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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组 织 培 养 技 术 发 展 简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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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植物 组织培养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情况作了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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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植物组织培养是本世纪发展起来的一门新技术，由于

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外源激素的应用，使植物组织培

养不仅从理论上为相关学科提出了可靠的实验证据，而且

成为一种大规模、批量工厂化生产种苗的新方法，并在生

产上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应用。

植物组织培养是指通过分离植物体的一个或数个体

细胞或植物体的一部分（即外植体）接种到培养基上，在

人工控制的条件下进行培养，使其生长为完整的植株。对

于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起源和发展简况，这里作介绍如

下。

!" 组织培养的理论依据

!/-/ $ !/-" 年，德国植物学家 0, 1, 234567869 和德国

动物学家施旺 :, 234;<99 创立了细胞学说。根据这一学

说，如果给细胞提供和生物体内一样的条件，每个细胞都

应该能够独立生活。!"’& 年，德国植物学家 =, ><?6@5<98A

在细胞学说的基础上，大胆提出要在试管中人工培育植

物。他预言离体的植物细胞具有发育上的全能性，能够发

育成为完整的植物体。即植物的体细胞，在适当的条件

下，具有不断分裂和繁殖，发育成完整植株的潜在能力。

他首次发表了植物离体细胞培养实验的报告。这种细胞

全能性理论是植物组织培养的理论基础。

不但植物体细胞可以表现全能性，花粉在培养条件下

也可能进行脱分化，通过愈伤组织或胚状体发育成单倍体

植株。植物组织培养不仅包括在无菌条件下利用人工培

养基对植物组织进行培养，而且包括对胚胎、细胞、原生质

体的培养。

#" 植物组织培养之父

!/"/ 年德国植物学家 =, ><?6@5<98A 设计用实验方法

来检验细胞学说。他自己配制培养基，用高等植物的叶肉

细胞、髓细胞、腺毛、雄蕊毛、气孔保卫细胞等作为材料进

行离体培养。=, ><?6@5<98A 在植物细胞培养的论文中认

为：单细胞在人工配制的培养基上培养，能够通过细胞分

裂而恢复成完整的植物体，即植物细胞具有全能性。!"!&

年，=, ><?6@5<98A 的学生 BCAA6 和美国的 DC?79E 在根尖培

养中获得了组织培养的成功，BCAA6 采用了无机盐、葡萄

糖、蛋白胨、天冬酰胺，及添加各种氨基酸的培养基。DC?F

79E 用含无机盐、葡萄糖或果糖的琼脂培养基，培养了长度

为 !, +) $-, ()3G 的豌豆、玉米和棉花的茎尖，形成了一些

缺绿的茎和根。到 &’ 世纪 #’ 年代，他所提出的种种理论

都已先后实现。=, ><?6@5<98A 作为植物组织培养的先驱，

被他的后继者们誉为“ 植物组织培养之父”。

$" 植物组织培养综合培养基建立者

!"-- 年我国学者 李继桐和沈同 培养银杏 的离体胚

时，将银 杏胚乳 提取 物加入 培养基，促进 了胚 的生 长。

!"-+ 年荷兰植物学家 HI JI J69A 发现了生长素，即吲哚

乙酸。!"-+ 年美国的 J47A6通过对番茄根尖的组织培养，

建立了第一个活性生长的无性繁殖系统，并反复转移到新

鲜培养基中继代培养，使根的离体培养实验获得了真正的

成功，并在以后 &/ 年间培养了 !#’’ 代。这之后，J47A6又

以小麦根尖为材料，研究了光、温度、通气、K> 值、培养基

组成等各种培养条件对生长的影响，并于 !"-( 年建立了

第一个组织培养的综合培养基，其成分包括 - 种 L 族维生

素，即吡哆 醇、硫胺 素和 烟酸，该 培养 基后来 被定 名为

J47A6 培养基。J47A6 最先建立了植物组织培养的综合培

养基。与此同时，=<MA46@6@（!"-+）在研究山毛柳和黑杨等

形成层的组织培养实验中，提出了 L 族维生素和生长素对

组织培养的重要意义，并于 !"-" 年连续培养胡萝卜根形

成层获得了首次成功。同年，J47A6 用烟草种间杂种的瘤

组织，NC?63CM@A 用胡萝卜均建立了与上述类似的连续生

长的组织培养物。因此，=<MA46@6@，J47A6 和 NC?63CM@A 一

起被誉为组织培养学科的奠基人。!"+- 年 J47A6 发表了

《植物组织培养手册》专著，使植物组织培养开始成为一

门新兴的学科。

%" 组织培养技术的推动者

