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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籽西瓜离体快繁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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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湘西瓜 1l号(无籽西瓜)的子叶苗茎尖、真叶苗茎尖和带 1腋芽的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快繁技术研究。结果表明：带 

1腋芽茎段的外植体成苗效果最好 ，能够有效解决 丛生 芽诱导苗参差不齐 、大小不一的问题 ，可为无 籽西瓜种苗工厂化和规模化生 

产提供大量健壮、生长一致的嫁接材料 带 1腋芽茎段离体快繁的最佳培养基为 1／2MS+6一BA 0．6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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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籽西瓜制种存在采种量低 、发芽率低、成苗率 

低的“j低”问题，加上无籽西瓜育苗技术性强 ，致使 

生产成本增加 ，严重影响 了无籽西瓜的大面积推广 

和产业化发展 卜 。近年来 ，国内外在无籽西瓜组 

织培养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报道多集中在胚 、子 

叶、茎尖等组织 (器官)的离体培养_3 j，而对茎段培 

养(嫁接)成苗的报道极少。为解决外植体快繁中丛 

生芽诱导参差不齐 、大小不～等问题 ，本试验以茎尖 

和茎段为试材 ，对无籽西瓜离{本快繁技术进行 了系 

统的研究 ，以期在短期 内大规模 、成批 量获取健壮 、 

整齐的嫁接材料，为无籽西瓜种茁工厂化和规模化 

生产提供技术参弩。 ．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品种为湘西瓜 11号(洞庭 1号)，由湖南博 

达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1．2 试 验 方 法 

1．2．1 取材与消毒 分别以湘西瓜 1 1号盆栽的子 

叶茁茎尖、真叶苗茎尖及带 1腋芽的茎段为外植体， 

将茎尖 、茎段均切成 1 em的小段 ，自来 水洗净后放 

入 250 rag／L C10，巾浸泡 30 rain，取 出后 用无 菌 水 冲 

洗 3～4次 ，再 放入 0．1％ HgCI，中消毒 8 min，无菌 

水冲洗 5～6次后 ，用滤纸吸干表面水分 ，接种待用。 

1．2。2 无 菌培养 基本培养基分 别为 MS、I／2MS 

和 1／4MS，其中蔗糖 3．0 g／L，琼脂 5．0 g／L，pH值 

5．8～6．0。在 基本培养基 中添加不 同浓度组 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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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BA、NAA、IBA，以及 改 变 培 养 基 中 NH N、 

NO ～N、K 、Fe 浓度 ，以研究不同激素和 N、K、Fe 

对茎段成苗的影响。将茎尖、茎段接种于诱导培养 

基中后 ，置 于培养室 中培养 ，温度 25±2℃，光照 

1 500～2 000 lx，光照时数 12～14 h／d。 

1．2．3 试管苗嫁接 嫁接在室外大棚中进行。用 

穴盘营养土播种砧木，常规育苗，待大部分砧木第 1 

片真叶完全展开时 ，选取炼苗后 的试管苗采用顶部 

插接法进行嫁接。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配比对茎尖、茎段丛生芽的诱 

导效果 

将湘西瓜 11号子叶苗茎尖、真叶苗茎尖以及带 

1腋芽的茎段分 别接 种在不 同浓 度组 合的培养基 

上 ，6～14 d后均产生不定芽。其 中子叶苗茎尖 、真 

叶苗茎尖诱导不定芽的时间较短，茎段诱导不定芽 

的时间稍长 (见表 1)。结果显示，MS+6一BA 0．6 

mg／L培养基对 3种外植体丛生芽的诱导效果均最 

好 ，不定芽出现最快 ，数量最多，生长最粗壮。实验 

还发现 ，用带 1腋芽茎段诱导产生的丛生芽 出芽期 

集中 、芽苗整齐一致 、生长健壮 ，克服 了其它外植体 

材料快繁 中出芽参差不齐 、大小不一的问题。 

2．2 茎段类型和 IBA对试管苗形成的影响 

将湘西瓜 11号带 1腋芽的上部茎段和下部茎 

段分别接种在含不 同浓度 IBA的 MS培养基上 ，结 

果显示 ：两种茎段均能成苗生根 ，但上部茎段萌芽比 

下部茎段早 ，且 18 d后上部茎段形成的试管苗叶片 

数较多 ，苗也较大。表 2还显示 ：不同浓度的 IBA对 

不定芽发生、出芽数和生根状况有 明显影响。其 中 

上部茎段在 MS+0．3 mg／L IBA培养基上分化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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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效果最好，下部茎段在 Ms+0．4mg／L IBA培养基 

