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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香瓜的组织培养及玻璃化防治 

张树河 翁锦周 林江波 林加耕 周龙生 

(福建省农科院甘蔗研究所、闽台园艺研究中心，漳州 363005) 

摘 要：以洋香瓜的带芽茎段为试材，进行快繁，结果表明：洋香瓜外植体用0．1％HgCl：溶液以 

10 min的消毒时间最为适宜，成功率达65％。改良H基本培养基更适宜洋香瓜丛芽的继代增殖。继代 

增殖以改良H+6一BA0．2 mg／L+KT 0．2 mg／L+NAA0．2 mg／L培养基繁殖系数最高，达到3．80；待芽长 

2—3 cm时转至生根培养基 1／2MS+IBA0．5 mg／L培养 15 d后生根率达92．5％。同时，本文还探讨了导 

致试管苗玻璃化的因素及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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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香瓜(Cucum~me／o L．)属葫芦科甜瓜属一年生 

蔓性草本植物，原产中东和非洲一带。洋香瓜以瓜大 

肉厚、色泽美观、甘甜爽口、营养丰富而成为宴席上的 

必备之品。其集水果、蔬菜于一身，富含多种维生素、 

氨基酸和矿物质，具有开胃健脾、清心醒脑、除烦止 

渴、美容保健之功效，并具有耐贮运的优良特性。在全 

国各地倍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几年来畅销不衰。被 

人们誉为“瓜果皇后”。但由于优质甜瓜种子价格高， 

种子发芽率低等因素，使其在生产上推广受到一些限 

制。通过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进行离体快繁，可以在短 

期内生产出大量优质种苗，对推动优质洋香瓜生产的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笔者在进行洋香瓜组织培 

养过程中，遇到试管苗玻璃化现象，曾一度阻碍了试 

验进程。在查阅有关试管苗玻璃化形成机理、诱发因 

素和防治措施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 

验，特撰此文，以期供相关工作者参考。 

l 材料与方法 

材料为洋香瓜无病虫健壮嫩梢的带芽茎段。 

1．1 材料的处理 

取洋香瓜外植体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再用70％的 

酒精浸30 s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用0．1％HgC1 溶液消 

毒8 min、10 min、12 min，无菌水冲洗4—5次，切取带 

1—2个芽的茎段接种于启动培养基上。20 d后统计不 

同时间处理对外植体污染率及死亡率的影响。 

1．2 不同基本培养基的分化效果 

在MS、1／2MS、改良H 3种不同基本培养基均附 

加浓度为 0．2 mg／L的 6一BA和NAA组合，对丛芽进 

行培养，观察最适宜丛芽分化的基本培养基。 

1．3 丛生芽的诱导 

在改良H培养基上附加不同浓度的6一BA、KT、 

NAA组合对丛芽进行培养，15 d后观察培养基组合对 

丛生芽诱导及增殖系数的影响。 

1．4 生根诱导试验 

以 1／2Ms(大量元素减半)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 

同的生长素，比较不同生长素对洋香瓜试管苗生根的 

诱导作用。 

培养条件：各培养基附加蔗糖3％，琼脂 0．7％， 

pH值5．8，培养温度 25,4-1Y；，光强 1500～2000 Lx，每 

天光照 10—12 h。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消毒时间对无菌体系建立的影响 

将消毒后的外植体切成带 1～2个芽的茎段接在 

启动培养基MS+6一BA0．5 mg／L+NAA0．1mg／L上进 

行培养。5～7 d后，茎段上的腋芽开始萌动，15 d后产 

生大量的不定芽。 

洋香瓜外植体随消毒时间的延长污染率得到了 

有效的控制，在 10—12 min内，可将污染率控制在 

5．0％～15％，成功率达65％。但同时，外植体死亡率 

也不断增加，其中12 min的死亡率高达45％，而8 min 

的死亡率仅为 10％。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洋香瓜外植 

体以 10 min的消毒时间最佳。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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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洋香瓜分化的效果 

