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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植物组织培养研究进展 

林淦，周建平，刘华俊，王高芳，黄升谋 (襄樊学院化学与生物科学系，湖北襄樊441o53) 

摘要 综述了玉米花粉和花药组织培养、玉米茎尖和根尖离体培养以及玉米子房和幼胚系统的组织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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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雌雄同株的异花授粉作物，其遗传基础比较复 

杂，变异也相当丰富。普通育种存在着变异系数过大、影响 

子代生长发育的缺点。近年来玉米组织培养技术发展迅速。 

现已能从不同外植体诱导产生单倍体、二倍体、三倍体和非 

整倍体愈伤组织，也可从单倍体、二倍体、非整倍体愈伤组织 

中再生植株 1 J。这将有利于克服普通育种中存在的问题。 

1 玉米花粉和花药培养研究 

玉米花粉和花药的培养一般可以获取单倍体植物，对于 

玉米遗传育种工作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徐龙珠等研究发 

现磁场对提高玉米花药培养诱导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 

李春红等研究发现 l1℃低温处理对大多数基因型玉米的花 

药培养有益l3J。叶珍等在玉米花药培养过程中，对花药的雄 

核发育过程及其药壁组织变化进行观察发现，玉米离体花药 

培养的雄核发育途径主要有 3种，即 A v途径、A．G途径和 

A．VG途径。药壁组织对雄核发育起着一定的作用 4J。朱海 

山发现在玉米花药培养的诱导培养基中加入活性炭，能明显 

提高其胚状体分化和绿色小植株产生率 5。杜娟等利用有 

性杂交使有利基因型重组后进行花药培养，从而快速获得玉 

米纯系，建立了单倍体育种的新体系[6J。朱海山研究发现， 

高温高压灭菌和过滤灭菌对于胚状体产生和绿色植株分化 

没有实质性差异，而将蔗糖分开灭菌则可明显提高胚状体产 

生的数目 7J。张慧英等发现杂种花药愈伤组织诱导率和绿 

苗分化率高 8J。文仁来等研究发现在接种后 10 d添加秋水 

仙碱，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 9J。王子霞等研究发现玉米培养 

基最好，活性炭有利于玉米花药培养[m]。刘强等研究发现 

随着培养基中无机盐离子浓度的降低，褐变率也不断降低。 

在培养基中添加抗氧化剂，可与培养过程中产生的氧化产物 

发生作用，降低褐变率。而吸附剂可以去除酚类氧化造成的 

毒害H 。对于玉米狃织的花粉和花药培养，研究人员做了 

较为细致的研究。研究表明，花药和花粉培养较为容易产生 

新品种。 

2 玉米茎尖和根尖离体培养研究 

玉米植株的根尖和茎尖分生组织具有良好的分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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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红等在改良MS培养基上、全黑暗条件下培养未经任何 

