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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籽西瓜组织培养与嫁接育苗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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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无籽西瓜组织培养快速繁殖试管苗，然后与砧木进行嫁接，经过一系列的试验研究，探索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无 

籽西瓜育苗技术新方法。此方法既能确保品种纯度，又能有效提高抗性，防止枯萎病的发生，解决西瓜重茬栽培问题。同时，既可 

简化生产过程．降低育苗成本，又能进行工厂化规模生产，可为广大瓜农提供优质无毒的无籽西瓜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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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籽西瓜的制种方法是利用四倍体西瓜和普通 

二倍体西瓜杂交产生三倍体西瓜种子的过程。采用 

这种方法制种 ，一般采种量低 、发芽率低 、成苗率低 ， 

甚至个别品质相当好 的品种 ，采种量更低，导致无籽 

西瓜种子价格 昂贵。加之无籽西瓜 育苗技术性强 ， 

过程也较为繁杂，使无籽西瓜生产成本增加，严重阻 

碍 了无籽西瓜的大面积推广。 

通过无籽西瓜组织培养 ，可用较短时间繁殖 出 

大量试管苗。将试管苗嫁接到优质、抗病、抗逆性好 

的砧木上，可获得优质抗病的无籽西瓜种苗。组织 

培养与嫁接技术相结合，可实行工厂化规模生产，既 

简化 了制种过程，又省去了技术性较强且繁杂 的种 

子育苗过程，降低了生产成本，还能有效提高品种纯 

度，为广大瓜农直接提供优质抗病的无籽西瓜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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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管苗繁殖 

供试品种为湘西瓜 l9号(洞庭三号 )，系湖南博 

达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优质黄瓤无籽西瓜品 

种 。 

1．1 种子萌发 

种子去壳一7O％乙醇浸泡 30 s一0．1％氯化 汞 

浸泡 l0 min一无菌水漂洗4～5次后浸泡 4～6 h一 

无菌滤纸吸干水分，接种到 MS基本培养基上。发 

芽培养温度分别设 24℃、28℃、30℃，萌发前期光 

照设 有光 、遮光两种。培养 2 d后 ，转移到 温度 25 

℃、光照 1 500 lx、12 h／d的环境进行发芽培养。 

研究发现，种子萌发前期有无光照对种子的发 

芽率无影响，但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较大。24℃ 

条件下，种子萌发慢，发芽率低；28 oC则种子萌发较 

快 ，整齐 ，发芽率高 ；30 oC时种 子萌 发最快 ，但后期 

培养下胚轴细长。试验得 出：无籽西瓜种子去壳培 

养以 28℃温度最为合适 ，种子发出的芽整齐 、壮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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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后期分化繁殖。 

