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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袁学军、王志勇主编的《植物组织培养》是在广泛调查研究、参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最新
的科研成果，结合我国植物组培快繁技术的实际，进行分析、归纳和消化吸收而形成的。
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组培快繁的概念、原理、操作技术和在草坪草、牧草、花卉、蔬菜、水果、药用
植物、农作物突变体筛选等植物上的应用。
所介绍的内容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对提高组培快繁技术水平、加快组培
快繁技术的推广应用，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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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九、脱毒和病毒检测　　1.病毒与危害　　第一种类型为曾经或正在大面积或高比率发生，并造
成严重为害的植原体病害，主要包括枣疯病和泡桐丛枝病；　　第二种类型为局部或零星发生病害类
型，山楂丛枝病严重地区占20％左右。
桃树黄化病和红叶病的发生面积较大；　　第三种类型为国内外引种或国内苗木调运而传人病害类型
，比较典型的为从以色列引进的樱桃扁枝病和黄化病。
1995年北京中以示范农场从以色列引进一年生的经嫁接的6个欧洲樱桃品系的苗木3500株，栽植当年即
发现患带化病苗木，1995～1996年的发病率为3％。
在从国内其他地区引入的樱桃、枣树、泡桐等新品种苗木上也都发现带病苗木。
　　2.脱毒方法　　植物的病毒除豆类等一部分作物外，种子均不传染病毒，而营养繁殖的植物病毒
病的蔓延日益显著，几乎遍布所有所有这类植物。
病毒的粒子极其微小，只有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确定，防治极其困难。
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用组织培养可以脱除病毒以来，现已在生产上广泛应用。
　　（1）茎尖脱毒原理　　感染病毒植株体内的病毒分布并不均匀，病毒的数量随植株的年龄与部
位而异，越靠近茎顶端区域的病毒的浓度也越低，分生区域内无维管束，病毒只能通过胞间连丝传递
，赶不上细胞的不断分裂和活跃的生长速度，所以生长点含有的病毒数量极少，几乎检测不出病毒，
因此剪切的茎尖越小越佳，但太小时不易成活，过大则不能保证完全除去病毒，不同种类植物和不同
种类病毒在茎尖培养时切取的茎尖大小也不相同。
方法：在解剖镜下，一手用镊子夹住无菌的茎尖，一手用锋利的无菌刀逐层剥去生长点周围的叶片，
直到达到晶莹发亮的光滑圆顶为止，根据不同目的可取带2～3个叶原基的茎尖或大一点的带2～3片幼
叶的茎尖。
到底多大的生长点才合适，当然越小越好，比如用0.1mm以下的生长点，去病毒的效果就较好，但成
活率低并且由于体积太小，常常使得培养时间延长到一年，甚至会更长，这不但历时过长而且也增加
了转换培养基时材料污染的机会。
一般说来，根据病毒种类不同切取0.1～1.0mm大小的生长点就可以去掉病毒。
大部分都是切取0.2～0.5mm带1～2个叶原基的茎尖为培养材料。
　　（2）高温脱毒原理　　植物组织处于高于正常温度的环境中，组织内部的病毒受热以后部分或
全部钝化，但寄主植物的组织很少或不会受到伤害。
但每种植物都有其临界温度范围，超过这一临界范围或在此范围内处理时间过长，都会导致寄主植物
组织受伤。
为此可使用变温的处理方法，高（40℃）和低温（16℃～20℃）交替处理，既能保证植物材料不受伤
害，又能除去病毒。
①温汤浸渍处理：适用于休眠器官、剪下的接穗或种植的材料，在50℃左右的温水中浸渍数分至数小
时，方法简便易行但易致使材料受伤。
②热风处理：将生长的盆栽植株移入温热治疗（箱）室内，处理温度和时间因植物种类和器官的生理
条件而异，一般在35℃～40℃，短则几十分钟长可达数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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