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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在植物组织培养中控制污染的应用 

王黎波，李晓燕 

(辽宁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辽 宁 大连 116029) 

摘要：综述了近年来抗生素在植物组织培养污染防止中应用的研究进展。主要对植物组织培养中对外植体的 

处理、培养基中添加抗生素后对植物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开发出既可作为污染菌抑制剂又可对植物生长 

进行调控的抗生素将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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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是微生物在代谢过程 中产生 的，在低 

浓度下就能抑制它种微生物的生长和活动 ，甚至 

杀死它种微生物⋯。自抗生素发现以来，以其高 

效低毒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和作为动物饲料添加 

剂 ，但在植物上 的应用甚少 。随着人们对抗生素 

作用机理的了解，抗生素也开始应用于植物，并取 

得了显著效果。尤其是医用抗生素在防止植物组 

织培养中的污染问题方面 ，应用得更为广 泛。目 

前，国内外对植物组培污染 防止方面 的研究成果 

都 比较丰富。本文将有关抗生素对防止植物组织 

培养污染问题做一综述 ，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 

参考。 

1 抗生素对外植体的预处理 

组织培养中对外植体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它直接影响到试管苗的污染程度。Reuveni等用 

300 mg／L的利福平溶液预处理从 温室中采下的 

番木瓜侧芽，再按常规顺序进行表面消毒，有效减 

少 了外 植体 污染 ，且对 番木瓜 的生长 无毒副 作 

用 。李春燕等用 400或 600万单位的青霉素无 

菌水 溶 液 分 别 浸 泡 银 白杨 污 染 苗 60 min或 

40 min，可有效防治组培中的细菌污染，继代培养 

时不再出现污染，且处理过的苗体分化能力强，生 

长健壮、根系发 达、移栽成 活率高 。朱 光廉在 

接种相思树 的芽 和茎段前 ，先用皂液刷洗 和乙醇 

杀菌 ，后转入含 2 g／L苯菌灵和 2 g／L链霉素的混 

合溶液中 ，在摇床上振荡过夜后再用 80％乙醇 和 

1 g／LHgC1 分别消毒 1 min和 15 min，获得了较理 

想 的杀菌效 果 。周 俊辉等用 不同抗 菌素对外 

植体进行预培养，以抑菌剂 ANB1和 ANB2的抑 

菌效果较好 ，其 中 ANB2处理后 的未污染率达到 

76．7％ 。Singh等用含 聚乙烯吡咯烷酮 、柠檬 

酸 、抗坏血酸 、多菌灵、氨苄青霉素或氯霉素 的混 

合液，对宽叶紫荆木 的茎段进行预处理减少 了细 

菌 、霉菌的污染 。张桂芳等试 验发现用 0．1％ 

升汞 消毒 6 min和 50 mg／L的 头孢 噻肟 浸 泡 

30 min组合消毒效果最好 。 

2 在培养基中添加抗生素 

王春在马铃薯培养基中添加一定浓度的医用 

抗生素可有效抑制细菌对培养基的侵染。硫酸庆 

大霉素和盐酸林可霉素对马铃薯试管苗的生长有 

明显抑制作用，不宜选用；氨苄西林钠和硫酸链霉 

素的抑菌控制在 20 mg／L左右时，完全可以抑制 

组培苗的细菌性侵染 ，且对马铃薯试 管苗 的生长 

发育无不良影响，对马铃薯基础苗的保存有很高 

的利用价值 。在绿巨人组培中发现先锋霉素 

较青霉素钠和庆大霉素抑菌效果好，且继代后无 

变异苗出现 。王亦菲等发现 ，200 mg／L青霉素 

可对彩色海芋 内生菌的生长有效抑制，且不影 响 

其增殖系数 。Bistrichanov等在离体培养大绣 

球 时发现 ，10 mg／L的阿霉素可在有效控制细菌 

It- 收稿 日期 ：2007—04—10 

作者简介：王黎波，(1970一)，男，汉族，辽宁东港人，辽宁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师。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辽 宁 农 业 科 学 2007正 

污染的同时对培养 物生 长不发生 抑制作 用 “ 。 

Levin等用 30 mg／L利福平有效控制 了合果芋丛 

生芽继代培养 中出现 的污染 菌 。薄荷试 管苗 

培养基 中污 染 的 细 菌 ，可 用 链 霉 素 有 效 地 消 

除 。黄小荣等用 300 mg／L青霉素在香水 白掌 

继代培养有效抑菌革兰 氏阳性菌的污染 ，但去除 

青霉素后 ，菌体会再度出现 。由上 可知，抗生 

素对组培细菌污染的防治很有效果，但抗生素使 

用的种类和浓度变化很大，这可能是 由植物的种 

类不同和植物所污染的细菌种类不同造成的。 

在培养基中加入两种或两种 以上 的抗生素 ， 

可以更加有效的防止细菌产生抗 药性 ，其效果 比 

单独使用效果更佳。周俊辉等在防止玛丽安万年 

青茎段组培 污染 中，应用 25 mg／L利福 平和 50 

mg／L氯霉素或 50 mg／L利福平和 50 mg／L氯霉 

素混合液处理 ，未污染率分别达到 78．46％和 85． 

16％，效果极显著高于单独使用 50 mg／L利福平 

处理 。对红掌 的抑 菌实验 中，使用 300 mg／L 

青霉素和 180 mg／L链霉素混合液 ，效果也好于单 

独使用 1 000 mg／L链霉素 。黄树莓组织培养 

中出 现 的 红 色 杆 状 细 菌 ，在 培 养 基 中 添 加 

40 ug／ml链霉 素和 55 ug／ml氯霉素 就可有效 抑 

制 ，且对植株生长的影响较小Ⅲ 。 

3 抗生素应用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抗生素虽然在植物组培中应用广泛，在使用 

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1)抗生素制菌谱不一 ，尚没有 

一 种抗生素对所有的细菌都有效，而且药效期短； 

(2)抗生素一般不稳定，遇酸、碱或加热都易分解而 

失去活性 ；(3)单一抗生素抑菌 ，易产生抗药性 ，一 

旦停止使用，污染率又显著上升；(4)高浓度的抗生 

素会影响植物的生长。但现今研究表明某些医用 

抗生素对高等植物的生长发育和生理生化具有明 

显的调控作用 ，这预示着抗生素也有可能可以作 

为一种新型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因此开发出 

既可作为污染菌抑制剂又可对植物生长进行调控 

的抗生素将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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