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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培养基成分对甘薯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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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变甘薯试管苗的培养基成分，观察其生长情况，结果发 

现试管苗在用白糖替代蔗糖、用自来水替代蒸馏水的MS(1／2 

有机成分)培养基内生长与在对照(MS+蒸馏水+3％蔗糖+ 

6％琼脂)上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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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的营养丰富，是一种世界性的粮食和蔬菜作 

物。但作为无性繁殖作物，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病毒病 

的严重威胁。据统计，病毒病的大田发病率为40％～ 

60％，一般造成减产 15％，严重时达到 50％ 一80％ 

(1．2)，且有加重与蔓延的趋势。应用茎尖分生组织 

培养技术生产脱毒苗可防治病毒病，显著提高产量，改 

善薯块的品质，故生产中对脱毒甘薯的需求量大增，而 

脱毒甘薯的工厂化生产需要繁殖大量的脱毒试管苗。 

本文对影响甘薯脱毒试管苗快繁的培养基成分进行了 

研究，在不影响试管苗生长的前提下，筛选出了甘薯试 

管苗生长的最佳简化培养基，以适应甘薯试管苗工厂 

化生产的要求。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在固体培养基上生长 1个月的甘薯品种“豫薯 

王”试管苗。 

1．2 方 法 

1．2．1 有机成分对甘薯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用M0、M 1和M2三种培养基培养甘薯试管苗， 

M0培养基为全量 MS培养基，含有大量元素、微量元 

素和有机成分，设为对照；M 1培养基为MS内有机成 

分减半(即 MS+1／2有机成分)，其它成分不变；M 2 

为MS内不加有机成分，只含有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即MS一有机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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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自来水和蒸馏水对甘薯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M 3和 M4两种培养基均以全量 MS为基础，M 3 

用蒸馏水配制，设为对照。M 4用自来水配制。 

1．2．3 碳源对甘薯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M5、M6和M7为全量 MS，M5设为对照，其碳源 

为蔗糖，每 100 ml培养基内加 3 g(即 3％)。M 6内的 

碳源是白糖，培养基内的加量为3％。M 7培养基内不 

加碳源，即白糖或蔗糖的加量为0。 

1．2．4 琼脂添加对甘薯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M 8和M 9为全量 MS培养基，M 8内加0．7％的 

琼脂，设为对照；M9内不加琼脂，为液体培养基。 

在以上各培养基中，除M 9不用琼脂外，其余培养 

基的琼脂用量均为0．7％；以上所有培养基pH值都为 

5．8—6．0；配制好的各培养基分别装入培养瓶内，每瓶 

50 Il1l，封口后放人高压灭菌锅内常规灭菌，冷却待用。 

接种的外植体采用带一个叶片的单节茎段，腋芽 

朝上栽在培养基上。每个处理 10瓶，每瓶5个茎段。 

培养条件：培养室温度保持在(25±2)℃，光照 

2 000 lx，光照时间12 h／d。以上各处理均继代培养3 

次，各生长期间随时观察试管苗的生长情况，分别在第 

7、14、21、28天对材料的株高、单株展开叶数、可用节 

数和根数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M 1、M 2培养基与对照均能不同程度地促进甘 

薯试管苗的继代生长，材料接种 14天左右就开始成倍 

长高，植株基部叶片叶色浓绿，顶部幼叶淡绿色，无根 

形成。接种28 d后，植株基部 1～2片叶开始变黄，有 

2—3条根形成，此时的试管苗已可用于移栽或转接。 

培养基内有机成分的有无或减半对甘薯试管苗株 

高、单株展叶数、可用节及根的影响在材料继代培养二 

代内差异并不显著。但从第 3次继代起，在无有机成 

分添加的M 2培养基内，甘薯试管苗的生长速度、单株 

展叶数及可用节数比对照和 M 1上的低，差异显著。 

表现在培养 14 d后试管苗生长速度就不如在 M 1和 

对照，28 d时，M2上试管苗的株高比对照和M 1分别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问题探讨 黄 萍 等：改变培养基成分对甘薯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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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1．5、1．52 cm。而根的生长不受有机成分的影响 

