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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是自德国植物生理学家Haberlandt（1902）提出细胞全能性理论以来，经过无数
科学家100余年的科研与实践，才逐步发展形成的一套较为完整的技术体系，现已成为生物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其应用前景广阔，这已为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生产应用实践所证实。
在植物组织培养的各种技术中，其中组培快繁是目前应用最多、最广泛和最有成效的一种实用技术，
如桉树、兰花、香蕉、甘蔗、葡萄、草莓等已进行工厂化大规模商品化生产，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
　　基于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迅速发展及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根据花卉企业、果蔬生产基地、种苗公
司等企业的需求，各高职高专院校的园林、园艺、林学、农学等专业均开设了植物组织培养课程，主
要讲授植物组培快繁技术。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满足行业的需求，为生产一线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我们十几所院校的教
师根据多年来的组培教学经验和科研实践，共同组织编写了《植物组培快繁技术》一书，侧重试管苗
的快速繁殖，旨在介绍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快速繁殖“名、优、特、新、稀”等植物品种的方法和技
术，力求言简意赅，可操作性强。
　　本书绪论、第一章至第八章扼要地介绍植物组培快繁技术的形成及基本理论，详细叙述了组培快
繁的各种技术、实验方法、技能操作和组培快繁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及解决的措施；第九章植物组培
快繁技术实例，重点介绍利用组培技术快速繁殖林木、园林树木、果蔬、花卉和药用植物及一些经济
作物的方法、步骤和技术要点，可操作性强，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园林、园艺、林学、农学、生物技术等专业的植物组培快繁技术教材，
也可供从事植物组培快繁技术的工作人员及科研人员参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首先由邱运亮教授拟订出编写提纲及内容框架，经广泛征求各位参编老师的
意见后，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着手编写。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商丘职
业技术学院、沈阳农业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永州职业技
术学院、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宜宾职业技术学院、荆楚理工学院、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邵阳学院、韶关学院、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17所高校
的19位教师。
编写的初稿由邱运亮、段鹏慧、赵华、鞠志新等同志分别进行适当修改补充，最后由邱运亮同志统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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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农林牧渔系列之一。
全书共九章。
其主要内容有：组培快繁实验室、培养基及其配制、无菌技术、外植体的初代培养、继代增殖培养、
生根与移栽、脱毒技术、组培苗工厂化生产、植物组培快繁技术实例。
章前设有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章后设有相应的技能训练项目，以突出其职业技能训练和生产应用。
41个植物组培快繁技术实例，分别介绍了林木与园林树木、药用植物、果蔬、花卉和一些经济作物的
组培快繁技术。
教材内容由浅入深、简明扼要、实用性强。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园林、园艺、生物、林学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植物组培快繁技术的
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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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植物种质资料的保存　　在植物育种工作中，离不开种质资源的保存。
曾有人说，谁掌握了种质资源，谁就掌握了农业的未来。
种质资源的收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用常规法保存种质资源是一项耗资费时又占土地的巨大工程，同时又易丢失珍贵的品种资源。
据报道，若要保存800个品种的葡萄种质，需占土地15亩，而养护费用也十分昂贵。
随着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发展，对于无性繁殖的植物也可采用低温冷冻组织材料的方法来保存种质。
在离体培养中，较常用中低温（1～9℃）调控外植体生长量，因植物组织培养材料的体积小，保存和
繁殖所需的空间也就比田间栽培的要小得多，而且繁殖率又高。
如将葡萄茎段经组培形成的组培苗保存在试管中，将温度控制在9℃以下，植株便停止生长，每年只
需转管一次，这样800个葡萄品种，每品种重复6个，只占用2m2的面积。
许多植物都可采用这样的试管繁殖，低温保存，每年转接1～2次，就可长期保存。
如果生产需要，随时可把培养物转移到常温下，利用组培快繁技术，将其进行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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