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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分生组织培养的染色体遗传稳定性研究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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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州大学 农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选取改良蒜、金堂早蒜、彭县晚熟、苍山蒜和欧引O1等5个不同生态型大蒜的分生组织，在Ms固体培养 

基上进行培养，并对培养的后代进行染色体倍性鉴定。结果表明，茎尖分生组织诱导出幼芽的细胞染色体二倍体 

率保持在96．7％一100．O％；增殖芽的细胞染色体二倍体率保持在93．7％一100．O％；生根阶段根尖的细胞染色体二 

倍体率保持在93．3％～100．O％；再生植株的染色体数日基本没有变异，二倍体率在93．7％～10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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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romosome hereditary stability of the garlic tissues of dividing and growing when cul- 

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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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ve different ecotypic garlic cultvars(gailiang garlic，Jintang early garlic，Pengxian late—maturing，Cangshan 

garlic and Europe 01)were ehoosed to catch the tissue of dividing and growing，it is cultured at the solid MS medium，and 

chromosome times are identified in later generation+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chromosome does not change 

basically in bud which comes from tissues of dividing and growing in stem sharp，in proliferation stage of bud，in taking 

root stage and in recycling plants．the liploid rate is between 93．7％ and 100．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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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培养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保存与快速繁殖稀有、珍贵物种，保存种质资源。但是大量的研究结 

果表明，在组织培养过程中，被培养物种会发生高频率的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在细胞水平上表现为染色体 

数目和结构与母体植株相比有不同程度的变异，不能保持物种正常的遗传稳定性。大蒜是重要的蔬菜作 

物之一，在世界上种植范围很广，但是大蒜由于花器退化，不能进行有性繁殖。现在资源保存和新品种选 

育均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和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筛选技术，关注和研究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的遗传稳定 

性有积极的意义。迄今为止，对大蒜这方面的研究报道很少。本试验研究了大蒜的分生组织在组织培养 

过程中及再生植株的细胞染色体数目变异情况，以期为大蒜种质资源的保存理论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本试验所用大蒜Allium．sativum L．品种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大蒜种质资源课题组提供。品 

种选用主要考虑不同的生态类型及生产上常用(见表1)。 

本试验所用5个品种的待用大蒜蒜头，在使用前均按照四分法取样，然后置于培养皿中并加少曼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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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根，取根尖进行染色体观察，确定其是符合要求的二倍体(2n=16)材料。 

表1 供试大蒜品种、生态类型及来源 

Tab．1 Garlic cultivars and their ccotype and sources in the experiment 

1．2 培养方法 

供试大蒜鳞茎先在4 下贮存7d，然后取出，经表面消毒后，解剖镜下切取长度为0．5mm的带叶原基 

的分生组织，接种在培养基上进行芽诱导。培养50d后，取3个幼芽进行细胞染色体检测；将剩余诱导出 

的幼芽转入增殖培养基进行增殖培养，50d后统计芽的增殖情况，鉴定增殖芽细胞的染色体；选取发育良 

好的增殖芽转人生根培养基生根，28d后统计生根情况，同时鉴定根尖细胞的染色体；将发育完整的再生 

植株转移培养，30d后鉴定再生植株的染色体。 

芽诱导基本培养基为MS，附加IAAI．0rag·L～、6一BA1．0mg·L～。增殖培养基为MS+IAA0．5mg·L + 

6一BA2．0mg·L～；生根培养基为MS+NAA0．2mg·L一。 

培养条件：培养温度为(25 4-1)oC；光[照]度为2支40W的日光灯；光照时间：每天 10h。 

1．3 染色体鉴定 

将待检材料置入饱和对氯二苯溶液中预处理2h，然后取出，用无菌水冲洗2～3次；放入卡诺氏固定 

液(无水乙醇：冰乙酸=3：1)中低温(4~C)固定20h取出，用无菌水冲洗2次；放人1MHC1中，在60 下 

解离10min，取出用2％的醋酸洋红染色30min，压片；在Olympus显微镜下观察、鉴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芽诱导阶段的染色体数目 

将5个品种的分生组织直接接种在诱导芽的培养基上，观察统计幼芽的形成和生长情况，50d后取3 

个幼芽鉴定细胞染色体的倍性，结果见表2。 

表2表明，供试5个品种的茎尖分生组织在培养50d后，不断膨大和伸长形成一个绿色幼芽，出芽率 

因品种不同而不同，其中金堂早蒜出芽率 100％；彭县晚熟出芽率只有58．3％；其余 3个品种的出芽率界 

于二者之间。没有出芽的部分外植体形成颗粒状的愈伤组织。对幼芽的染色体鉴定结果表明，新生芽细 

胞染色体基本没有变异。 

表2 芽诱导及细胞染色体鉴定 

Tab．2 Bud induction and chromosome identification in cells 

2．2 芽增殖阶段的染色体数目 

将前面培养并诱导出幼芽的分生组织一同转入增殖培养基进行芽增殖培养，50d后统计芽的增殖情 

况。在芽增殖过程中，取5个增殖芽鉴定其细胞的染色体，结果见表3。 

表3表明，分生组织在诱导增殖时，其成芽能力因品种而异，5个品种平均每块增殖的幼芽数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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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金堂早蒜最高(5．8)，彭县晚熟最低(4．6)。取5个所成芽对其细胞染色体鉴定发现，金堂早蒜和欧引O1 