处理的玉米种子萌发的茎尖，发现可诱导雌雄花序的发生， 

推测玉米营养生长和生殖器官发生被不同调控机制所控 

制 1 。高树仁等以黑龙江省 8个优良玉米自交系为试验材 

料，研究了玉米茎尖培养诱导愈伤组织及愈伤组织继代培养 

和植株再生的效果。结果表明，不同培养基和基因型的愈伤 

组织诱导再生能力差异大，单一培养基效果不如复合培养 

基 l 。陈莉等通过比较试验，确立了诱导丛生芽发生的适 

宜培养条件和程序，反映了不同基因型的茎尖形成愈伤组织 

和再生植株的能力不同，从而初步建立了利用玉米茎尖分生 

组织再生植株的培养体系l14]。张一等建立了适于玉米根尖 

离体培养的多层滤纸床液体静止培养方法。培养的适宜体 

系为 1／4 MS 大量元素改良+1／2 MS 微量元素+IBA 0．1～ 

O．3 mg／L，黑暗培养l1 。李学红等利用不同基因型的玉米芽 

尖分生组织在添加适宜浓度6-BA(6-苄基嘌呤)的改良MS 培 

养基上，经过4周诱导培养和4周芽发育培养，获得高频率 

的丛生芽和再生植株，芽尖倍增数可达 3 8芽／芽尖[1 。李 

学红等通过诱导玉米芽尖产生胚性愈伤组织，建立起高频率 

植株再生的玉米芽尖培养实验体系[1 。刘世强等以玉米的 

3个自交系及其配制的3个单交种的5种不同外植体诱导愈 

伤组织，7—8叶期的幼茎切段和授粉后22 d的幼胚表现有较 

高的出愈率 1引。郭丽红等以玉米根尖为试验材料，研究不 

同种类的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在不同浓度及不同配比下对 

愈伤组织培养的影响，发现植物生长调节物质是影响玉米离 

体根尖愈伤组织培养的重要因素，不同激素种类及不同浓度 

配比的效果是不一样的I191。玉米植株的茎尖和根尖培养有 

利于促进完整玉米植株的生长，并且较为迅速地获取新品 

种，具有相当大的发展前景。 

3 玉米子房和幼胚系统的组织培养研究 

玉米子房和幼胚属于二倍体组织，而且它们的分生能力 

较强。许多研究人员对玉米子房和幼胚开展了研究。
． 郑乐 

娅等考查了由玉米雌幼穗培养获得的63株再生植株 Rl的自 

交结实性以及 R2自交结实植株的株高、果穗、籽粒等多种性 

状，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异 20。汤飞宇等比较了授粉时 

间长短和授粉季节对玉米单倍体诱导的影响。结果表明，当 

授粉时间控制在 15 22 h，授粉子房均有可能诱导出单倍体 

植株。春秋季授粉诱导单倍体的效果比夏季好[21]21。李明军 

等以青饲玉米为材料，对幼胚愈伤组织的诱导、继代、植株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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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再生苗培养和移栽、生长及开花结实等方面进行了系统 

的研究 j。郭丽红等对玉米幼根根尖和成熟胚都以 MS为 

基本培养基，分别在不同的激素配比、不同浓度的蔗糖和水 

解乳蛋白下，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得到分散性好、生长快的 

悬浮细胞系 23]。崔广荣等以对生玉米的雌、雄幼穗为外植 

体，研究了不同质量浓度激素及其组合对愈伤组织诱导、再 

分化苗和试管苗生根的影响，建立了对生玉米离体培养再生 

体系 j。付迎军等探讨了不同材料、不同培养基对玉米未 

授粉子房的影响，确定了未授粉子房最佳培养时期，筛选出 
一 批用于玉米未授粉子房诱导频率高的培养材料 j。胡彦 

民等以玉米幼胚作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研究了幼胚长度、 

培养基、基因型对愈伤组织诱导和继代的影响，发现基因型 

是限制幼胚培养的主导因素 j。胡彦民等用6个玉米基因 

型的幼胚进行离体培养幼苗分化试验，从培养基种类、基因 

型和细胞质效应、激动素、分化前最后一次继代培养基 中 

2，4一D质量浓度、蔗糖质量浓度等6个方面分析了幼苗分化 

的影响因素【引。赵云云等对6个玉米自交系和 15个杂交组 

合的幼胚在不同培养基中进行了愈伤组织诱导、继代和分化 

培养。所试材料都能诱导出状态良好的愈伤组织，并在继代 

培养中生长正常[28]。玉米幼胚和子房组织的培养有利于培 

育正常的二倍体植株，有助于玉米品种的改良和改进，所以 

必将成为玉米研究工作的发展重心。 

4 展望 

玉米植物的组织培养能够促进新品种的选育。同时，该 

类科研项目的实施，对于加强粮食安全和粮食正常供应具有 

重要的作用。玉米组织培养可以从以下 3个方面加强研究： 

①加强后期培育工作，提高生产力的转化水平；②加强玉米 

种子组织培养的研究；③增加植物组织培养在种子培育和供 

应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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