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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南瓜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 

贾文庆，刘 宇，唐米米 

(河南科技学院园林学院，河南新乡 453003) 

摘要：以观赏南瓜种子为材料，进行了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技术的研究。试验结果表明：观赏南瓜种子获取 

无菌实生苗的较好处理方式是将种子剥壳，胚根垂直向下；种子进行无菌萌发用0．1％的氯化汞溶液消毒，消毒 

时间以8 min为宜；子叶是愈伤诱导的最佳外植体；芽诱导的最佳培养基是 Ms+BA 1．0 mg／L+NAA 1．0 mg／L： 

1／2MS是适宜的生根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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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南瓜又名玩具南瓜，属于葫芦科南瓜属，美 

洲南瓜的观赏南瓜群⋯。它果形奇特，果色丰富， 

具有较强的观赏价值，可当作城市、园林、庭院的绿 

化观赏植物来绿化环境、美化家园。它果实成熟后， 

果壳坚硬，可作为玩具或装饰品长期保存，深受人们 

喜爱。但是该瓜在高温、干燥或多湿的条件下授粉 

不良，结籽不佳。为了扩大繁殖，对其离体培养进行 

研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已经 

应用于甜瓜、黄瓜等瓜类作物 J，但对观赏瓜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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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体培养研究国内报道不多。因此，开展观赏南瓜 

离体快繁技术研究 ，对保持品种优良性状的稳定性， 

扩大繁殖推广新品种以及开展体细胞变异育种都有 

重要的实际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观赏南瓜金童，由河南科技学院园林学院南瓜 

育种室提供。 

1．2 试验方法 

1．2．1 无菌苗的获得 选取饱满、大小一致的观赏 

南瓜种子以不同的处理方式，即带壳、平放种子，不 

带壳平放种子和不带壳、胚根垂直向下的种子经 

75％酒精表面消毒 30 s，置0．1％氯化汞溶液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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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消毒4 min、6 min、8 min、10 min，观察不同消毒时 

间对无菌苗萌发的影响，然后用无菌水冲洗4～5 

次 。种子消毒后在无菌条件下分别将经过不同 

处理方式的种子接种于培养基上培养。基本培养基 

是 MS中加入琼脂 8 g、蔗糖 30 g，调 pH值为 5．8。 

1，2．2 不同的外植体类型对芽和愈伤组织诱导的 

影响 取观赏南瓜无菌苗的子叶、下胚轴、胚根作为 

外植体。在取用子叶时，去掉子叶边缘，将剩下的横 

切为二，取其近叶柄端，再纵切为二，每片子叶得两 

块外植体；下胚轴取子叶下约 0，2 em部位，切成0． 

4～0．8 em的切段：胚根取靠近胚轴的区段，切成0． 

5～1．0 em的切段。将由子叶得到的外植体表面朝 

上接种在愈伤诱导培养基上；由下胚轴和胚根得到 

的外植体分水平放置和下端插入培养基两种接种方 

式 。接种后，放在培养室中培养，观察不同外植 

体的芽诱导情况。 

1．2．3 不同激素浓度对芽和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切取培养5～8 d高约4～8 em的无菌幼苗子叶， 

横切成0．5 em的小块和带茎端的芽作为外植体，接 

种于以下5种培养基中：(1)MS+6一BA 0．5 mg／L； 

(2)MS+KT 0．5 mg／L；(3)MS+KT 2．0 mg／L； 

(4)2／3MS+6一BA 0．5 mg／L；(5)MS+6一BA 2．0 

mg／L中进行初代培养。培养条件为光照14 h／d、温 

度(25±1)℃，20 d后观察统计不同的激素浓度对 

芽和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1．2，4 生根培养基的诱导 将无菌苗分别置于以 

下4种培养基中诱导生根：(1)1／2MS；(2)1／2MS+ 

BA 0，25 mg／L+NAA 0．01 mg／L；(3)1／2MS+BA 

0．25 mg／L+NAA 0．05 mg／L；(4)1／2MS+BA 0．25 

mg／L+NAA0．1 mg／L。培养条件为光照14 h／d、温 

度(25±1)℃，20 d后观察生根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的不同处理方式对获取无菌苗的影响 

由表 1可以看出：外植体的处理方式不同，获取 

无菌苗的数量和污染程度明显不一样，种子带壳的 

开始萌发时间最长，成苗率最低，污染率最高，原因 

表 1 外植体不同处理方式对获取观赏南瓜无菌苗的影响 

是未经剥壳处理的种子吸水速度慢，且要克服种壳 

阻力才能萌发；而经去壳处理且胚根垂直朝下萌发 

最快，萌发率最高，受污染程度最低。 

2．2 消毒时间对种子无菌苗萌发的影响 

无菌萌发是植物组织培养中最基本的环节，因 

此材料的灭菌效果和出苗情况直接影响试验的进 

程。本试验采用 75％的酒精和0．1％的氯化汞溶液 

作为种子无菌萌发的消毒液，它们对种子萌发的影 

响见表2。 

表 2 消毒时间对种子无菌萌发的影响 

消毒时间 供试种子数 萌芽数 污染数 萌芽率 污染率 

(rain) (粒) (粒) (粒) (％) (％) 

