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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阐述了组织培养技术在蓖麻上的应用研究情况，并对起始材料、培养基和激素的选择使用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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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expatiates the impotance of tissue culture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carstor breeding in 

our country，and also raises some suggestion on choosing initial materials，culture medium and horm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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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培养是指在无菌和人_T控制条件下。对植物的原生 

质体 、细胞、组织和器官进行离体培养，并控制其生长发育的一门 

技术 。这项技术在花卉 、水稻 、小麦 上已应用 ，并取得了成果。我国 

蓖麻育种研究手段主要是杂种优势利用及常规育种．育种年限 

长．满足不了生产对品种的需求。利用单倍体育种技术．对优良的 

变异植株 ．通过染色体加倍获得基因型纯合的可育个体，可缩短 

育种年限：利用花粉、胚珠进行培养能加快蓖麻育种速度；利用转 

基因工程可解决蓖麻的抗病、抗虫问题。蓖麻育种家已认识到在 

蓖麻研究中应用生物技术培育品种的重要性 ．已将蓖麻的生物工 

程提到 日程上来加 以深入研究．并取得 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1 我国蓖麻组织培养研究情况 

我国蓖麻组织培养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做这方面丁作的单 

位有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广西大学和广西林科 

院、山东省淄博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等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张庆滢、杨建国等．探讨 

研究了蓖麻单雌系组培快繁技术．并获得成果 利用单性雌株的 

顶芽、腋芽 、带节的茎段，通过起始培养基(1／3MS+6一BA0．5rag／ 

L+IBA0．01rag／L)、芽增殖 培养基 (MS(改 良 )+6一BAO．5～0．8rag／L+ 

IBA0．Ol～0．03mg／L)、生根培养基 (1，2MS+NAA0．05 mg／L+适量 

活性炭 )，培养基中添加 3％蔗糖 、O．7％琼脂 、pH值 5．8、培养温 

度24—27℃、光照 l2～14 h／d．光照度约为 l5oo lx的条件成功的 

培养出了蓖麻单雌品系(种)D033—1、D034—1等，并利用该技术 

对这 品系(种)进行快繁获得了大量苗 

广西大学张慧英等对蓖麻组培技术也进行了研究．以蓖麻 

的根 、茎、叶作外植体分别在附加不同激素的 MS培养基上进行 

培养 (培养条件 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的激素。如：2，4D、 

BA、NAA，以及促进生长的物质氯化胆碱(cc)、水解乳蛋白；蔗糖 

浓度 3％、琼脂 0．5％ 愈伤组织诱导采用暗培养。其余试验需每 

天光照 lOh。光照强度为 1500～2000lx．培养温度 25_+2~C)。试验 

结果是 ：茎段(侧芽或顶芽)在附加BA 0．5 mg／L、NAA 0．001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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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水解乳蛋白(LH)10 mg／L和氯化胆碱(CC)5 mg／L的 MS培 

养基上．芽的增殖率最高．可达 200％，而且长势较好。说明在培 

养基中除附加一定量的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外。再添加一定量 

的水解乳蛋白和氯化胆碱对丛生芽诱导有促进作用。 

广西林科院王以红、韦家川等对蓖麻营养芽进行了离体培养 

试验研究．成功的繁殖出再生植株。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BA0．6～0．8mg／L和IAA0．5mg／L为最初诱导不定芽的发生 ：在附加 

