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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培条件对草莓脱毒试管苗玻璃化影响的研究 

曹善东 

(临沂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摘要：试验对影响草莓脱毒试管苗玻璃化的培养基成分和浓度以及培养条件等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显示： 

不适宜浓度的琼脂、大量元素和蔗糖以及不同的光照强度和不同封口材料，在草莓试管苗培养过程中，都会引起草 

莓脱毒苗玻璃化，试验筛选出了控制草莓脱毒试管苗玻璃化的适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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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 paper studied the effect of component，concentration and cultivation condition of culture medium 

on strawberry virus—free cuvette planflet．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many factors which could make 

strawberry virus—free cuvette plantlet for vitrification，such as false agar，excessive element and sucrose，different 

iUurtlination an d seal paper． e correct conditions about controlling vitrification of strawberry virus—free cuvette 

plantlet were selected from th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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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草莓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植物具有较高的栽培价值⋯，草莓脱毒苗应用于生产实践，可明显提高经 

济效益。并且，利用组培快繁技术对草莓脱毒苗进行快速繁殖，亦可实现草莓脱毒苗的工厂化育苗和草莓 

新品种的迅速推广【2。J。在植物组培过程中，试管苗玻璃化现象广泛存在，是试管苗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 

题之一。试管苗玻璃化现象主要表现为：茎叶半透明，颜色深浅不一，色淡或暗绿 ，外观呈水浸状，叶表面 

完全无蜡质，植株有时表现为生长快、植株高大，但是多数时候表现为生长停滞【4J。 

导致玻璃苗发生的因素很多，且不同植物的主导影响因素往往因种类而异。尽管试管苗玻璃化偶尔 

可在延长期恢复正常或通过诱导愈伤组织后重新分化形成正常苗，但继代培养如果不能消除玻璃化现象， 

不仅试管苗的分化能力低下，难以继代增殖，并且试管苗也难以发根成苗，致使移栽也不易成活，因而研究 

玻璃化苗发生的原因和预防措施，消除玻璃化苗，是植物组培中至关重要一环【5-6J。 

鉴于此，本文以草莓脱毒苗无性系为实验材料，通过改变培养基中的琼脂浓度、大量元素的浓度、糖的 

浓度、试管苗培养过程中光照强度及使用不同封口纸进行对比试验，对引起草莓脱毒试管苗玻璃化的各种 

因素和条件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现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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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试验材料及方法步骤 

1．1 试验材料 

本试验所用丰香品种草莓脱毒苗引自山东农科院。脱毒苗经过组织培养，形成丛芽，分切后移入供试 

培养基中。 

1．2 试验方法 

供试培养基的基本培养基为MS培养基，按照事先设计的浓度，分别加入琼脂、大量元素和蔗糖，封 

口，在相应条件下恒温培养 26d，观察并记录实验结果。 

另外，为确保获得最佳的实验效果，排除对玻璃化干扰的其它因素影响，在培养基 中，加入一定量 

(1．0rag／L)的活性炭，以控制酚类物质的产生，防止出现褐化现象，影响结果。 

1．3 试验步骤 

1．3．1 琼脂浓度对草莓脱毒苗玻璃化的影响 以MS为基本培养基，设置琼脂浓度为4．0g／L、6．or'L、 

7．0g／L、8．0g／L、10．or'L 5个处理，8次重复，附加 BA1．Omg／L+NAAO．Olmg／L十 蔗糖 3Og／L，选择丰香 

草莓品种作为试验材料，切取草莓丛生芽，分别接种于上述培养基上，接种后在条件为光照强度：2000— 

30001x；光照时间：14h／d；培养温度：23~C±2~C的光照培养室中恒温培养 26d，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l。 

1．3．2 大量元素浓度对草莓脱毒试管苗玻璃化的影响 设置 1／4MS、1／2MS、MS、2MS，附加 BA1．Omg／L 

+NAA0．01mg／L+蔗糖 30／L+琼脂7g／L，4个处理，4次重复，用丰香脱毒苗作试验材料，切取丛生芽接 

种于供试培养基，用聚乙烯膜封口，恒温培养26d，统计结果见表2。 

1．3．3 蔗糖浓度对草莓脱毒试管苗玻璃化的影响 以 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BA1．0mg／L+NAA 

0．01mg／L，设置蔗糖浓度为lOg／L、20g／L、3Og／L、40g／L、5Og／L等五个处理，8次重复，选择丰香脱毒苗作 

为试验材料，接种后，恒温继代培养26d，统计各处理出现的玻璃化苗率，结果见表3。 

1．3．4 光照强度对草莓试管苗玻璃化的影响 以MS+BA1．OmS／L+NAA0．01mg／L+糖3Og／L+琼脂 

7s几为基本培养基。将接种好的草莓脱毒苗用硫酸纸封瓶口，分别在暗(外裹黑纸)、10001x、20001x、 

30001x、40001x等不同光照条件下恒温培养26d，记录试验结果见表4。 

1．3．5 不同封 口纸对玻璃化的影响 配制 MS+BA1．0mg／L+NAA0．01mg／L+糖 3Og／L+琼脂 7．0g／L 

培养基。分别用聚乙烯膜、硫酸纸、铝箔纸、聚乙烯膜(内衬白纸)封 口，四个处理，lO次重复，在温室内进 

行恒温光照培养，统计分析结果见表5。 

2 试验结果及结果分析 

2．1 琼脂浓度对丰香草莓脱毒苗玻璃化的影响 

表 1 琼脂浓度对草莓脱毒苗玻璃化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 of agareoneentration on vitrification of Strauberry Virus-free euvette plantlet 