洋香瓜在MS、1／2MS和改良H 3种基本培养基中 

进行分化试验对比，结果见表2。3种培养基均能分化 

出丛芽，但分化效果差异显著。接种 15天观测分化最 

好的是改良H培养基，其次是 1／2MS，最差的是MS。 

表2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洋香瓜分化的效果 

2．3 不同激素组合对诱导丛芽的影响 

试验在改良H培养基附加 5种不同的激素浓度 

组合进行继代培养，培养 15 d后进行调查，其结果见 

表3。结果表明，添加了不同浓度的6一BA、KT与NAA 

对芽的增殖效果有很大的影响。随着 6一BA浓度的增 

大，愈伤组织形成较多，玻璃苗程度也随之加重，不利 

于丛芽的增殖。在本试验中，以6一BA0．2 me=／L+ 

KT0．2 mg／L+NAA0．2 mg／L组合的增殖系数最高达 

到3．8O，是最佳培养基。 

表 3 不同激素组合对诱导丛芽的影响 

2．4 不同生长素对生根诱导的影响 

将丛生芽切割成单芽，在分别添加不同浓度的 

NAA和IBA的1／2MS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20天 

后调查生根率结果见表4。在不同处理中，生根诱导效 

果差异显著，以添加 IBA0．5 mg／L表现最好，接种后 

5 d开始生根，生根率为50％，12 d生根率为 83．3％， 

20 d后生根率达到 92．5％。见表4。 

表4 不同生长素对生根诱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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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苗移栽，将根长约5～6 cm的试管苗移出培 

养室，在自然散射光下炼苗 5 7 d，将苗取出洗净根 

部附着的培养基，移植于红壤土+砂 (3：1)苗床中， 

遮荫保湿，成活率达9O％。 

3 试管苗玻璃化的防治 

3．1 玻璃化的内涵 

玻璃化是组织培养中一个常见问题。玻璃化苗含 

水量增加，干鲜重比例下降，外表呈玻璃状，茎叶透明 

易断，出现畸形，生长缓慢，甚至死亡；即使能够成活， 

其生根率、移栽成活率也很低。其实质是在高激素浓 

度、高湿度的培养条件下，植物细胞分裂与体积增大 

的速度，超过了干物质生产与积累的速度，植物只好 

用水分来充涨体积，从而表现玻璃化。 

3．2 导致试管苗玻璃化的因素 

Nit 冰 平：培养基中NH 过多容易导致玻璃苗 

的发生。在不同基本培养基对洋香瓜分化的效果试验 

中表现，MS培养基比1／2MS和改良H培养基更容易 

形成玻璃苗，很明显前者NH 显著高于后者。 

激素浓度：培养基中的细胞分裂素易导致玻璃苗 

的产生。从丛芽增殖过程中观察到，随着6一BA浓度 

的增加，玻璃苗的比例也增高，说明6一BA浓度对玻 

璃苗的发生有重要的影响。 

琼脂：琼脂作为固体培养基的凝固剂，它能影响 

培养体系的水分状况，从而影响试管苗的玻璃化。在 

洋香瓜的继代过程中发现，适当增加琼脂的用量，可 

有效地减少玻璃苗的数量。． 

继代次数和时问：随着继代次数的增加和继代时 

间的延长，试管苗玻璃化程度也随之加重。通过减少 

继代次数和缩短继代时间 (可由原来 15～20 d缩至 

7～1O d)可有效地降低玻璃苗的产生。 

3．3 控制试管苗玻璃化的措施 

试管苗玻璃化的现象是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的一 

大障碍，给生产造成极大的损失。因此，在实际工作 

中，有必要采取措施使试管苗的玻璃化现象降到最低 

限度，直至消除玻璃化现象。综合有关资料和经验，可 

以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在MS培养基中，减少或除去NH NO，，或采用低 

Nil 冰 平的H培养基。 

适当降低细胞分裂素 6一BA的用量，在继代培养 

中，采用附加不同种类和浓度的激素如KT、IBA等的 

培养基。增加琼脂的用量。减少继代次数和缩短继代 

的时间。 

4 小结 

在本试验中，洋香瓜外植体无菌体系的建立取决 

于消毒时间，8 min与 12 min的消毒效果都不甚理想， 

而以10 min的成功率较高。试验随着消毒时间的延 

长，造成外植体死亡数的增加，说明长时间用升汞作 

为消毒剂对洋香瓜幼嫩茎段有很强的杀伤力。 

在洋香瓜的组织培养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玻璃 

苗。玻璃苗移栽难以成活，继代培养仍然形成玻璃苗， 

因此，玻璃苗的出现与否是关系洋香瓜组培技术成功 

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NH 水平、激素浓度、琼脂用 

量和继代次数及时间等方面对洋香瓜试管苗玻璃化 

作一探讨，有效地克服了试管苗玻璃化现象，为该品 

种的工厂化育苗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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