(见表 1)。所以，在甘薯试管苗大规模扩繁时，可选用 

M 1(MS+1／2有机成分)为扩繁培养基；在甘薯试管 

苗移栽前 3代可用 M 2(MS一有机成分)作继代培养基。 

因在不影响试管苗生长的前提下，以上两种培养基省 

去或减少了有机成分用量，能降低培养成本，提高经济 

效益。 

2．2 由表2可知，在 M 3(ck)和 M4上 3次继代培养 

的甘薯试管苗的生长结果显示，对照与其它处理试管 

苗的株高、单株展叶数、可用节及根数的差异均不显 

著。因用 自来水代替蒸馏水配制培养基可省去烧制蒸 

馏水所耗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避免资源浪费，所以 

在甘薯试管苗工厂化生产过程中可采用自来水作为培 

养基配制的水源，它既不影响试管苗的生长，还降低了 

试管苗的生产成本。 

2．3 由表 3可知，分别用蔗糖(M5对照)和白糖(M 6 

处理)作为甘薯试管苗扩繁培养基的碳源，通过 3次 

继代培养的数据观察，试管苗的株高、单株展叶数、可 

用节数及根数的差异均不显著，证明可用 白糖代替蔗 

糖配制甘薯试管苗的扩繁培养基。 

培养基内不添加任何碳源(M 7处理)对甘薯试管 

苗生长的影响较大，随继代次数的增加，试管苗生长的 

高度、单株展叶数、可用节、根数及叶色有降低的趋势。 

表现在试管苗生长速度缓慢，培养 28天后试管苗株高 

只有3．O0 em左右，是对照的一半；在第 1、第2、第3 

次继代培养中，当试管苗分别生长2l、l4、7天后基部 

叶片开始变黄，顶部叶片黄绿色越来越明显，此试管苗 

繁殖系数低，不利于扩繁。故不能用此培养基(M 7) 

扩繁甘薯试管苗。 

2．4 由表4知，M 8(ok)和 M9上生长的甘薯试管苗 

在单株展叶数和形成根的数量上的差异不显著。但两 

种培养基上试管苗高度有所差别，变化规律表现为，在 

试管苗生长的前期(培养 14天以内)，对照与其它处 

理的株高差异并不显著。在试管苗生长的中后期(培 

养 14天以后)，M 8(ck)的试管苗渐渐地表现出生长 

缓慢，株高不如 M 9，且差异越来越明显。说明与固体 

培养相比，液体培养更利于甘薯试管苗的生长。M 9 

虽利于试管苗的生长，但与对照相比具有成苗率低和 

污染率高的缺点，而且试管苗从培养第 3周起就有叶 

片发黄的现象，比对照提前 1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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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碳源对甘薯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表4 琼脂添加对甘薯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3 讨 论 

在甘薯试管苗扩繁过程中，有许多因素影响试管 

苗生长，培养基就是影响因素之一，它可以一定程度上 

提高试管苗生长速度和增加可用节数，便于扩繁和移 

栽。 

用蒸馏水和蔗糖配制培养基，只能用于小规模生 

产实验中，在规模化的扩繁过程中，生产成本并不允许 

我们用蒸馏水和蔗糖来配制培养基，因为它们不但成 

本高于自来水和白糖，而且它们对促进甘薯试管苗生 

长的影响与自来水和白糖的差异并不明显，所以，在生 

产过程中可用 自来水和白糖配制培养基。本试验结果 

表明，无糖的培养基并不适应甘薯试管苗的生长及扩 

繁，这与杨玉田(2002年)提出的甘薯无糖培养的快繁 

技术存在差异，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培养基内不加琼脂 ，采用液体培养的方式培养 

甘薯试管苗可加快试管苗生长速度，但要注意控制好 

液体培养基的用量和试管苗的分植间隔期，以防培养 

基用量过多而造成成苗率低和错过试管苗的最佳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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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甘薯试管苗大规模扩繁过程中，可充分利用 

固体培养污染小、分植间隔期长和液体培养分植间隔 

期短、有效成苗时间短的优势，采用固液体交替培养来 

进行甘薯试管苗的保存、扩繁和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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