1．2 芽分化和繁殖 

种子发芽 2 d后 ，按苗龄 3 d、5 d、8 d、10 d分批 

切取顶芽 、子叶、下胚轴等接种到同一诱导培养基上 

进行分化培养 ，结果 3～5 d苗龄的无菌苗子 叶诱导 

芽丛出芽率最高，随苗龄增加，芽分化率迅速降低， 

10 d苗龄子叶分化率降至最低。因此，无籽西瓜种 

子发芽后 ，应在 3～5 d内转移至诱导培养基上进行 

分化培养 。 

选相同苗龄子叶 ，分别接种 至以下 4种培养基 

中培养。A：MS+1．0 mg／L BA+0．2 mg／L IAA；B：MS 

+2．0 mg／L BA+0．2 mg／L IAA；C：MS+3．0 mg／L BA 

+0．5 mg／L IAA；D：MS+ 5．0 mg／L BA +0．5 mg／L 

IAA。结果发现 ，4种培养基均能诱导出芽丛 ，但以培 

养基 C出芽较多 ，且 芽质量较好 ，经 后期培养，最适 

合嫁接用苗。 

芽丛诱导培养约 28 d左右 ，将芽丛切成小块 ，转 

移到 Ms+2．0 mg／L BA+0．5 mg／L IAA培养基上进 

行继代培养。继代必须每 32 d转移一次培养基，且 

转移时须切除坏死 的愈伤组织。若培养 时间过 长， 

将有大量芽丛坏死，且后期继代芽分化率严重降低。 

1．3 芽伸长 

由无籽西瓜外植体诱导出的芽及继代产生的 

芽，一般较矮壮，要分化为完整植株 ，特别是适应后 

阶段嫁接使用的植株，须经过芽伸长阶段。具体操 

作如下 ：切取生长较好的芽丛 ，转移到 MS+2．0 mg／L 

BA+0．5 mg／LIAA+2．0 mg／L GA 培养基上。经 15 

d左右培养 ，大部分芽均能伸长 2 cnl左右 。 

研究发现，分化出的芽丛 ，应及时转移到芽伸长 

培养基中。如果分化培养时间过长，会大量 出现畸 

形苗 ，无法应用于生产。 

1．4 生 根 

芽伸长到 2～3 cnl时 ，须进行生根培养。将芽从 

芽基部切下 ，转移到 MS+1．0 mg／L NAA或 1／2MS+ 

0．1 mg／L NAA的生根培养基上 ，培养 15～20 d，诱导 

生 根 

2 试管苗嫁接 

西瓜苗嫁接，在日本、以色列等一些农业较发达 

国家早已普遍应用于生产。由于西瓜苗根系抗病能 

力弱 ，特别容易感染枯萎病等病菌，因此不能在同一 

地块上连年种植。而优 良砧木苗根系发达 ，抗病 能 

力强，抗逆性好。近年来 ，随着西瓜栽培面积 的不断 

扩大和大棚西瓜一年多茬栽培 ，西瓜嫁接越来越受 

到广大种植户的重视，其抗病增产效果也越来越明 

显 。 

2．1 砧木苗的准备 

选用抗枯萎病 的瓠瓜 品种作 为砧 木，根据试管 

苗生长情况 和西瓜苗 移栽 日期确 定砧 木苗播种适 

期。为便于规模化生产 ，一般用穴盘育苗 ，育苗与常 

规育苗方法相同。 

2．2 嫁 接 

嫁接的最 佳时期 为砧木苗第一 片真叶展开期。 

选取经过炼苗 (即经过一段适 应性 培养 )的试管苗 ， 

采用顶部插接法嫁接。这种方法操作简单 、工 作效 

率高 ，只要操作准确 ，加强嫁接后期管理 ，嫁 接成活 

率很高。用有根试管苗和无根苗 进行 的嫁接试验表 

明：有根苗的嫁接成活率稍高于无根苗 ，但有根苗需 

经过生根阶段培养 ，生产成本有所增加。 

2．3 嫁 接后 管理 

嫁接后 ，应立 即将嫁接苗放置于先期准 备好的 

苗床上，盖膜，保持温度 22～25 Cc、湿度 95％左右， 

全 日遮光 ，4～5 d后 逐渐增光 、通风 ，成活后进入正 

常管理。4片叶时 ，移栽定植。嫁接后期的管理 ，对 

嫁接苗成活率影响很大，切不可忽视 

3 问题 与讨论 

通过对无籽西瓜组织培养与嫁接技术的研究发 

现 ：在工厂化大规模生产过程中，无籽西瓜的组织培 

养 、嫁接及移栽存在以下问题： 

(1)部分试管苗茎干较实生苗幼茎(下胚轴 )粗 

壮 ，造成不能与砧木苗嫁接 ，导致试管苗嫁接利用率 

降低。因此，如何培养出大量适合于嫁接的壮苗，是 

无籽西瓜组织培养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2)西瓜栽培的季节性很 强。一般 同一地 区西 

瓜栽培时间与种苗供应 时期均相对集中，而西瓜组 

织培养试管苗可以全年生产 。这就造成在非移栽季 

节 ，试管苗须在瓶内长期保存 ，致使试管苗死亡率增 

加。因此 ，需对非移栽季节时繁殖的西瓜试 管 苗的 

保存技术做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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