的细胞染色体均是二倍体；改良蒜细胞染色体的二倍体率为93．3％；彭县晚熟和苍山蒜细胞染色体的二倍体 

率为96．7％，染色体数目变异很小。 

表3 芽的增殖和细胞染色体鉴定 

Tab．3 Bud proliferation and chromosome identification in ceHs 

2．3 生根阶段的染色体数目 

将增殖的幼芽转入生根培养基诱导生根，生根过程中，取5个根尖进行染色体鉴定，28d后统计生根情 

况，结果见表4。 

表4表明，5个品种增殖芽生根正常，平均每芽生根数在2．4—3．4。生根阶段的染色体鉴定表明变异很 

小，改良蒜和欧引Ol的根尖细胞染色体中二倍体细胞占鉴定总数的96．7％；金堂早蒜和苍山蒜的根尖细胞 

染色体中二倍体细胞占鉴定总数的93．3％；彭县晚熟所鉴定的根尖细胞染色体中100％是二倍体细胞。 

表4 每芽生根数和细胞染色体鉴定 

Tab．4 Number of root per bud and chromosome identification in ceHs 

2．4 再生植株的染色体数目 

将再生植株转入基本培养基中让其继续生长28d，然后观察试管苗的形态，在5个品种中均没有明显 

的变异发生。根尖压片观察，其染色体数目基本保持稳定，绝大部分(／>93．3％)为正常的二倍体细胞(2凡 
= 16)，只有极少数(≤6．7％)非整倍体细胞出现，变异率很低。总的看来，利用直接诱芽途径再生植株很 

少有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发生，能较好地保持其遗传稳定性。 

3 讨 论 

3．1 关于源植株的染色体倍性水平与体细胞无性系变异。一般而言，多倍体材料更易发生染色体数目和 

结构变异；而基因突变在二倍体和单倍体中更易表达，但多倍体则能更好地存活。首例sV研究的重要报 

道之一是关于在甘蔗愈伤组织培养中发现的变异，愈伤组织系在生长习性和颜色方面都有所不同，后来发 

现它们具有不同的染色体数目，同样的差异也在其再生植株中注意到  ̈J。在苜蓿Medicago sativa L．组 

织培养中，Bingham等 发现二倍体品种再生植株中最常见的染色体变异是自发加倍现象，而从愈伤组织 

或原生质体再生的植株除染色体加倍外，还有非整倍体和某些染色体结构变异。在比较二倍体、四倍体和 

六倍体小麦细胞悬浮培养中，二倍体最稳定而六倍体最不稳定，即使在同一倍性水平下，不同基因型的遗 

传稳定性也不同 j，在二倍体的禾本科作物中，大麦中的sV较少，但在裸麦中则很广泛 。这种差异 

可能与其交配行为(大麦自交而裸麦异交)与DNA序列有关。除染色体倍性外，基因组中染色质含量与 

扩增序列，可转位因子的存在与否都可能与SV有关，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验证。本试验材料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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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体大蒜，因试验并没有经过愈伤组织阶段，所以其结果也未发现染色体的加倍现象，即使不同基因型的 

大蒜结果也如此。 

3．2 关于外植体的来源与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相关研究以菠萝无刺卡因种 Mitsubishi品系为材料，分别 

从顶芽、腋芽和果实不同外植体上诱导出团状愈伤组织，经7～14个月的继代培养后均再生了植株，但以 

果实为外植体的所有的再生植株均发生变异，顶芽的有7％发生变异，腋芽的变异率为34％。在花椰菜上 

观察到同样的现象。据报道，由花椰菜根诱导的不定芽和再生植株中有不少变异体，而从顶端分生组织 

(菜花)产生的400个再生植株上基本没有变异。刘进平等 也综述到，从外植体来源考虑，取腋芽、茎尖 

和分生组织进行培养要比从无分生组织功能的叶、根、细胞和原生质体培养产生的变异少。即便从Nicoti— 

ana alata Link&Ottok叶外植体上不经愈伤组织培养直接再生的不定植株，在诸如花形、叶形、株高以及 

花粉活力和染色体数目上都存在很大的变异 “J。在菊花Chrysanthemum培养中，从花瓣再生的植株中 

比从花梗再生植株表现更为多花，同时有很高的异常频率  ̈ 。在天竺葵Pelargonium的组织培养中 ， 

茎段再生植株与对照一致，但从根和叶柄的再生植株则表现形态变异 引̈。本试验以大蒜鳞茎为试材，取 

分生组织进行培养，结果发现再生植株的染色体基本没有变异，至于和前人在其他作物上的研究结果相互 

印证的问题，则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3．3 植株再生的方式。在组织培养过程中，外植体通常有3种方式可以实现植株再生，即通过愈伤组织 

分化不定芽的方式再生、通过分化胚状体途径再生和通过茎尖或分生组织培养增殖侧芽再生。愈伤组织 

培养由于经历脱分化和再分化等变化剧烈的过程，因而常与 sV联系起来，以致于将第一例愈伤组织培养 

产生的变异体称为“愈伤组织无性系(calliclones)”。但其他途径也有不少变异发生，Evans等  ̈报道利 

用Nicotiana alata Link&Ottok叶外植体上不经愈伤组织培养直接再生的不定植株，在诸如花形、叶型、株 

高以及花粉活力和染色体数目上都存在很大的变异。一般认为，通过愈伤组织分化不定芽的方式再生的 

植株变异多，通过分化胚状体途径再生的植株变异较少，通过茎尖或分生组织培养增殖侧芽可以保持基因 

型基本不变，本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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