上分化和生根效果最好 。 

表 1 不 同激素配比对 茎尖、茎段丛生芽诱导效果的影响 

表2 茎段类型和 IBA对试管苗形成的影响 

外植Ilia浓度外植 开始萌芽18 d后试管苗的大小 
体 (rag／L)体数 天数(d) 叶片数 苗长(cm) 生 况 

2．3 不同的 MS培养基对茎段成苗的影响 

表 3显示 ，3种 MS培养基均能较好地促进无籽 

西瓜茎段分化和成苗。其中 1／2 MS培养基对湘西 

瓜 11号带 1腋芽茎段的芽丛分化效果最好 ，成苗率 

最高，生根最多，幼苗生长状况最好；MS培养基的诱 

导效果次之，I／4MS较差，表明I／2MS培养基是诱导 

茎段成苗的最适基本培养基。 

表 3 不 同的基本培养基对 茎段成苗的影响 

2．4 N、K、Fe对 茎段成苗的影响 

由表4可以看到，一1／2 NH4N03能够促进茎段 

的萌发和生长，成苗率达 83．3％，生根率为 95．8％， 

而 +I／2NH4NO 仅为 58．3％和 83．3％，表 明高 

NH4 对茎段的萌发和成苗有抑制作用 ；培养基中添 

加正常浓度的 KNO 对茎段腋芽成苗率、生根率效 

果较好 ，分别达 84．1％和 92．3％，而过 高或过低浓 

度的 N03一均不利于茎段 的萌发和成苗。结果还表 

明，增加或减少 K 、Fe 均不利于茎段 的成苗及生 

根 。 

表 4 N、K、Fe对无籽西瓜茎段 成苗的影 响 

2．5 琼脂和蔗糖对无籽西瓜试管苗玻璃化 

的 影 响 

表 5显示 ，在一定范围内，培养基中的琼脂和蔗 

糖含量与无籽西瓜茎段试管苗玻璃化现象有较大关 

系。琼脂和蔗糖浓度越高，试管苗玻璃化率就越小， 

当琼脂浓度为 1．0％时，试管苗未 出现玻璃化现象 ； 

而当蔗糖浓度为 4．0％时，试管苗玻璃化率仅为 

6．9％ 

表 5 不 同浓度的琼脂和蔗糖对 无籽 西瓜 

试管苗玻璃化的影响 

2．6 激素类型和浓度对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切下的芽头分别接种到 IAA、IBA和 NAA培养 

基 中，4～7 d后均观察 到幼芽基部产生 了数条不定 

根。表 6显示，在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中，以0．3 

mg／L IBA诱导生根的效果最好，平均生根数达 4．0 

根 以上 ，且新根生长快 ，须根发达 ； (下转第 l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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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花粉正常发育 的条件完全满足 ，所 以表现 

跟常规稻一样。 

在低海拔制种区，水稻生殖生长期 ，寒潮引起降 

温，这时平均气温降到生理临界温度上下，但由于阴 

雨北风天气昼夜温差小 ，最低温度仍在转 向可育的 

最低温度之上。如江华县 2006年 5月 26日～6月 2 

日的最低温度在 19℃左右 ，最高温度在 21℃左右， 

虽然平均气温降到生理临界温度上下，但最低温度 

极少出现低于 18℃。试验过程仅有 2006年 5月 30 

13虽然出现了 17．8℃的最低温度 ，但只有一天 ，3 d 

以下 尚不足以转向可育。而且当日均气温降至生理 

临界温度以下时，发育处于停滞状态。连续 18℃以 

下的最低温度只出现于晚秋至次年初夏之间，这对 

于喜温作物而言，气温已降至生殖生长期的生理临 

界温度以下。因此，在高海拔区鉴定繁殖出来的低 

临界温度“两系不育系”，在同纬度或更低纬度低海 

+ *+ *+  +  +  + ··+  

拔制种区会表现“终年不育”，完全没有制种 的纯度 

风险。但在高海拔地 区可 以像常规稻那样 自交结 

实。 

试验验证了周宗岳 “两系不育系”育性双向彻 

底转换的理论和方法 。该技术在两系法杂种优势利 

用上具有划时代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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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的诱导效果次之 ，NAA效果最差 ，且玻璃化现象 

较明显。 

表 6 激素类型和浓度对试 管苗生根 的影 响 

3 小 结 

实验结果认为：以子叶苗茎尖 、真叶苗茎尖以及 

茎段作为外植体，均可诱导产生丛生芽，但在无籽西 

瓜的组培快繁中，选择 1腋芽茎段外植体直接成苗 

效果更好 ，能够有效避免愈伤材料变异。上部茎段 

在 MS+0．3 mg／L IBA培养基上分化和生根效果最 

好 ，下部茎段在 MS+0．4 mg／L IBA培养基上分化和 

生根效果最好。选用含 1．0％琼脂 、4．0％蔗糖的 MS 

培养基能够有效控制茎段离体快繁试验中的玻璃化 

苗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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