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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籽西瓜组培脱毒与离体嫁接技术研究 

杨 玉，王 杰 (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安徽合肥230036) 

摘要 利用无籽西瓜种胚进行组培脱毒与西葫芦离体嫁接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消毒剂对种胚萌发有一定影响，其中消毒剂二氧化氯 

250~e．／L处理有利于种胚萌芽，萌发率达86．7％。6_BA对茎尖分化有促进作用，浓度0．2．e．／L对芽分化有显著作用；不同激素浓度对芽 

丛增殖和单芽生根也有一定影响，其中Ms+6-BA0．5mg／L+IAAImg／L继代培养增殖率最高；MS+NAA0、2mg／L生根率最高(83、9％)。 

采用无菌嫁接成活率(77．5％)高于开放式嫁接成活率(37．5％)；经ELISA检测，对WMV-2(西瓜花叶病毒2号)、z Ⅳ(小西葫芦黄化花叶 

病毒)的脱毒率分别为75％和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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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产的无籽西瓜均为三倍体无籽西瓜，它是三倍体 

水平的杂交一代西瓜，具有多倍体和杂交一代的双重优势， 

加之它的无籽性，无论是在果实发育过程中，还是在贮运过 

程中，均可减少营养物质和能量的消耗⋯1。许志宏【 J等最先 

获得无籽西瓜试管苗，随后王玉英_3_3等在组培的基础上，结 

合嫁接技术，初步实现了无毒试管苗的大田栽培，通过嫁接 

可以减轻土传病害的发生，增强无籽西瓜的抗逆性，提高其 

产量和品质等。笔者利用组培脱毒和嫁接技术，通过无性系 

的途径来繁殖无籽西瓜的无毒嫁接苗。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西瓜品种为兴科无籽 2号，砧木为西葫芦， 

均由安徽省无籽西瓜研究所提供。 

以MS为基本培养基。生长素：吲哚乙酸(IAa)；吲哚丁 

酸(ⅢA)；萘乙酸(N从 )；6-苄基氨基腺嘌呤(6-BA)及其他化 

学试剂。 

西瓜花叶病毒 2号(WMV．2)，小西葫芦黄化花叶病毒 

(zYMv)，抗血清，均由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提供。 

1．2 方法 

1．2．1 外植体的处理。将无籽西瓜种子置于55～60℃温水 

中浸泡2～3 h后，取种胚，使用不同消毒剂对种胚进行消毒 

处理：处理①为 250 mg／L的二氧化氯 +0．15％的升汞；处理 

②为75％乙醇+0．15％升汞；处理③为 250 r,e／L二氧化氯 + 

2％的次氯酸钠。 

1．2．2 培养基的制备。方法略。 

1．2．3 接种与培养。 

1．2．3．1 分化培养：将消毒后的种胚接种到种胚培养基 MS 

上，pH值为 5．8。培养条件为：温度 28℃左右，光照强度 

2000 4000lx，光照时间 1O～12 h／d。约 2周后种胚萌发子 

叶转绿，切取带子叶的胚芽和茎尖接种到芽团培养基 MS + 

IAA0．5mg／L+6-BA0．5ms／L上进行分化培养，pH值为5．8， 

培养条件同上。 

1．2．3．2 继代培养：当分化培养20～30d后无菌苗增殖 2个 

芽以上时，经 ELISA法检测无病毒，将芽丛切块转入芽团培 

养基MS +IAA0．5mg／L+6-BA0．5mg／L上进行继代培养，扩 

大繁殖，培养条件同“1．2。3．1”。 

1．2．3．3 生根培养：当继代培养的芽苗高3 cm时，切下芽苗 

接种到生根培养基 MS +IBA1．0ms／L上，pH值为5．8。培养 

条件为：昼温 25～3o℃，夜温 15～20℃，光照强度5 000 h，光 

照时间1O～12h／d。当生出不定根 5tin时，即可嫁接。 

1．2．4 嫁接及管理。采用顶插接法进行嫁接。刚嫁接的苗 

置于防虫网室中，前 2 d湿度保持 100％，以后保持 85％ ～ 

95％；白天温度保持在 26—28℃并遮光，夜间温度保持在 

24～25℃，3～4d后逐渐增加通风，降低温度，1周后白天温 

度保持在 23 24℃，夜间 18～20℃，定植前7 d可降到 15～ 

2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消毒剂对种胚萌发的影响(表 1) 由表 1可见，处 

理③对种胚的萌芽较有利，这与在消毒中采用温和的、易于 

去除的次氯酸钠有很大关系，该试剂消毒效果较好且不影响 

外植体生长。 

表 1 不同消毒剂处理对种胚萌发的影响 

基金项目 安徽省自然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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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分化，同时其基部也不产生愈伤组织。在芽的分化上，各 

