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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籽西瓜华夏 1号茎段组培快繁试验 
高凤菊，郑现和 ，朱金英，张洪勇，王友平 

(德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山东 德州 253015) 

摘 要：以华夏 l号无籽西瓜为试材。研究了不同激素和理化因子对其茎段组培快繁的影响。结果表明． 

外植体以顶芽较好．继代快繁过程中，以改良MS培养基附加 6-BA 0．4 mg／L、IAA 0．2 mg／L，蔗糖 40 g／L， 

琼脂 7 g／L较好，调节 pH值 5。8。培养温度(24士1)℃。光照强度 2 000~2 500 lx，光照时间 16 h／d，有利于无 

籽西瓜试管苗茎段的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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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籽西瓜的种子存在“三低”现象，即采 

种量低、种子发芽率低和成苗率低，因而严重阻碍 

了无籽西瓜的发展。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可以快 

速获得大量的无性系植株Ll叫]。于2002~2003年 

我们进行了华夏 I号无籽西瓜茎段培养再生植株的 

试验，以期为华夏 1号的组培快繁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以华夏 1号无籽西瓜为试材，挑选种胚充实、 

大小一致的种子，选用 75～8O℃温水浸种 6 h，搅 

拌至 30"C左右，捞出用干布擦净种子表面水分及 

粘质物，然后轻轻嗑一下种脐，嗑时将种面垂直， 

使其略开一个小口，占种脐长度的 1／3左右即可， 

勿伤及种仁。然后放人生化培养箱中 32～35℃ 

催芽，待种子“露白”后，种植于经 1 9，6高锰酸钾消 

毒的蛭石中，3～4天后，当 2片子叶展开转绿时， 

将带子叶的胚芽切下，即可剪取作为外植体。 

在无菌条件下，将带 2片子叶的外植体先用 

75 9，6酒精表面灭菌 30 s，无菌水冲洗 2次；再放入 

0．1 氯化汞溶液 (加几滴吐温 80)中浸泡 1O 

min，期间不断摇晃，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4次，切 

去药液接触过的伤口，转入经高温灭菌的初代培 

养基中，在培养室中进行无菌培养。待植株长至 

3～4 cm时，切割成茎段进行继代培养。培养室 

温度 (24±1)℃，光照强度 2 000～2 500 Ix，光照 

时间 i6 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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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诱导培养基上 6一BA浓度较高达 5 mg／L 

以上时，容易出现玻璃化现象。在培养基中添加 

少量聚乙烯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玻璃化现 

象的发生。 

本试验探索出对马尼拉草进行组织培养的一 

系列优化培养基，分别是诱导培养基：MS培养基 

十6-BA 2．0 mg／L+NAA 1．0 mg／L；生芽培养 

基；MS培养基 +6一BA 2．0 mg／L十NAA 0．2 

mg／L；生根培养基：MS培 养基 十6一BA 2．0 

mg／L+NAA 5．0 mg／L。 

在生根培养基优化组合过程中，我们只选择 

了6一BA 2．0 mg／L，只有一种浓度，也许在其它 

浓度条件下，会有不同浓度的 NAA组合，还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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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初代培养 

华夏 1号初代培养时，外植体的切割部位要 

适当，在子叶节下 2～3 mm切割带子叶的顶芽培 

养，此部位分生组织细胞分裂旺盛，容易形成新的 

芽原基。从初代培养 25天的调查结果(表 1)可 

以看 出，无籽西瓜 的初代 培养 以 1／2MSn良+ 

IAA0．2 mg／L+蔗糖 30 g+琼脂 7 g、pH值 5．8 

效果较好，植株生长健壮，叶色深绿，成活率较高， 

褐化、玻璃化苗少。 

表 1 不同处理对无籽西瓜初代培养的影响 

2．2 继代培养 

2．2．1 不同激素水平对继代苗生长的影响 将 

初代培养生长良好的西瓜植株切割成 2 ClTI左右 

的顶芽或带芽茎段，采用不同的激素处理，每个处 

理 14瓶，每瓶转 5株，重复 3次。25天后调查结 

果(表 2)表明，不同激素处理对华夏 l号的分化 

系数影响不大，6～BA浓度为 0．2 mg／L，分化系 

数较低；6一BA浓度为 0．6 mg／L时，虽然分化系 

数较高，但茎段基部出现愈伤组织，从而影响了试 

管苗的生长 因此继代培养以 MS改良+6一BA 

0．4 mg／L十IAA 0．2 mg／L+蔗糖 30 g+琼脂 7 

g较好，pH值 5．8，植株生长旺盛，叶色深绿，25 

天株高 6 cm左右，分化系数 5。由于6一BA浓度 

过高会促进试管苗的玻璃化，而 IAA又有防止玻 

璃化的作用，因此降低 6一BA浓度，增加 IAA用 

量，有利于华夏 l号的快速繁殖。培养时间以 20 
" -,

25天较好，如超过 25天，黄化率、玻璃化率会 

明显上升。 

表 2 不同处理对无籽西瓜生长分化的影响 

激索水平 接种数 株高 茎粗 分化 黄化率 玻璃化 
(nag／L) (株 ) (cm)(ram)系数 ( ) 率( ) 

