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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组织培养中应注意的问题 

刘士勇 ，刘守伟 

(1．黑龙江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哈尔滨。150021l2．东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哈尔滨，15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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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营养丰富．风味香郁．深受人们的喜爱．在世界各地 

被广泛种植．成为各国的主要蔬菜作物之一。由于它是典型 

的双子叶植物，具有白花授粉、染色体图谱较清楚、较易栽培 

等优点 ，成为生物学领域研究最多的模式植物之一。作为各 

国实验室植物转基因工作的基础。番茄再生系统的建立至关 

重要。它是遗传转化成功的前提和保障。但在组织培养过程 

中．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污染、褐变、玻璃化等。这都使得试 

验无法进行下去，甚至导致整个试验的失败，给科研和生产 

造成损失。在总结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并依据在番茄组织培 

养方面的研究体会，现从这些问题的发生原因及控制措施等 

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1 浸种时间 

种子萌发包括三个阶段．首先是吸水膨胀阶段．然后是 

萌动阶段．最后是发芽阶段 一般情况下，在做番茄组织培 

养实验之前最好进行浸种处理，这样在播种后种子发芽快， 

相对减少污染的概率。在进行浸种时，如果浸种时间过长。 

超过了吸水膨胀阶段 ．已经进入萌动阶段 ，那么，在进行种子 

消毒处理时．会因为用次氯酸钠或升汞消毒而将萌动的种子 

杀死。使种子不出芽或出芽率极低。曾做过实验，在番茄组 

织培养前，浸种时问超过 20h．种子发芽率极低。低于 6h种子 

发芽较正常慢 2d左右。所以．在做番茄组织培养前。浸种时 

问不要超过 20h．也不要低于 6h，一般 15h较适宜。 

2 种子消毒方式和时间 

综合文献．对于种子消毒常用的是用酒精和升汞溶液或 

者酒精和次氯酸钠溶液。曾多次用这两种方法做实验．结果 

是两种方法的消毒效果都很好。基于这样的结果．认为用次 

氯酸钠比较合适，主要是因为升汞对人体有危害。用次氯酸 

钠溶液消毒．如果怕消毒不彻底 。可以事先搓一下种子。将种 

子表面的绒毛搓掉，这样效果更好。酒精消毒时间不要超过 

1min。如果用 1O％的次氯酸钠 ，消毒 20min。2O 的次氯酸 

钠．消毒 lOmin~lSmin比较合适。 

3 培养基的灭菌时间 

培养基的灭菌时间不能过长．灭菌温度不能过高。一般 

25m1~ 150ml的培养 基灭 菌时 间不要 超过 15min，其中 

250ml培养基用 500ml的三角瓶装。100ml培养基用 250ml 

三角瓶装。灭菌时问过长营养元素被破坏．一般的植物激素 

或某些营养成分在温度过高时均宜分解。灭菌的温度切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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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太高．12l℃～122℃即可。 