处理间差异显著，在 0～0．2 mg／L范围内，此差异与浓度呈正 

相关，在6-BA浓度为 2．5 mg／L的处理中，由于使用浓度过 

高，这种作用反而减弱。观察还发现，浓度2．0和2．5 mg／L6- 

BA处理外植体在4周后均呈芽丛状。 

表2 不同浓度6-BA对茎尖分化的影响I培养4周) 

浓度／／mg／L芽数∥个 最高芽长／／咖 平均芽长／／tin外植体鲜重∥g 

注：表中数据为 20个重复的平均数，处理间差异经邓肯氏多重差异范 

围测定。0．05水平。下同。 

表 3表明：一定浓度范围的 IBA对茎尖外植体培养过程 

中的芽分化无影响，在0～1．5mg／L 4个处理间其差异并不 

显著，但当浓度为 2．0 mg／L时，则表现出强烈的抑制作用。 

IBA对芽苗的生长有促进作用，以浓度 1．0 mg／L处理为最 

佳，超过这一浓度促进作用反而减弱。IBA对外植体培养后 

鲜重的影响较小，实验观察也表明其不同处理间外植体基部 

愈伤组织大小并无明显差异。 

表3 不同浓度 IBA对茎尖分化影响I培养4周) 

浓度／／mg／L芽数∥个 最高芽长∥an平均芽长∥crn外植体鲜重∥g 

2．3 不同激素配比对继代增殖的影响 将丛芽切块转入芽 

团培养基进行增殖培养，结果见表4。 

表4 不同浓度激素配比对丛芽增殖的影晌 

表 4表明：增殖率较好的继代培养基为 S3，增殖率达 

9．5；其次是S2，增殖率为8．0，但有 25％的玻璃化；培养基 S3 

与S5上则没有玻璃化产生；而s4上没有不定芽增殖，且有一 

半玻璃化；Sl上的增殖率仅为3．0。 

2．4 脱毒率(病毒 WMV-2、ZYMV) 采用 ELISA对芽苗进 

行检测，结果见表5。由表5可见，WMV．2、ZYMV的脱毒率分 

别为75％、8o％。病毒在植物体内分布是越接近生长点，病 

毒浓度越小，另一方面分生组织细胞分裂速度比病毒复制和 

传递速度快，因此采用旺盛分裂的离体培养可以有效地脱除 

植物病毒。 

表5 病毒检测结果 

2．5 不同浓度 NAA对生根的影响 低浓度 NAA和 L 均 

可诱导无菌生根，L从 较 NAA诱导的根细弱。表6表明：3个 

含不同浓度 NAA的MS培养基上，都能诱导出根，形成再生 

植株，根诱导率分别为 96．2％、83．9％、81．5％。当 NAA浓度 

超过 1．0m~e'L时，将影响新根的生长速度。 

表6 不同浓度 NAA对单芽生根的影响 

2．6 嫁接苗的成活率 表 7表明：常规嫁接苗的成活率为 

37．5％，而无菌嫁接苗的成活率为77．5％。因此，在生产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在无菌环境中进行嫁接，以最大程 

度地保证嫁接苗成活。 

表 7 不同嫁接方式对嫁接苗成活率的影响 

3 讨论 

(1)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无论是从茎尖诱导不定芽，还是 

进行继代培养或生根诱导，所需的生长调节剂浓度是非常低 

的，不同水平的细胞分裂素均能诱导其产生不定芽，而且 MS 

培养基能使试管苗生长良好，并能诱导生根。因此，通过降 

低生长调节剂浓度、增加琼脂含量和缩短继代时间获得了生 

长良好的西瓜组培试管苗，这样可以很好地解决老化问题。 

(2)生长素为植物组织培养 中外源激素的重要来源， 

IBA的发根作用很弱，但不易被过氧化酶分解。低浓度时能 

够促进生根，高浓度时抑制根的生长，但显著促进芽的生长， 

因此在实践中必须考虑两者的优缺点及功效，适当适量使用。 

(3)采用组织培养及嫁接技术较好地解决了无籽西瓜 

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三低”和制种难等问题，但应注意用此 

法进行繁殖存在成本高、技术性强、稳定性差等缺点，尤其 

是组培苗有时赶不上农时，制约了组培苗的生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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