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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植物组织培养中污染率过高，在科研和生产中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巨大浪费的现状，对植物组织培养污 

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试验结果表明：外植体各部位的菌类分布有一定的差异，新叶和芽带菌较少；培养瓶的瓶壁和封 口纸 

都能携带污染菌，成为污染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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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high pollution rate of plants in issue culture，which has caused great loss in material 

and reSOurc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duction．A systematic research has been made on the pollution of plants in tissue cul— 

ture．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various outer parts of bacterium with less on new 

leaves and buds．It also reveals that the bottle wails and sealing paper of culture bottles can carry germs that are one of the 

sources of pollu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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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祖花 Anthurium andraeannm Lind观赏价值、经济价 

值都非常高，但安祖花不易结实，且种子不易保存，常规的繁 

殖方法一般采用分株繁殖，但其肉质根系生长缓慢 、分蘖力 

差，用这种方法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组织培养被认为是商 

业生产中安祖花快速繁殖的最理想途径_1]。但组织培养过 

程中的污染原因是妨碍其快速繁殖的主要原因之一。 

针对此现状 ，本研究对安祖花组织培养过程中污染严重 

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分析产生污染的原因，希望找到一种 

适用于多种植物种类的方法，达到防治彻底、简单易行又不 

影响组织培养苗的生长分化的目标，以减轻组织培养过程中 

的污染率，为组织培养中控制污染的发生提供一定的理论参 

数和实践依据，促使组织培养技术得以普及推广。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植物材料 ：安祖花 2年生种苗‘火焰’。 

1．2 试验方法 

培养瓶各部位的菌类分布情况试验：在超净工作台上， 

对培养瓶的瓶壁(1)，瓶 口(2)、扎线处(3)、内纸(4)、外纸(5) 

用无菌棉擦后，把无菌棉放在无菌水中冲洗，然后把 PDA与 

处理后的无菌水混合制成平板放在 35℃恒温箱中培养。每 

一 个处理重复 1O次。培养 4d后取出，计算菌落数。 

植物体各部位菌类分布调查试验：将植物材料(幼嫩叶 

片、叶柄、成熟叶片、芽、根)用流水冲洗后 ，放在 7O 酒精中 

浸 30s，再在 0．1 升汞中浸 7min。在超挣工作台上常规接 

种_2]，接种后 ，放在培养室中培养，在 5、10、15、20、25d后调查 

污染率和杀死率。污染率( )一污染数／总接种数；成活率 

( )一成活数／总接种数；死亡率( )一死亡数／总接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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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污染茵类 的调查 

对培室中的不同季节组织培养苗的污染菌类进行 了系 

统的调查 ，调查结果如表 1。 

表 1 不同季节组织培养苗污染情况 

注 ：本表 调查茵类为 主要 污染茵类 ，其他 茵类不在统计 范围 内．每处 

理调 查 200瓶 

由表 1看出，在一年四季中，细菌污染差别不大，主要为 

红色细菌的侵染 ，每个季节都受到了白色真菌的污染。二者 

的污染率以夏季最高 ，达到了 49 ．同时还看出，无论细菌 

污染还是真菌污染，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单一菌种污染，混合 

污染瓶数较少。C．Leilert：等通过对百合和飞燕草组织培养 

苗的微环境的调查，认为不同种类的组培苗形成了不同的微 

环境，这种微环境只能适于某种或某几种微生物的生长。大 

多数情况下是每次接种一种植物，如果有的培养瓶内存在了 

污染，接种时没有剔除，那就不可避免造成了单一菌种污染 

的扩散。造成组织培养污染的菌类很多，但在所调查的材料 

中常见的菌类主要为青绿色、黑色和白色的真菌以及红色和 

黄色的细菌，因此它们是重点防范对象。 

2．2 污染源的分析及茵的分布 

2．2．1 培养瓶各部位的菌类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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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灭菌后放在培养室中待接种的培养瓶分别进行瓶内 

壁、瓶口、扎线处、内纸、外纸等处菌类分布调查嘲 ，调查结果 

见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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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培养瓶各部位菌类分布情况 