4 外植体褐变 

外植体的褐变是由于组织 中的酚类物质经氧化后产生 

棕褐色的醌类物质造成的。这类物质可抑制细胞中其它酶 

的活性，影响细胞 的正常代谢，严重时可导致组织 的死亡。 

褐变的发生与外植体组织中所含的酚类化合物多少和多酚 

氧化酶活性有直接关系．番茄是含酚类物质较多的蔬菜，这 

些酚类化合物在完整的组织和细胞中与多酚氧化酶分离存 

在，因而比较稳定。在切割外植体时，切 口附近的细胞受到 

伤害．其分离效应被打破．酚类化合物外溢，在溢出过程中与 

多酚氧化酶接触．迅速氧化成褐色的醌类物质和水，醌类又 

与蛋白质发生聚合．进一步引起其它酶系统失活．从而导致 

组织代谢活动紊乱，生长停滞，最终衰老死亡 为了避免或 

减少褐变．一是要选择适宜的外植体，所选材料的苗龄 、取材 

部位、材料的大小及外植体受伤害程度等均能对褐变产生影 

响。一般幼龄材料接种后褐变很轻．随着苗龄增长，褐变逐 

渐加重，试验发现苗龄较长的子叶和高度分化的真叶容易褐 

变。试验观察一般选 7d～9d苗龄的番茄子叶较为适宜．此 

时期的番茄苗子叶已经展平．真叶刚刚有 0．5cm左右。二是 

所切的外植体大小也很重要。过小易发生褐变。子叶的大小 

应该不小于 0．5cm×0．5cm，小于 0．5cm×0．5cm的子叶褐 

变严重，一般 lcm×lcm比较合适。如果切下胚轴．长度应 

是0．5cm~O．7cm。外植体的受伤害程度直接影响褐变．切 

割时应尽可能减少伤口面积，尽量使切口平整。实验发现． 

用刀切割和用剪刀铰的效果都很好。但建议用剪刀。因为如 

果对经验不太丰富的操作人员来说 ．用刀切．有时不能一次 

就完全切下．要中间停顿一下或反复”拉锯”式切割．这样很 

容易使切口受伤．将来外植体产生褐变。另外．通过多次连 

续转移培养也可减少揭化的发生。 

5 污染 

番茄组织培养中的污染主要细菌性污染和真菌性污染 

细菌性污染的症状是培养材料附近出现粘液状和发酵泡沫 

状物体．或在材料附近的培养基中出现混浊和云雾状痕迹。 

一 般在播种后种子还没发芽前或者是在接种后 1d～2d即可 

发现。如果是在播种后在种子周围出现细菌污染 ．一般是种 

子消毒不彻底．解决的办法是延长用7o％的酒精和 1o 的 

次氯酸钠的消毒时间。如果是接种后在外植体周围出现细 

菌污染．可能是镊子带菌或操作台及操作人员的手末消毒干 

净。解决的办法是待超净台开启 15min后用 7O 的酒精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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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舌喙象药剂防治试验 

李 清 ，强建才。，李东荣。 

(I．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药研究所，杨凌 712100；2．陕西省榆林 

农业学校．719000；3．陕西省榆林市农技服务中心，719000) 

阿拉善舌喙象 (Diglossotrox alashanicus Suvrov)，鞘翅 

目．象甲科，是榆林沙地的一种常见昆虫(该虫曾经赵养昌先 

生鉴定 +为西北新记录)，过去寄主以杂草为主，危害性不尢。 

但近年来发现其危害多种果树．从 3月底到 6月初，盛期 4 

月下旬～5月中旬，取食多种果树的幼嫩部分，特别喜欢危害 

刚萌动的芽子。危害时间在早晨和傍晚。自2000年在陕西 

榆林刘官寨的川水地建立 3．5hm 葡萄新品种引种栽培试验 

园以来，该虫成为葡萄春季的主要害虫。该虫在葡萄各品种 

间的危害性无明显差异 检索中外期刊库．未见有该虫的报 

阿拉善舌喙象药剂防治结果袭 

药剂 。 。 。 ⋯ 鲥  

对硫磷 0 0 0 0 0 0 0 0 2 0 z 

辛硫酸 0 1 0 I I 2 0 I I I 8 

久效磷 0 0 0 0 0 0 0 0 0 0 0 

甲拌磷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六六六 0 0 1 0 0 1 0 0 0 1 3 

氧乐果 0 0 0 0 1 0 0 0 0 0 1 

敌敌是 0 0 0 0 0 0 0 0 0 I 

氯氢菊醋 0 0 0 0 0 0 0 0 0 0 0 

灭扫利 0 0 0 0 0 0 0 0 0 0 0 

呋喃丹 0 0 0 0 0 0 0 0 I 1 2 

敌百虫 
4 6 5 4 3 4 6 7 4 5 48 

(喷雾) 

敌百虫 
9 11 14 12 18 8 10 17 14 10 121 

(毒饵) 

