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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拟南芥作为一种珍贵的植物实验模型，对于理解高等植物的生理生化、遗传、变异、发育等基本
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拟南芥研究领域涉及生物学及遗传学的许多方面，曲冠证等编著的《拟南芥实验技术》主要介绍拟南
芥研究最基础的实验技术。
本书的特点是：以拟南芥基因工程相关实验为主线展开，从拟南芥的培育、遗传转化、阳性筛选、功
能验证等方面，将理论与实验结合，原理与技术融汇，开拓读者思路，提供研究方法，以解决拟南芥
研究者在研究初期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而且很多问题也是编者在拟南芥研究过程中所碰到过的一些
问题。
 本书共7章，包括拟南芥概述、拟南芥的培育、组织培养、转基因途径、突变体的诱变及筛选、拟南
芥实验材料的提取与常用的细胞学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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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处理措施]　　为防止烧苗现象的发生，在培养基的选取时就应该选择疏松的、有机肥含量较低
的土壤，并且添加蛭石和珍珠岩，提高培养基质的透水性和透气性，增加土壤中的溶氧量，促进幼苗
根部的有氧呼吸，增加对水分的摄取量。
在高温天气里，如果培养基干燥得较快，就将培养液稀释后浇注或者间隔浇灌清水以稀释土壤中的离
子浓度。
另外，可以进行地表的土壤翻动，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和溶氧量。
　　2.2.5.4 长势不均和晚期枯死　　拟南芥植株在相同的环境中培养，经常会在一个培养盆中出现前
后或者左右几株植株长势不均的现象，表现在植株一边高一边低，或者一边植株长势正常，一边植株
蹲苗不长等现象。
经过大量实验观察发现，长势不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培养室的植株所处的环境不一致造成的，通风口
处的植株受到风的影响，长势会比远离风口的植株长势稍微变慢。
距离光源的远近程度也会对植株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们在拟南芥种植中，发现过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拟南芥在抽茎后繁花期，有时会出现整株植株慢慢
枯死的现象，令人痛惜不已。
在排除其他因素之后，在植株根部的土壤中发现灰白色的蛆虫，由于蛆虫在根部觅食，对植株的根系
造成很大影响，最终导致植株的枯败而死。
　　[处理措施]　　为缓解植株长势不均的问题，可将植株放在远离风口的地方或者对风口进行遮挡
，如用硬纸板隔开风的直接吹拂；对于光源的影响，可以将光源平行安置于顶部，这样就形成了对地
面幼苗的等距离照射。
植株枯死的原因是因为寄生性蛆虫的危害，只要杀灭蛆虫，病症就能得到缓解，可以采取灌根法消除
虫害。
　　2.2.5.5 褐化现象　　褐化现象普遍存在于拟南芥的生长周期中。
在培养皿中的无菌幼苗，偶尔会出现中间部分的植株叶片颜色加深，长势慢于周围其他小苗的现象。
刚移栽的幼苗在栽种后一段时间，也经常会出现褐化现象，表现为叶片颜色变深，呈现淡紫色，致使
移栽的幼苗停止生长（图2. 8b-d）。
在植株培养的中期，偶尔也会出现褐化现象，这时候褐化现象对整个植株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组培苗在培养过程中发生褐变现象是一种普遍现象，由于自身组织从表面向培养基中释放酚类物质，
以致培养基逐渐变成褐色，培养物也随之进一步变褐死亡，发生褐变现象。
高浓度的无机盐离子，较高的pH值，特殊的激素都能诱导褐化现象的出现，同时强光照、高温也能加
重褐化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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