1min，再用 

0．2 oA的 HgC1 溶液灭 菌处理 12min，然后用无 菌 

水冲冼 5次 ，接种于 1／2MS培养基上 。 

1．1．5 花丝诱导不定芽结合热处理 将花丝诱导 

不定芽，转接于 MS+6一BA 1．5 mg／L+NAA 0．2 

～ O．5 mg／L继代培养基 上，置于光照培养箱 ，32℃ 

下适应 7d，(37±2)℃热处理 28d后，选择生长正常 

植株 ，无菌条件下剥取 0．8～1mlTl大小的茎尖，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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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A1培养基上培养 28 d。 

将 所 有 培 养 基 在 温 度 121℃ 下 高 压 灭 菌 

18min。培养条件为：温度 25～28℃，光强 1 500～ 

2000lx，光照时间 14h／d。 

1．2 病毒检测 

对于茎尖、种子、鳞片、花丝等诱导的不定芽以 

及花丝诱导不定芽后经 热处理后取 0．8～ 1．0 mm 

茎尖，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DAS— 

ELISA)进行 CMV，LSV病毒检测，参照古勤生的 

方法 ]。病毒试剂：百合无症状病毒(LSV)及黄瓜 

花叶病毒(CMV)，包被抗体和酶标抗体，均为美国 

Aagdia公司产品。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配比对花丝培养及诱导分化的影响 

由表 1可知 ，培养基为 MS+6一BA 0．5mg／L 

+2，4一D 0．5～2．0mg／L时 ，有 利于愈伤组织的产 

生，愈伤组织的诱导率为 83．33 ～93．33 ，但不 

利于不定芽的分化，分化率很低，仅为 0～8．33 ， 

且出现分化的不定芽颜色淡绿、基部膨大等不正常 

现象；采用 MS+6一BA 0．5mg／L+NAA 0．5mg／L 

和 MS+6一BA 1．0mg／L+NAA 0．5mg／L 2种培 

养基 ，尽管愈伤组织诱导率达到 83．33～86．67 ， 

分化的不定芽长势也较好，但分化率偏低，仅为 

15 ～ 26．67 ；MS+6一BA 1．0 mg／L +IBA 

1．0 mg／L培养基，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达 93．33 ， 

分化率也高，分化率达到51．67 ，但分化的不定芽颜 

色淡 绿，长 势 弱；MS+6一BA 1．0mg／L+IBA 

0．5 ／L培养基，愈伤组织诱导率中等，为45 ，芽分 

化率较高，为41．67 ，且分化芽色绿，长势强。 

2．2 不同外植体脱毒效果 

从表 2可知，用种子建立外植体的组培苗，2种 

病毒脱毒率最高，均为 100 。其次为花丝诱导不 

定芽经热处理后取 0．8～1．0mm茎尖培养，脱毒率 

达到 86．49 ～89．19 。花丝不定芽的脱毒率居 

中，为 43．48 9／6～52．17 。而茎尖脱毒，随着茎尖 

的增大，脱毒率呈下降趋势。茎尖大小在 0．3～ 

0．5 mm的范围内，LSV脱毒率可达52 ，CMV仅 

表 1 不同激素配比对花丝培养及诱导分化的影响(63d) 

外植体 样品数(个) 
带毒样品数(个) 脱毒率(％) 

LSV CMV LSV+CMV LSV CMV LSV+ C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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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菊花瘿蚊的生活习性，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防治措施。冬季培土育苗，春季提前移 

栽，以确保栽种无虫苗木；苗期摘除 虫瘿、适 时打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下一代虫口数量；保护寄生 

蜂越冬 、保存和释放越冬寄生蜂是利用有益生物控制瘿蚊发生的良好途径。 

关键词 ：菊花瘿蚊；综合治理 ；寄生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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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瘿蚊(Epimgia sp。)属双翅 目瘿蚊科，对 

目前大面积栽培的祁菊、怀菊、滁菊、毫菊等药用菊 

花品种及部分观赏菊花品种危害严重，在河南、河 

北、安徽、湖北等地均有发生。菊花瘿蚊以幼虫在菊 

花幼嫩部位形成虫瘿危害，虫瘿为菊花瘿蚊幼虫及 

蛹提供了良好的庇护场所，加之其世代重叠严重，较 

难防治。为此，对菊花瘿蚊的生活习性进行了详细 

的观察，并探索出一套相应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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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6％；0．5～0．8mm茎尖 ，上述 2种病毒 的脱毒 

率分别为 46．15％和 11．53％；0．8～1．0mm茎尖 ， 

2种病毒的脱毒率分别为 5．0 和 0．0；而在 1．04 

1．5 mm时，2种病毒的脱毒率全为 0．0。鳞片 2种 

病毒脱毒率均为 0．0。 

3 小结与讨论 

1)种子培养试管苗，脱毒率虽可达 100 (这与 

前人研究的结果 ，即大多数植物的种子不带病毒的 

结论相一致)，但用种子培养的实生苗培育兰州百 

合，可能产生变异。而变异 的大小和在生产 中的应 

用价值 ，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2)仅用花丝培养脱毒，效果一般 。而花丝诱导 

不定芽 热 处 理 结 合 茎 尖 培 养 ，切 取 长 度 0．8～ 

1．0mm的茎尖培养 ，2种病毒的一次性脱毒率可达 

到 80 以上，脱毒率较高，可操作性强，是一种比较 

理想的脱毒方法。其结合了花丝培养脱毒和热处理 

脱毒二者的优点，可应用于生产。 

3)在剥取大小为 0．3～0．8 mm 进行茎尖培养 

时，可脱除部分病毒，获得一定数量的脱毒不定芽， 

但脱毒率低，况且茎尖培养需依赖解剖镜，操作难度 

大，微小茎尖接种后又难 以成 活，此法一 般不易使 

用。鳞片不定 芽未 能脱 除病毒 ，其 原 因需 进一 步 

探讨 。 ’ 

4)花丝较适宜 的诱导培养基 为 MS+6一BA 

1．0mg／L+IBA 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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