(Fo．oI=4．87) 

经F值检验，琼脂浓度与草莓脱毒苗组培出现玻璃化苗的比例大小差异极显著。随琼脂用量的减 

少，玻璃化苗的数量、比例明显增加。其中以琼脂浓度为4．0g／L和6．0g／L两个处理玻璃化苗多。琼脂浓 

度为8．0g／L和10．0g／L时，玻璃化苗出现少。所以在进行草莓脱毒苗组培时，以琼脂浓度7．0—8．0g／L 

为好。其原因是：在琼脂用量较多的情况下，瓶内空气湿度小，试管苗玻璃化现象减轻。但需注意：与此同 

时降低了试管苗繁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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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量元素浓度对草莓脱毒试管苗玻璃化的影响 

表2 大量元素浓度对草莓试管苗玻璃化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 of exlessive dement concentration Oll Htriflcation of Stranbery vius—-free cuvette plantlet 

F：7．01··(F0．01=6．99) 

F值测定结果表明，处理间差异极显著。MS、1／2MS、1／4MS三个处理问差异不显著，而2MS与其它三 

个处理比较，差异极显著。说明增加大量元素浓度，能增加草莓脱毒苗玻璃化苗的数量，减少大量元素用 

量可减少玻璃化苗的数量。这可能与培养基中NH；过多有关。 

2．3 蔗糖浓度对草莓脱毒试管苗玻璃化影响 

表 3 蔗糖浓度对草莓脱毒苗玻璃化的影响 

Table 3 The effect of sucrose concentration Oll vitrification  of stranben7 virus—-free cuvette plantlet 

结果分析和 r显著性检验表明，蔗糖浓度对草莓脱毒组培苗玻璃化率影响显著，蔗糖浓度与草莓脱毒 

苗玻璃化之间的关系。总的看来，随蔗糖用量的减少，玻璃化苗增加。其中以蔗糖浓度为 1Og／L和20g／L 

两个处理玻璃化苗多，蔗糖浓度为 3Og／L、40g／L和5Og／L时差异不显著，玻璃化苗出现较少。 

其原因可能是：在蔗糖浓度高时，瓶内空气湿度变小，减轻了玻璃化现象，但成本也大幅度上升，并且 

也同时降低了试管苗繁殖系数。因此，考虑到成本，在进行草莓脱毒苗组培快繁时，以蔗糖浓度30g／L为 

好。 

2．4 光照强度对草莓试管苗玻璃化的影响 

表 4 光照对草莓脱毒苗玻璃化的影响 

Table 4 The eff ect ofillnmination  Oll vitrification  of strawbeory virus-free cuvette plantlet 

结果分析表明，草莓脱毒苗玻璃化苗率与光照强度之问存在极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光照强度越高，玻 

璃化苗越少。完全黑暗时玻璃化苗最多，而且颜色黄白缺绿、苗叶细长，玻璃化严重。原因是：在黑暗条件 

下，植物的光合作用停止，影响了体内代谢和正常生理。因此，考虑到生产实际和成本，在草莓组培生产 

时，光照强度应在 20001X～30001X之间。 

2．5 不同封口纸对玻璃化的影响 

表 5 不同封口纸对玻璃化苗的影响 

Table 5 Th e eff ect of seal paper Oll vitrification  of strowberry virus-free~uvette plantlet 

F=3．11·(F0．05=2．96) 

经F值测定结果表明，各处理间差异显著。用聚乙烯膜(内衬白纸)和硫酸纸封口能明显减少玻璃化 

苗率。这是由于增加了瓶内的通气性，降低了瓶内湿度所致。 

3 结论 

3．1 琼脂浓度与草莓脱毒试管苗玻璃化苗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且各琼脂浓度间差异极显著，琼脂 

用量越多，瓶内空气湿度越小，玻璃化程度就越轻。但同时试管苗繁殖系数降低。 (下转第 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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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单单从形态学角度进行分类是不够的。只有综合各种分类方法(如：形态分类、数量分类、分子标记等) 

的结果，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分类体系。因此对蔷薇品种进行科学的分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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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琼脂浓度以 7．O～8．0g／L为好 。 

3．2 大量元素浓度对草莓试管苗玻璃化的影响较大。增加大量元素浓度，能增加草莓脱毒苗玻璃化苗的 

数量，减少大量元素用量可降低玻璃化苗率。但大量元素含量过低，不利于试管苗的生长。 

3．3 蔗糖浓度对草莓脱毒组培苗玻璃化率影响显著，随蔗糖用量减少，玻璃化苗增加，在蔗糖浓度高时， 

玻璃化现象减轻、但生产成本也大幅上升，试管苗繁殖系数降低。因此，草莓脱毒苗组培快繁时，以蔗糖浓 

度 30g／L为好。 ‘ 

3．4 草莓脱毒苗玻璃化苗率与光照强度之间存在着极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光照强度越高，玻璃化苗越 

少 。 

3．5 不同封 l：I纸对试管苗玻璃化的影响也很大，用聚乙烯膜(内衬白纸)和硫酸纸封l：I能明显减少玻璃化 

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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