+’ 年代 2OCCP 和崔徵在烟草茎切段和髓培养以及器

官形成的研究中发现，腺嘌呤或腺苷可以解除培养基中生

长素（Q..）对芽形成的抑制作用，而能诱导形成芽，从而

明确了腺嘌呤与生长素的比例是控制芽和根形成的主要

条件之一。即这一比例高时，产生芽；这一比例低时，形成

根；相等则不分化。在寻找促进细胞分裂的物质过程中，

07556@ 等人于 !")# 年发现了激动素。不久即知道激动素

可以代替腺嘌呤促进发芽，并且效果可增加（下转 -+ 页）

&+ 安徽农学通报，.94M7 .P@7, 237, LM55, &’’(，!-（)）：+&



膏其干物质的含量最高，为 !"# !$%& ，而且结晶的颜色最

白。

图 $’ ( 样品（出峰’ ’ ’ 图 !’ 标样（ 出峰

时间为 )# $*$+,-）’ ’ ’ 时间为 )# $)%+,-）

!" 总结

本实验的优点是简单、周期短，实验表明，在相同条件

下，用 %& 活性炭脱色的效果较好，用 ."& 的甲醇洗浸膏

所测得青蒿素的含量最高，但不能使青蒿素结晶，同时还

溶解了大量的杂质；用 /"& 甲醇洗浸膏所测得的纯度高

于 ."&甲醇洗浸膏 %# !% 个百分点，同时有沉淀析出，而且

也不比用 ."& 的甲醇洗 浸膏所测得青蒿素 的含量低很

多。综上所述，在相同条件下，用 /"&的甲醇洗浸膏的效

果最好，能把一部分的杂质除去，不足之处是用 /"& 甲醇

洗浸膏时操作不易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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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 页）) 万倍。随后活力更高的细胞分 裂素的发

现并被应用于组织培养中，使得该技术如虎添翼，迅猛发

展。这方面的成功发现，有力地推动了植物组织培养的

发展。

%.$" 年，4=>?,-@ 等人用真菌纤维素酶分离植物原生

质体获得成功。%.!% 年，AB?CDC 等在烟草上首次由原生

质体获得了再生植株，这不仅在理论上证明了无壁的原生

质体同样具有全能性，而且在实践上为外源基因的导入提

供了理想的受体材料。/" 年代中期以来，对禾谷类作物

的原生质体培养也相继告捷，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做出了重

要贡献。以后相继在烟草、水稻、小麦、玉米、番茄、辣椒、

草莓、苹果等多种植物培养中获得成功，其数目达到 %$"

多种，其中烟草、水稻和小麦等的花药育种培养在中国取

得了引入注目的成就。

由于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日趋成熟和完善，该技术已在

快速繁殖、去除病毒、加速育种进程、次生代谢产物生产和

种质资源的保存等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今后，随着科技进步，这项技术肯定将继续对人类的

经济和生产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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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 页）%$# !>+ E %$# !>+ 折单产$.**# ;?@ F G+
* 。把

小区产量进行方差分析，%/# ;>+ E *">+（*! 万丛 F G+* ）、

*">+ E *">+（*;# "; 万丛 F G+* ）* 处理的产量与其它 ) 个

处理产量存在显著或极显著的差异，%$# !>+ E *">+ 处理

与 %$# !>+ E %$# !>+ 的产量差异显著，其它处理间产量不

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

表 * ’ 不同栽培密度产量比较表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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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与讨论

（%）栽培密度 试验结果表明，以 %/# ;>+ E *">+（*!

万丛 F G+* ）、*">+ E *">+（*;# "; 万丛 F G+* ）两种栽培密度

群体结构好，产量最高。

（*）优质稻佳 辐占种 植表 现株型 适中，叶色浓 绿，

茎秆粗壮，谷粒细长，成熟期转色好，穗头大小中 等，结

实率高，中抗 稻瘟病。米 质是 福建 省审定 通过 的第 一

个米质指标基本达到部 颁一级优质 米标准的高 产优质

早稻新品种，*" ") 年通过 福建省 农作物品 种审定 委员

会审定（ 闽审稻 *" ")""%），值得加快 推广，提高农 民种

粮效益。

（)）由于佳辐占分蘖力不强，栽培上应适当密植，插

足基本苗，增加有效穗，才能提高产量。 （ 责编：张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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