从图 1可以看出，经灭菌后的培养瓶在接种过程中产生 

的污染也是污染源之一。在 4月份和 6月份，瓶外壁的污染 

率都达到 8O ，带菌情况最严重 ，其次是外纸和扎线处：在 8 

月份和 12月份，外纸的平均污染率是 25 ，瓶外壁的带菌情 

况较轻，平均污染率为 1O 。封口膜的外纸带菌是因为培养 

瓶灭菌后在空气中重新污染造成的，当带菌的封 口膜放在超 

净工作台上时，从超净工作台吹出的无菌风遇到封口膜容易 

形成涡流造成污染扩散[4]。扎线处是阻止外界空气进入培 

养瓶的部位，此处气流交换非常缓慢 ，外界的菌类也相应地 

被聚集在此处。因此，在接种时，要尽量避免抖动封 口膜以 

及接种材料和接种工具与培养瓶外壁的接触 ，小心操作，减 

少因培养瓶带菌而造成污染。 

2．2．2 植物体各部位菌类的分布情况 

本试验采嫩叶、叶柄 、成熟叶片、根做外植体，每隔 5d调 

查一次污染率和死亡率。 

表 2 不同植物体各部位做外植体的污染情况(2007年 5月) 

嫩叶 o 30 

叶柄 1O 1O 

成熟 叶片 o 60 

根 o lOO 

注：表中A表示组织培养苗杀死率( )，B表示污染率( )。——一 

表示组织培养苗全部死亡。 

由表 2看出：用根作外植体，污染率最高，可达 100％。 

原因可能是根在栽培基质中受低下害虫、病菌危害的机会较 

多，污染菌就容易通过这些伤 口侵染到材料的内部，进行外 

植体表面消毒时不容易杀死材料内部的污染菌。 

用幼嫩叶片和腋芽作外植体污染率相对较少 幼嫩叶 

片和芽在空气中暴露时间短，材料表面的污染菌还来不及侵 

入到外植体内部，外植体表面消毒时，容易将其彻底杀死。 

根的杀死率是 0，污染率却达到了 100％。因此，在接种 

时，要根据试验条件，尽量选取所带污染菌少的新生叶和芽 

做外植体。 

3 讨论 

3．1 污染源的分析及菌的分布 

通过对外植体各部位的菌类分布情况调查后发现，用嫩 

叶和芽做外植体时接种成活率高于用成熟叶片和根做外植 

体的接种成活率。因此，在接种时，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选用接种成活率高的部位做外植体。对培养瓶的瓶外壁、瓶 

口、内纸、外纸和扎线处的污染菌类进行了调查 ，经调查发 

现，培养瓶也是接种过程中的污染源之一。在 4月和 6月， 

瓶外壁的带菌情况最严重，其次是外纸和扎线处。因此 ，在 

接种过程中要尽量避免抖动封口膜和防止外植体接触瓶壁。 

培养瓶灭菌后，应尽快放入接种室备用。 

3．2 植物组织培养苗污染 的防治措施 

植物组织培养苗的污染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外植体本 

身带菌、环境灭菌不彻底、操作过程不严格等。因此，防止组 

织培养苗污染也应从多方面考虑，保证每个环节的正确进 

行。外植体材料一的表面或内部都有可能携带杂菌，这些杂 

菌与培养基接触后，就会很快的繁殖，致使组织培养生产造 

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影响无菌外植体建立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除了人为的因素以外，还与外植体的获取地点、季节和外 

植体的本身特性有关，所以选择合适的外植体对植物组织培 

养快繁是十分重要的。通常选取带菌较少的幼嫩的叶、叶 

柄、等材料做外植体。由于外植体材料本身的特性不同，有 

的外植体很难获得无菌组织培养苗。 

对于少量试验材料的污染可以采用物理方法挽救污染 

组织培养苗。物理方法包括挖除污染培养基、转移未污染外 

植体和切除污染材料，这三种方法中切除污染材料的效果最 

差，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在切除过程中容易产生操作 

污染。挖除污染培养基的方法比转移未污染外植体的方法 

更好一些。采用物理方法的关键是一定要彻底清除污染的 

部分，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4 结论 

4．1 以叶、新芽、叶柄和根作外植体，接种成活率从高到低 

依次是叶、芽、叶柄和根。试验中所用的叶和叶柄都是新叶 

和新生叶柄 ，由此可见 ，外植体所带的污染菌类与外植体在 

空气中暴露的时间密切相关 。 

4．2 对培养瓶各部位 的菌类分布情况调查发现，培养瓶的 

瓶外壁、外纸和扎线处是操作过程 中重要的污染源。因此， 

培养瓶灭菌后，应尽快运送到接种室。在接种过程 中，尽量 

避免抖动封口膜，动作要轻、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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