BA0．3mg／L和IAA0．2mg／L上培养．不定芽生长健壮．继代周期约 

20d。增殖倍数 2 3倍 ：在继代培养中。VB2和VC分另IJ以 15mg／L、 

10mg／L浓度 添加 ．可减轻 或防止芽 的褐化 ：IAA0．8mg／L和 

IBA0．2mg／L共同促进单芽生根。生根率 90％以上。 

山东省淄博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潭德云、陈祥梅等也进行蓖 

麻组织培养的研究．是以成熟蓖麻种子为材料建立无菌系．研究 

了不同播种方式、不同培养基、不同外植体、不同激素配比对愈 

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结论是：无菌系的建立以根、茎 、叶等为外植 

体时较难．而以成熟种子为外植体时．可在短期内就建立无菌 

系 ：蓖麻种子剥去种皮在以纱布 为支持物 的培养基上 出芽 ．污染 

率低．出芽时间提前了27d，幼苗长势也均好于其它培养基：在 

以根、茎 、叶为外植体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时，茎的愈伤组织诱 

导率最高．但有部分愈伤组织呈玻璃化．不宜开展下一步的试 

验。南叶得到的愈伤组织，色淡绿。较紧密，生长正常，适合进行 

下一步的试验 ．适宜 培养基为 ：MS+2。4D1．0rag／L+6一BA0．5rag／L+ 

NAA0．02mg／L．愈伤组织诱导率达 93％ 

2 国外蓖麻组织培养研究情况 

2．1 蓖麻组织培养研究进展 

2．1．1 组织培养的起始材料研究 Sujatha等以具丰富分生组 

织细胞的芽尖fshoottip)和胚轴(embryoaxis)为外植体进行了蓖麻 

离体再生体系研究 通过试验得出：胚轴及其附近组织在培养基 

上迅速膨大．说明这些分生组织细胞分裂速度非常快。随后在无 

任何愈伤组织形成的情况下膨大的胚轴上直接分化出很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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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芽经培养可以伸长、生根而再生成完整植株。 

