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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小麦幼穗组织培养效应研究冰 

李艳红 祝长青 覃建兵 

摘 要 高频植株再生体 系的建立，是作物 

遗传改良的前提和基础。本试验以新疆主栽的35 

个小麦品系为试验材料，进行 了组织培养效应研 

究。结果表明．不同基因型幼穗愈伤组织诱导率、 

生根率不存在显著的基 因型效应．绿苗率存在显 

著的基因型效应，愈伤组织的平均诱导率、生根率 

和绿 苗率分别 为 100％ 、99．90％和 34．83％ ．绿 苗 

率最高可达57．55％，冬小麦与春小麦品系分化率 

差异不显著，初步确定新春20和新春 l5可作为新 

疆小麦遗传改良的理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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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 

小麦是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利 

用基因工程提高产量、改良品质一直是小麦等粮 

食作物改 良的核心，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再生出可 

育植株是植 物基 因工 程成功 的重要基 础和保 

证  ̈J。研究小麦组织培养条件和植株再生频率 

的影响因素是小麦生物技术育种中一个亟待解决 

的课题 。目前研究报道的小麦外植体有幼胚、 

幼穗 、幼叶、顶端分生组织、成熟胚等，公认最好的 

外植体为幼胚，其愈伤组织诱导和植株再生能力 

最强 ’。 ；也有研究表明用适期的幼穗作外植体诱 

导出的愈伤组织的再生能力一般比常用的幼胚更 

理想 ，不仅植株再生频率高，且在长期继代培养过 

程中能保持较高的再生能力 J。以幼穗作为外植 

体，另有取材方便，操作简便等优点。 

小麦是新疆的主要粮食作物 ，目前由主栽品 

种制成的面包品质普遍较差。本试验对新疆主栽 

的35个小麦品系进行了组织培养，建立了新疆小 

麦植株再生体系，为快速培育优 良新疆小麦新种 

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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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与方法 

选用新疆主栽的 35个小麦品系，春小麦和冬 

小麦均由新疆农业科学院提供。 

选取0．5～2cm的幼穗消毒后，切成 0．2cm左 

右的小穗段，接种于诱导培养基 L7一V(含 2，4-D 

lmg／L)[81；分化阶段采用 R培养基(含 KT 3mg／L 

和2，4一D 0．0lmg／L)。分化培养基配方参照参考文 

献[4]。外植体诱导阶段温度为 25(±1)oC，暗培 

养；分化阶段温度为25(±1)oC，12h)~／12h暗，光照 

强度 2 O001x。 

1．2 测定项目与方法 

外植体接种到诱导培养基 30d后，统计诱导 

率；分化培养 30d后统计再生分化率。计算公式 

如下 ： 

愈伤组织诱导率 =诱导出愈伤组织块数／接种 

的外植体数 ×100％ 

生根率 =生根愈伤组织块数／接种的外植体 

数 ×100％ 

绿苗率 =具分化再生苗能力的愈伤组织块数／ 

接种的外植体数 ×100％ 

数据处理采用 SPSS统计软件，显著分析采用 

Duncan’s新复极差检验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的诱导 

外植体接种 5d后，部分开始出现膨大变形、 

黄绿色逐渐变为苍 白色；接种 15d后所有基因型 

均诱导出愈伤组织，颜色大多呈浅黄色、有光泽， 

生长旺盛(见图 1)；30d后统计分析，不同基因型 

间的愈伤组织诱导率不存在基因型效应，外植体 

愈伤组织诱导率均为100％，愈伤组织的平均直径 

为0，4cm(见图2)。 

2．2 愈伤组织的分化 

愈伤组织在分化培养基上分化培养 ld后即可 

观察到绿点的出现，5 d后可明显观察到绿点 ，l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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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诱导培养基上培养 15d 

图 2 诱导培养基上培养 50d 

图3 分化培养基上分化 lOd 

图4 分化培养基上分化 30d 

后可观察到叶和根的分化(见图3)，30d后可明显 

观察到绿苗(见图 4)。由表 1可见 ，35个愈伤组 

织的平均生根率和绿苗率分别为 99．92％和 

34．83％ ，绿苗率最高为 57．55％；相同培养条件 

下，对照材料(Bobwhite)的生根率和绿苗率分别达 

100％和86．25％。与对照相比，选取的新疆主栽 

35个小麦品系的植株再生能力相对较弱。不同基 

因型间比较，生根率无显著的基因型效应，而绿苗 

率存在显著的基因型效应。 

表 1 不同基因型小麦幼穗愈伤组织的诱导与分化结果 

注：接种数为每个处理内6个重复的总块数；同列数字后不同小 

写字母表示在O．05水平上差异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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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冬小麦与春小麦的分化比较 

通过冬小麦与春小麦的分化 比较，统计分析 

表明，二者的生根率 、绿苗率无显著差异(见表 

2)，说明在相同的培养条件下冬小麦与春小麦品 

系幼穗的分化率差异不显著。 

表2 冬小麦与春小麦诱导、分化比较 

3 讨论 

新疆小麦组织培养再生方面的研究较少，目 

前主要集中在蛋 白质组成 分析及 品质生 态方 

面 j，优质小麦新品种的培育速度较慢。本试验 

在相同的培养条件下对新疆主栽的 35个小麦品 

种幼穗进行组织培养效应研究，寻找再生能力强 

的品种，为遗传转化提供有效的受体材料。通过 

不同基因型幼穗培养效果的比较，发现不同品种 

幼穗愈伤组织的诱导及分化不存在显著的基因型 

效应，分化阶段的绿苗率存在显著的基因型效应， 

这与覃建兵等 的结果一致。愈伤组织诱导率、 

生根率、绿苗率平均达 100％、99．90％、34．83％， 

其中新春 15、新春 20绿苗率相对较高，分别达 

54．50％、57．55％，并初步确定为新疆小麦遗传改 

良的理想受体材料，但与对照材料 Bobwhite(同样 

条件下培养平均绿苗率达 86．25％)相比绿苗率仍 

较低 。 

通过对冬小麦与春小麦培养效果的比较 ，发 

现分化率差异不显著，但本研究中采用的冬小麦 

与春小麦品种种植季节不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幼穗生理时期，是否对组织培养基因型效应 

有一定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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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lorescence Tissue Culture of Various 

Wheat Cultivars in Xinjiang 

Li Yanhong，Zhu Changqing，Qin Jianbing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Chemistry，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 830054，Xinjiang，China) 

Abstract Selection of genotypes is important for establishing efficient plant regeneration systems．In this study，35 

wheat cultivars in Xinjiang were us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o analyze effects of inflorescence tissue cultur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o remarkable effect of genotypes were observed on callus induction and rooting，but the remark— 

able effect on green plant regeneration was obtained．The total average frequency of callus induction，rooting and 

green plant regeneration were 100％ ，99．90％ and 34．83％ ，respectively．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the green plant 

regeneration reached 57．55％ ．Th 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lant regeneration between spring and winter 

wheat cuhivars．Xinchun 20 and Xinchun 1 5 were suggested to be used as efficient target material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breeding． 

Key words Triticum aestivum L．；Infl orescence；Tissue culture；Plant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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