道 为防治这种害虫．使用多种药剂和方法，防治均在下午 

进行。经过几年的防治实践．逐渐摸索 出了较为理想 的方 

法．在此基础上，于 2004年做了药剂对比试验．现总结如下。 

l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5O 对硫磷乳油 z 000倍液，喷雾 ；50 辛 

硫磷乳油 1 000倍液，喷雾 ；4o％久效磷乳油 1 000倍液，喷 

雾；5％甲拌磷颗粒剂，每株 20g，撇施 ．轻耙；六六六粉，每株 

20g。撒施，轻耙；40 氧化乐果乳油 1 000倍液．喷雾；80 敌 

敌畏乳油 1 000倍液，喷雾；10％氯氢菊酯乳油 2 000倍液 ． 

喷雾 ；2O％灭扫利乳油 2 000倍液．喷雾；3％呋哺丹颗粒剂 ． 

每株 20g．撇施．轻耙；80％敌百虫可溶性粉剂 l 000倍液，喷 

雾；8O 敌百虫可溶性粉剂 80g+2Okg水，泡新鲜杨树叶 

5min~30min。每株放一把(约 2o片叶子)。 

1．2 试验地点、供试植物 试验地点：陕西省榆林市刘官寨 

乡。供试植物：葡萄 100余个品种。 

1．3 试验设计 每种药剂处理一行葡萄。每行固定调查 lO 

株葡萄。 

l1．4 调查方法 下午 4～7时施药，第二天早 8时统计死虫数。 

2 结果与分析 

阿拉善舌喙象药剂防治结果(见表)．试验结果表明．只 

有敌百虫能够较好地防治阿拉善舌喙象．其中敌百虫毒饵诱 

杀效果最好，比较理想 

3 讨论与结论 

用敌百虫稀释液浸泡杨树叶(或鲜杂草)制成毒饵诱杀 

阿拉善舌喙象，是一个成功的办法。而敌百虫喷雾后，一方 

面药效不易持久。另一方面待药效发作后，害虫已经取食了 

很多。毒饵的办法解决了生产中的难题，值得推广。至于阿 

拉善舌喙象为什么对敌百虫较敏感而对其它有机磷杀虫剂 

及其它作用机制的很多杀虫剂却非常不敏感，基本无效，这 

种现象少见，值得进一步研究。 

榆林沙地昆虫阿拉善舌喙象于 4月下旬～5月中旬严重 

危害多种果树幼嫩部分。在害虫发生期。采用 80 敌百虫可 

溶性粉剂 8Og+2Okg水浸泡杨树叶(或鲜杂草)5～30min，制 

成毒饵．于傍晚放在树下或树上，可有效防治该害虫。施用 

时，根据天气．间隔 1～2d、或 3～4d更换一次毒饵。 

洗台面 ．再将镊子蘸取酒精后烧红做到彻底消毒。接种时镊 

子接完一瓶就要消毒一次，操作过程中要经常用 75 的酒精 

擦洗手部，同时尽量不要频繁出入无菌室。 

真菌性污染主要指霉菌引起的污染，一般接种后 3d~Sd 

才可发现。多数是因为接种室内的空气不洁净，超净工作台 

的过滤装置失效，操作不慎等原因引起的．此类污染可通过 

完善操作、培养环境、严格操作程序来克服。如果接种后发 

现真菌大面积污染，原因可能是接种室的孢子过多或超净台 

的滤布不洁。解决办法是 ：更换或清洗滤布 ．用甲醛熏蒸接 

种室 。 

6 玻璃化 

玻璃化现象是指在培养过程中材料呈半透明状，组织结 

构发育畸形的现象，又称过度水化。玻璃化的苗由于组织畸 

形 ，分化能力降低，不易成活。因此不宜用作继代和移栽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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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迄今为止．对于玻璃化的成因尚无定论。 

目前认为玻璃苗的形成可能有 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 

培养条件对玻璃化的影响很大。例如：培养基的成分、光照、 

温度 、湿度及透气性 二是玻璃苗 的叶绿索含量很低。因此 

其光合作用减弱，物质合成能力下降，导致发育不 良而发生 

畸形。三是玻璃苗苯丙氨酸解氨酶活性降低，而这种酶是植 

物木质素和纤维素合成途径的关键酶之一，因而导致粗纤维 

的含量下降。细胞壁膨压下降，水势降低。细胞吸水过多造成 

发育不良而发生畸形 解决的办法是：适当提高培养基中蔗 

糖以及 Ca”．M 等离子的浓度 ；在长期继代培养中逐步 

降低细胞分裂索的用量 ；在培养过程中控制好温度、湿度．温 

度不要过高、湿度不要过大；适当提高培养基中琼脂的浓度； 

适当降低培养基中氨态氮的含量．提高硝态氮的含量；改善 

培养容器的通风换气条件，选用通气好的封口膜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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