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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茎尖分生组织培养技术，获得了大蒜无病毒试管苗。通过激素配比试验，筛选出最佳的 

培养基组成，进行脱病毒苗的快速繁殖。结果表明：诱导茎尖出芽的最适培养基为 Ms+6一J弧 1．5 

ingiII +NAA 1．0mg／I ，诱导生根的最适培养基为MS+IAA 2．()mg／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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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rus—free materials of Allium “￡ J“7， 1 ．were el】tained from in vit ro shoot tip tissue 

eulture．A series of optimization experiments for concentration (】f hormones were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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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为 合科葱属植物，蒜头、蒜苗、蒜整均 

做蔬菜。大蒜 内禽丰富的硒 、锰 、锗等元素， 独特 

的杀凶和保健功能，对防癌、抗癌f】‘一定的作川。目 

前 ，J1 J人蒜制取的药川品有维生素 C(抗坏 酸)稳 

定剂、亟金属解毒剂、蛋 白酶抑制剂、生发剂等 ]。 

大赫 i生产上采川鳞茎无性繁殖，长期以来 由于 

病毒痫的危害，鳞茎退化现象严重，导致产量下降。 

品质变劣 ／f 少学者埘人蒜进行过组织培养研 

究 ～ 。H前，旧内外许多研究者认为，通过对大蒜 

茎尖分生组织的培养，“f有效脱去大蒜体内的病毒， 

筛选出无病莓植株。 

l 材料与方法 

I．1 供试材料 

大蒜品种为杞县雍F1大蒜、宋城大蒜和苍⋯蒜。 

1．2 试 验 方 法 

1．2．1 材料准备 取通过存化、无病无 变的大蒜 

瓣放入加柏 洗洁精的自来水中浸泡 10rain，然后川 

自来水冲净，在超净台上将大蒜瓣横切成2段，将 

茎尖的 1段放入 5 的次氯酸钠溶液巾浸泡 20min， 

后 无菌水冲洗 3～5次 。在解洲镜下剥取 0．2HIHI 

的茎尖 ，接入诱导培养基，旨于 1 500～2 500Ix的光 

照条什下培养，光照时l 为】Oh／d，温度为 25 c。 

1．2．2 诱导茎尖⋯芽培养琏 在 MS基本培养基 

中，添加不同浓度的 NAA，6_l A．共 1O个组合。① 

MS；②MS t 6·．HA 0．5rag／'1 +NAA 0．5mg／I ；③MS+ 

6-BA 0．5rag／I +NAA 1．0rag／l ；④ MS}6“。。BA 0．5 

mg／I f NAA 2．Omg／I ；( MS+6 BA I．0mg／I ⋯t 

NAA 0．5lIl{~，／I ；⑥MSq一6 13A 1．Omg／I +NAA 1．0 

mg／l ；⑦MSq 6-BA 1．0trig／ I 十NAA 2．0rag／I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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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6_ElA1．5rng／L+NAA 0．5rag／L⑨MS+6_E 1．5 

皿喀／L+NAA 1．0mg／L ⑩ MS+6一BA 1．5mg／L+ 

NAA 2．0mg／I 。pH值 5．8，蔗糖 30g／L，琼脂 8g／ 

L。每个组合接种 1O瓶，每瓶接种 4个茎尖，对照 

为 MS。培养 4周后统计发芽数，计算出发芽率。 

1．2．3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在 MS基本培养基上， 

添加不同浓度的IAA，6-BA的激素组合，共 1O个 

处理。①MS；②MS+IAA 0．5mg／I ；③MS+IAA 

1．0mg／I ；④MS+IAA 2．0mg／L；⑤MS+6-BA 0．5 

mg／I +IAA 0．5mg／L；( MS+6一BA 0．5mg／L+ 

IAA 1．0mg／L；⑦MS+6书A 0．5mg／I +IAA 2．0 

mg／L；⑧MS+6—BA 1．0mg／i +IAA 0．5mg／L；⑨ 

MS+6一B 1．0rag／L+IAA 1．0rag／L；⑩MS+6一 

PA 1．Omg／L+IAA 2．0mg／L。pH值 5．8，蔗糖 3O 

g／L，琼脂 8g／I 。将 1～2cm高的芽外植体转入不 

同的生根培养基中。每个组合接种 5瓶，每瓶转入 

4个外值体，置于 1 500～2 5001x的光照条件下培 

养，光照时间为 loh／d，温度为 25℃，培养 3周后统 

计生根苗数，计算生根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配比对大蒜茎尖芽诱导率的影响 

以MS为基本培养基进行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 

的不同配比对茎尖诱导率影响的试验，结果见表 1。 

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不同基因型的大蒜品种在同 

一 种培养基中的茎尖诱导率不同，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说明基因型对大蒜茎尖的 

诱导率有着极显著的影响；苍山蒜的诱导率比杞县 

雍白大蒜和宋城大蒜的诱导率高，说明苍山蒜 比宋 

城大蒜和杞县雍白大蒜容易培养。同一个品种在不 

同的激素组合中的诱导率的差异也达到极显著水 

平，说明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大蒜茎尖的诱导率产 

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所有的处理组合都与对照有显 

表 1 诱导茎尖出芽培养基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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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差异。当6书A浓度为 0．5mg／L时，茎尖诱导 

率随 NAA浓度的增加而降低；当 6-BA浓度为1．0 

mg／L时，茎尖诱导率随 NAA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当 6-BA浓度为1．5mg／L时，茎尖诱导率随 NAA 

浓度的增加是先升高后降低。⑨号培养基即 MS+ 

6书A 1．5mg／L+NAA 1．0mg／L诱导茎尖出芽效 

果最好。 

2．2 不同激素配比对大蒜试管苗生根率的影响 

以 MS为基本培养基进行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 

的不同配比对试管苗生根率的影响试验结果见表 

2。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同一基因型品种在不同激素 

组合上的生根率有着显著的差异，说明不同激素及 

不同的激素浓度组合对试管苗生根率有着显著的影 

响。处理组合④对试管苗的生根诱导率较其他的组 

合高，说明④号培养基的诱导效果较好。不同基因 

型品种在同一种培养基中试管苗生根率的差异没有 

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基因型对试管苗的生根诱导率 

的影响较小 。 

表 2 不同大蒜品种在不同激素组台中的生根率 

培养基 生根率( ) 

杞县雍白大蒜 宋城大蒜 苍山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3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利用大蒜茎尖诱导出芽最适培 

养基为 MS+6一BA 1．5mg／L+NAA 1．0mg／L，诱 

导生根的最适培养基为 MS+lAA 2．0mg／L。生根 

后形成试管苗后，通过对试管苗的病毒检测，选择不 

带病毒的植株，移栽得到小鳞茎。这种方法可有效 

去除大蒜的病毒，恢复其种性，是改良大蒜品种的一 

条很有希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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