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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培养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1增加遗传变异性 ，改良作物 

罗广茨 

(天津市第 55中学，天津 300070) 

1．1单倍体育种 

通过花药培养，从小孢子获得单倍体植株，染 

色体加倍后获得正常二倍体植株，这是一条育种的 

新途径。单倍体育种与传统的杂交育种比较可以缩 

短育种年限 ，节约人力物力，较快地获得优 良品种。 

1．2胚培养、子房培养、胚珠培养 

为了克服远缘杂交的不亲和性，可采用胚 、子 

房、胚珠培养和试管受精等手段。最早成功的例子 

是两个栽培种亚麻的杂交胚发生败育，利用杂种胚 

培养克服了一些障碍，得到种子。 

1．3突变体的选择和应用 

由于植物的单细胞培养成功，可以用这个方法 

诱发单细胞进行突变，通过筛选所需要的突变体，然 

后使细胞分化成植株，再通过有性世代使遗传性稳 

定下来，这是从细胞水平来改造植物的一种途径。除 

细胞外，愈伤组织、花药、原生质体都可诱发突变。 

2繁殖植物 

组织培养中，从一个单细胞，一块愈伤组织， 

一 个芽(或其它器官)都可以获得无性系。无性系就 

是用植物体细胞繁殖所获得的后代。用植物组织培 

养技术繁殖的无性系可概括为 5个类型： 

(1)原球茎 ：细胞或组织培养经原球茎途径分 

化成植株 。大部分兰花属于这一类型 ，即兰花的各 

个部分的离体组织都能诱导形成原球茎 ，再经培养 

分化形成植株。 

(2)器官发生型：即从细胞或愈伤组织培养通 

过不定芽形成植株，如烟草愈伤组织培养分化所得 

的植株。 

(3)胚状体发生型：从细胞或愈伤组织通过胚 

状体途径，即由球形期、鱼雷期、心形期 、子叶期经 

成熟胚发育成植株，如胡萝 卜体细胞培养可通过胚 

状体途径形成植株。 

(4)器官型：从离休珠茎、花芽、叶、鳞片等，亦 

即从离体的母体组织直接产生小植株，如贝母、百 

合等。 

(5)无菌 短枝扦 插 ：选 取 已发育 成熟 的腋 

芽 ，连同短枝经表面灭菌后在无菌条件下培养 ， 

使其生根。腋芽可用生长激素处理促使其萌发。 

这一方法在较短时间内即可获得一个植株。对 

保存珍贵的优 良树种或花卉 品种是简易而有效 

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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