4 

6 

8 

lO 

从表 2可以看出：消毒效果与消毒时间的长短 

有很大的关系。当消毒时间为 4 min时，污染率高 

达 35．6％；随着消毒时间的延长，消毒效果越来越 

好。但时间过长，容易对种子造成毒害，降低种子的 

萌芽率。当消毒时间为10 min时，污染率为0，可萌 

芽率与消毒8 min的相比降低了13．3个百分点。 

因此，在对金童观赏南瓜种子消毒时，消毒时间以8 

min较为适宜。 

在观察过程中发现，消毒时间过长，对种子的毒 

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抑制胚根的发生，影响无 

菌苗生长；下胚轴不伸长或伸长很短；子叶生长出现 

扭曲，伴随有失绿现象。 

2．3 不同外植体类型对芽和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用 MS+1．0 mg／L IBA+1．0 mg／L NAA培养基 

对胚根、胚轴和子叶分别进行愈伤组织和芽的诱导， 

结果见表 3。从表 3可以看出，不同类型外植体间 

的愈伤组织和芽的诱导率有很大的差异。胚轴的诱 

导效果最差，胚根有 50，0％形成愈伤组织，但只能 

诱导出极少数的芽；而子叶愈伤组织诱导率可达 

80％，芽的诱导率也能达到20％。可见，子叶是金 

童观赏南瓜愈伤诱导的最适外植体。 

表3 不同外植体类犁对观赏南瓜芽诱导的影响 

6  l  

O  O  

1 J l  

6  3  9  6  
窨8 

5  O  O  

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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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激素浓度对芽诱导的影响 

培养 1周左右，从子叶切口处长出愈伤组织，少 

数可逐步分化成芽；而顶芽则先伸长，抽新叶，然后 

腋芽萌发，同时在切口处产生少量愈伤组织，在20 d 

分化成不定芽。从表 4可以看出，6一BA诱导观赏 

南瓜产生芽 的能力 比KT强 ，6一BA浓度为0．5 

表4 不同激素浓度对观赏南瓜芽诱导的影响 

接种数 芽诱导数(个) 芽诱导率(％) 
培养基 — — — — — —  

子叶 顶芽 子叶 顶芽 子叶 顶芽 

MS+KT 0．5 mg／L 40 40 5 7 12．5 17．5 

MS+KT 2．0 mg／L 40 40 8 10 20．0 25．0 

MS+6一BA 2．0 nl L 40 40 16 18 40．O 45．O 

MS+6一BA 0．5 nl L 40 40 23 27 57．5 67．5 

2／3MS+6一BA 0．5 m L 400 40 30 34 75．0 85．0 

mg／L时，顶芽的诱导率比6一BA浓度为 2．0 mg／L 

时的高。培养基使用 2／3大量元素，减少营养成分 

中盐的浓度，有利于子叶在切口处先产生大量颗粒 

状愈伤组织，然后分化出芽，同时在培养过程中发现 

高浓度的6一BA容易诱导愈伤组织，愈伤组织多呈 

水浸状或海绵状，难以分化成苗，易褐化而死。 

2．5 生根培养基的选择 

以 1／2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的 NAA 

和 BA，诱导观赏南瓜苗生根，第 10 d和第 14 d调查 

统计，结果表明：以不加任何激素的 1／2MS培养基 

诱导生根效果最好。其特点是生根快，3 d就有肉 

眼可见的不定根突起，10—14 d即可移栽驯化，生 

根率高，根的质量也好(表5)。 

表5 不同生长调节剂对观赏南瓜生根培养的影响 

3 小结与讨论 

对外植体进行消毒获取无菌材料是组织培养的 

第一步，本试验结果表明：获得观赏南瓜的最佳外植 

体是去壳、胚根垂直向下，用75％酒精表面消毒30 

s，然后用0．1％的氯化汞溶液消毒8 min、无菌水冲 

洗4—5次，经过这样处理的外植体诱导无菌苗的污 

染率低。观赏南瓜愈伤的发生情况及芽分化效果与 

外植体的类型和培养基的种类有密切关系。诱导观 

赏南瓜愈伤组织的最适外植体是子叶，诱导芽分化 

的最适培养基是低浓度的 6一BA。在诱导愈伤组织 

过程中发现，以带茎端的芽作为外植体很容易出芽， 

进而形成完整的小植株。原因在于植物器官如根、 

茎、叶的分化成熟度高，进行再生培养是要经历脱分 

化，再分化才能形成新的植株，而带茎端的芽处于分 

生状态，不必经历脱分化，可直接形成完整的植 

株 。J。所以，以带茎端的芽作为外植体比子叶、胚 

根作为外植体效果好。在黄瓜的组织培养中有类似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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