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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植物组织培养在植物学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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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发展与现状入手，对组织培养的优点进行了分析，提 出了植物组织培养在植物学 

研究、育种学研究的基础地位和在林木花卉育苗产业中的科技支撑和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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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组织培养及其发展与现状 

植物组织培养是从2O世纪3O年代初期发展起 

来的一项生物技术，它是在人工配制的培养基上，于 

无菌状态下培养植物器官、组织、细胞、原生质体等 

材料的方法。在美国、法国等科学家的不断努力下， 

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尔后在植物激素对器官建成 

及改进培养基配方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极大地推 

动了组织培养技术的发展，使这项技术可以应用于 

快速繁殖、品种改良等方面。2O世纪 5O年代初期 ， 

法国科学家利用组织培养技术成功地脱除了染病大 

丽花植株所携带的病毒，从而为脱毒苗的生产提供 

了一种可行的途径。现在凭借组织培养技术来脱除 

花卉的病毒已经在实际生产中被广泛采用。50年 

代中期，由于细胞分裂素的发现，使在组织培养状 

态下外植体芽的形态建成成为可人为调控的因素， 

从而使在组织培养状况下进行植株再生成为现实。 

进人 2O世纪6O年代后，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已经开 

始应用于花卉领域，并使热带兰的快速繁殖成为现 

实。当时根据计算，凭借这项技术在一年内能使热 

带兰的繁殖系数达到百万以上，从而标志着花卉组 

织培养开始步人实际应用阶段。随后，组织培养技 

术在基础理论、实际操作方面不断取得进展，相继在 

植物体细胞杂交、单倍体育种、种质资源保存、快速 

育苗、人工种子制造、次生代谢物生产等方面有了可 

喜的成果。时至今 日，组织培养技术已经成为基础 

坚实、易于掌握、应用面广的一种技术手段。 

2 植物组织培养的优越性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有其显著的优越性，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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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生理状态比较一致的材料，从而保证了试 

验的可靠性、结果的精确性。第一，试验材料来源单 
一

，无性系遗传特性一致。由于植物组织培养材料 

是细胞、组织块或器官、小植株等，个体微小，均可来 

自同一个植物个体，遗传性状高度一致，培养中获得 

的各种水平的无性系(即克隆)具有相同的遗传背 

景，极大地提高了试验精度。第二，低成本、高集约 

度、高效率。实验微型化、精密，管理集约、精细，工 

作效率高。第三，环境条件可控，实验误差小。温 

度、湿度、光照等环境条件完全可以人工控制或自动 

控制，试验处理条件一致，误差很小。第四，生长快、 

周期短，可重复性强。由于营养等外在条件接近植 

物生长的最佳条件，故生长迅速，试验结果的重演性 

很高。第五，可连续运行、周年试验生产。由于环境 

条件可控，全年四季均可连续作业。 

3 植物组织培养在植物学研究中的应 

用 

植物组织培养在植物学研究中的应用主要体现 

在：第一，对于优良无性系的快速繁殖。如桉属、金 

合欢属、芭蕉属等优良无性系的快速繁殖；月季、菊 

花、牡丹、花叶芋等观赏植物的快速繁殖，年增殖率 

可达数百万倍。第二，去除病毒、真菌和细菌等。每 

种植物在种子繁殖或长期无性繁殖过程中都会感染 

很多种病毒或细菌，从而严重影响后代的生长发育， 

经过脱毒组织培养后，新植株具有生长势强，抗逆能 

力高等优点。第三，用于培育新的植物品种。植物 

组织培养是植物学研究的基础和育种学研究的趋势 

之一。如在绿色菊花瓣培养中，选育出开紫色花的 

品种。第四，种质资源的保存。主要发挥其占用空 

间小、环境条件可控等优点，用于保存育种用的植物 

亲本(如葡萄、马铃薯等)以及挽救珍稀濒危植物， 

如金花茶等。第五，次生代谢物 (下转 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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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生枝(即当年新梢)进行修剪 每侏丛可 

选留长势壮的基生枝 6～8株，其余剪掉，这是较为 

台理的株丛密度；当枝条顶端出现繁殖分支时，及时 

将繁殖枝 除，促进侧枝开花结果。 

5．4 水肥管理 

水是任何植物生长所必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树莓而言，春季萌芽期、开花结果时期如出现干 

旱，要及时浇水，以确保产量。同时也要注意雨季及 

涝洼地的及时排水。在干旱地区可在树莓周围覆盖 

些秸秆、杂草、树叶等有机物，这样既能减少水分蒸 

发，又可增加土壤肥力。 

追肥共分 2次：第 1次追肥在开花至幼果形成 

期，以氮肥为主，主要是促进基生枝生长和果实膨 

大；第2次追肥是在果实采收后期，此次追肥以磷钾 

肥为主，目的是促进基生枝生长充实，奠定来年高产 

基础。平均每次每株丛施肥 50 g，在距植株 50 Ci21 
一 侧追肥，追肥后最好能覆上一层薄土。 

5．5 病虫害防治 

在春季，植株先端和花序顶端幼嫩的花蕾，有轻 

度顶梢卷叶蛾危害，危害稍重时，喷施 2 000倍 5％ 

来福灵乳油或菊酯类农药，都可起到防治效果。 

5．6 采收与包装 

树莓浆果成熟后，如鲜食就近销售，需在浆果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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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熟时采摘 并他 小包装；如果是 【业深加工可 

侍果实完全成熟后果收，采收时间为8～9月份 ． 

树莓的果实成熟期不一致，要分批采收，通常第 

1次以采收后的7～8 d浆果大遗成熟，以后每隔 1 
～ 2 d采收 1次．．尽可能早晨采收，此时香味最浓。 

下雨天不要采收，否则易于霉烂。果实集中成熟时， 

应将采收员分成两组：一组专门采收过熟果、受伤害 

果；另一组专门采收优质果，以避免交叉污染 j 

树莓果实的果皮柔嫩，很容易碰破，采收后的果 

实不能承受较重的压力，稍受挤压即破裂出汁，同时 

较难保鲜，在常温条件下货架期也只有 1～2 d，因此 

根据市场和订单进行分装与低温、冲气、速冻等保鲜 

处理，以适当延 保鲜期，保持完美的风味。 

5．7 越冬管理 

对当年枝结果的树莓品种，在进入冬季后，将地 

上部分割除，浇一遍防冻水越冬。对于需要保留的 

基生枝，应采取防寒措施。一般在几次早霜之后、土 

壤没有完成结冻之前进行。方法是，先将树每基生 

枝按要求剪截后，沿垄向顺直压倒，埋土拍实以防透 

风，取土要在植株 1 m以外，防止伤根。春季待 10 

cm地温稳定在3～5℃时撤土，先撤两边土再撤上 

边土，以防碰伤幼芽。撤土后要及时将枝条引缚铁 

坦 卜 

(上接96页)的生产。如药用植物(人参皂甙、毛地 

黄等)、香料(茉莉香精等)、天然色素(紫草素等)、 

饮料(甜菊苷等)以及调味品等次生代谢产物的大 

规模发酵生产。近一个世纪的科学生产实践证明，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已经在植物科学研究和生产上开 

辟了令人振奋的多个新领域，成为举世瞩 目的生物 

技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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