Sujatha等对离体再生能力与基 因型的关系进行研 究 ．认 为 

每个外植体再生芽的数量在蓖麻不同的基因型之间并无明显的 

差异 他们认为这种再 生芽数量上 的差异主要反映不 同部位外 

植体再生能力的差异．并推测不同外植体对激素反应的差异是 

由于不同部位的细胞对激素的吸收和识别有差异．或者是由于 

激素作用机制的不同而造成的 

2．1．2 培养基和激素的作用 Sujatha等使用 MS基本培养基． 

只是在再生芽的生根阶段将基本培养基减半 证明基本培养基 

对蓖麻离体培养植株再生没有显著的影响 Sujatha等为了测试 

对蓖麻组织培养芽再生最适 的激 素种类和浓度．在实验 中分别 

使用了0．5 10．0mg／L的腺嘌呤(adenine)、BA(N6 benzyladenine)、 

激动素(Kn，kinetin)、TDZfthiadiazurUn)和玉米素(ZT。zeatin)。结果发 

现．在测试的所有浓度的腺嘌呤中．胚轴外植体只发育成单独的 

植株f即原有胚芽的萌发)而无任何增殖；激动素对潜伏芽的生长 

有作用f平均每个外植体产生 1．0 3I3个芽)。同样是胚轴外植体， 

TDZ对丛生芽的形成有显著作用．在TDZ培养基上培养一段时 

间后转到 BA培养基．获得了较高的芽增殖率f每个外植体产生 

33．3～4O．0个芽)。而对于芽尖外植体．在 BA培养基上获得的再 

生芽数相当高．并在 BA浓度为2．Omg／L时达到最高f每个外植体 

产生46．7个芽)， 在 0．5mg／L腺嘌呤的情况下这个数字最低f每个 

外植体产生 5．0个芽1。此外。以胚轴为外植体时．他们发现了一个 

有趣 的现象，即在 BA、Kn和 ZT培养基上，不 定芽发生之后 其数 

量保持恒定，没有进一步增殖 但在 TDZ培养基上每个独立的外 

植体的芽数却在不断地增加 然而．在 TDZ培养基上比较高的增 

殖指数却伴随着芽的伸长受到抑制．他们用继代培养的方法解 

决 了这一问题 、 

Suiatha和Red(1v通过研究建立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蓖麻植 

株再 生体 系。并证明 了 TDZ有较 高的细胞 激素活性．在蓖麻组织 

培养中有积极的作用．．实际上从 20世纪 80年代初起蓖麻的组 

织培养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 ，只是研究结果不甚理 想 ．难 以满 足 

遗传转化研究的需求。Athma等只在 25％～30％的实验中经 l0～ 

20d的培养从蓖麻芽尖获得了单个的芽 Sangduen等报道了从 

芽尖获得了多芽的增殖 ．但没有提供每个外植体产生芽的比率 

在 Reddy等的实验 中 ，79．1％的培养物平 均产生 5．2个 芽 

Molina等在 1mg，L BA培养基上获得的最大值为每个外植体 4．4 

个芽。Ahn等(2006)同样用胚轴作外植体．在 20Ixmo1／L BA培养 

基上每个外植体平均产生 6．8个芽 ，在 1 LLm0l，L TDZ培养基上 

每个外植体为 13．3个芽 ，而 当使用 l in0I／L TDZ并经 7d的黑 

暗处理时，平均每个外植体产生的芽数上升到 24．2个 

2．2 蓖麻 遗传 转化研 究进展 

蓖麻遗传转化研究起步较晚．仅有的少量研究在2005年以 

后才陆续报道。Suiatha等于 2005年首次报道获得了转基因蓖麻 

植株。在此之前 Mcke0n等于 2000年向美国专利局提交了“蓖麻 

转化”的专利 申请 (2003年 9月公开)。而 Malathi等于 2006年报 

道了他们通过遗传转化方法获得了抗虫的蓖麻转基因植株 

3 结论与建议 

3．1 组织培养的起始材料 

对于像蓖麻这样植株 再生比较困难的植物．组织培养 的起 

始材料应选择那些包括分生组织在内的组织或器官．分生组织 

细胞体积小，细胞排列紧密．细胞质浓厚。它们分裂速度快并具较 

强的器官分化潜力 选择这样的组织或器官作为外植体．可以较 

容易地获得再生植株 为了进一步遗传转化研究考虑-夕 植体应 

尽量避免选择那些带有 生长点和腋芽的组织或器官．因为这些 

部位的芽原基已经形成．很可能由于这些芽原基的发育而形成 

单独的芽而降低新生芽的频率 在进行遗传转化时．要使接受外 

源基 因的细胞发育成新的芽原基 原有芽原基的生长会抑制新 

芽原基的形成和发育 

3．2 培养基和激素的作用 

通过以上文献资料说明．使用基本培养基。没有观察到培养 

基对蓖麻芽再生的数量和芽的发育上有明显的差异．说明基本 

培养基对蓖麻离体培养植株再生没有显著的作用 广西林科院 

实验发现 ．细胞分裂素 BA浓度 0．6mg／L、0．8mg／L与生长素 IAA 

浓度 0．5mg／L的配比组合．对蓖麻营养芽进行离体初代培养时． 

有利于不定芽的分化．并且芽丛是直接从外植体的腋芽处萌动 

产生的 这一培养途径．有利于组培的再生植株保持原母本的遗 

体性状；不同浓度的细胞分裂素、BA对蓖麻不定芽的分化和生 

长影响较大．当水平浓度每上升 0．1mg／L．不定芽分化的数量和不 

定芽生长的质量就表现有异 继代培养．高浓度 0．5mg／L的 BA 

促进不定芽的分化。但芽丛密集．芽顶易褐化。低浓度 0．3mg／L的 

BA则使不定芽分化较少．形成的单芽多，但芽生长正常。叶色翠 

绿．将高低两种浓度的 BA按顺序交替对蓖麻不定芽进行培养。 

可以获得不定芽分化较多又生长健壮的效果 ：山东省 淄博市农 

业科学研究院以成熟蓖麻种子为材料建立无菌系进行不同培养 

基、不同外植体、不同激素配比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实验。结 

论是：两种培养基中 。MS和 B5培养基的平均诱导率分别为 

8O．8％和78．6％．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含激素的 MS培养基上茎 

的平均 愈率为89．O％．根的出愈率仅次于茎段．在含激素的 

MS培养基上平均 出愈率为 87．5％：叶片的诱导率平均为 

65．8％．但得到的愈伤组织结构较紧密，颜色为淡绿色．生长良 

好 Sujatha等为了测试对蓖麻组织培养芽再生最适的激素种类 

和浓度，在实验中分别使用了 O．5 10．0mg／L的腺嘌呤fadenine1、 

BA(N6 benzyladenine)、激动素(Kn，kinetin)、TDz(1hiadiazur0n)和玉 

米素(ZT。zeatin)。通过实验证明．TDZ有较高的细胞激素活性，在 

蓖麻组织培养中有积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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