5—13Ao．2+ IAA0．1 70 

6一BA0．2+ IAA0．2 70 

6 BA0．4+IAA0．1 70 

6一BAO．4+IAA0．2 70 

6一BA0．6+IAA0．1 70 

6一BA0．6+ IAA0．2 70 

6．9 2．8 

7．2 2．8 

7．0 2．9 

7．3 3．0 

6．8 3．1 

7．0 3．1 

l6 

华夏 1号无籽西瓜继代 3"--,4次之后，性状逐 

渐稳定。但继代次数超过 lO次后，植株茎段容易 

褐化，徒长，且叶丛增加，芽的数量减少，分化系数 

明显降低。所以，华夏 1号的组培快繁以冬季取 

外植体快繁，春季嫁接种植较好。 

2．2．2 不同理化因子对组培苗增殖的影响 为 

了探索华夏 1号无籽西瓜的适宜生长环境，我们 

对影响无籽西瓜继代苗生长的几个理化因子如培 

养温度、光照强度、培养基的 pH值、蔗糖用量等 

进行了试验。因为试验因子较多，根据平时经验， 

设计 3个水平，因此采用四因子三水平正交设计， 

如表 3所示。在 9组试验中以第 6组 Az C Dz 

为最好，分化系数为 4．9；从各平均值分析可知， 

最优组合应是 A。B2C Dz，如果以此组合试验则 

分化系数大于4．9；从极差分析可知，各因子的重 

要性依次为 A>B>D>C。试验结果表明，培养 

温度(24士1)℃，光照强度2 000~2 500 Ix，pH值 

5．8，蔗糖用量 40 g，琼脂 7 g，有利于华夏 1号的 

快速生长繁殖。如果培养温度超过 26℃，试管苗 

玻璃化、黄化苗增加。 

表 3 不同理化因子对组培苗增殖的影响 

2．3 无籽西瓜的生根、嫁接、移栽 

将继代生长健壮的无籽西瓜试管苗切割成 2 
～ 3 cm 的顶芽或带芽茎段接种于生根培养基 

1／2MS改良+IBA0．4 mg／L+蔗糖 20 g上培养。 

lO天左右，部分芽苗开始生根，2O天芽苗基本形 

成完整的根系，生根率 85 7／6以上，生根较好，根长 

1．5"-2 cm，株高 5 ClTI左右。逐渐打开试管苗瓶 

El炼苗 5天，然后洗净根部的琼脂进行移栽。移 

栽 试验在培养室中进行，基质为(下转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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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通过比较试验表明，由青岛市农科院选育的 

O4春 l2和O4春 5综合性状较优，净菜率高，丰 

产性好，生育期短，结球性状良好，冬性强，不易抽 

薹，尤其对病毒病和霜霉病有极高的抗性，商品性 

状受欢迎，是适宜推广的露地春栽结球品种。潍 

白6号虽然小黑点病发生最轻，但其产量低且不 

耐抽薹；春丰王、琴萌春王 6号冬性弱、产量低；阳 

春结球产量较高，但小黑点病发生严重。O4春 8 

对霜霉病抗性稍差。健春产量高，但生育期长，冬 

性一般。 

本试验首次提出了对近年来在结球白菜上日 

益发生严重的小黑点病的调查，对各品种的发病 

情况进行分析，琴萌春王 6号的病情指数最低，强 

势的病情指数最高。目前对小黑点病的发生机制 

尚未弄清，本试验对各品种进行的抗性分析可为 

后续的抗病育种和其发生机理研究提供参数，也 

为大白菜出口加工生产基地选择抗病品种提供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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蛭石 ：草炭 ：田园土=2 g 1：2，一个月后，成活 

率 2O ～3O％。 

由于无籽西瓜试管苗生根后直接移栽成活率 

很低，因此利用组培与嫁接相结合的方法，试管苗 

嫁接操作简便，成活率高，既克服了移栽成活率 

低，苗期生长不良的缺点，又可在短期内获得大量 

嫁接苗，而且嫁接苗根系发达，抗逆性强，可以加 

速无籽西瓜的无性系繁殖。 

嫁接所用的砧木为葫芦苗，将葫芦种播种在 

普通土壤的塑料营养钵中，待砧木子叶展开微露 

真叶时，切除砧木顶芽进行嫁接，主要采用半劈接 

和腹接两种方法。继代培养的试管苗株高 4~ITI 

左右时，适合作嫁接接穗。 

3 结论与讨论 

华夏 l号无籽西瓜的种子通过破壳催芽，以 

顶芽作为外植体进行初代培养效果好，比较容易 

获得健壮试管苗。 

通过试验，探讨了华夏 1号无籽西瓜利用茎 

段继代培养快速繁殖最适宜的激素和环境条件， 

提高了分化系数，可以迅速获得大量的无性系植 

株，但还未进行大田的生长、产量比较试验，这方 

面的研究有待继续进行。 

在茎段继代培养过程中，我们利用白砂糖代 

替蔗糖，用琼脂条代替琼脂粉，用自来水代替蒸馏 

水，用酱菜瓶代替三角瓶，明显降低了成本，对加 

速无籽西瓜的快速繁殖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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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国家 863“智能化农业信息服务平台研建与开发应用" 

课题鉴定会在济南召开 

2005年 12月 29日上午，山东省科技厅邀请国内有关专家，对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 

完成的“智能化农业信息服务平台研建与开发应用”课题进行丁鉴定。 

该成果紧密结合山东实际需求，系统地进行了农业专家系统 、农业应用软件系统 、农业数据库系统、农业综合信息服 

务网站等方面的研究开发．构建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山东省智能化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了技术集成创新．对推进 

山东省农业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平台系统集成了大量面向种植业、养殖业以及农业管理决策的权威专家知识和 

先进农业技术成果，实现了远程智能决策服务。通过创新模式的应用，实现了“智能化农业信息服务平 台”的广泛应用， 

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鉴定委员会对该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成果技术先进。平 台运行稳定可靠．应用 

效果显著，在技术集成应用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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