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 918 番茄品种是北京市农科院蔬菜研究

中心育成的高抗型杂交品种，该品种生长势强，坐

果力强，成熟果呈圆形或稍扁圆形，熟时果实粉红

色，颜色艳丽，耐储运，适口性好，深受广大民众的

喜爱。而合作 918 番茄品种目前主要靠种子繁殖，

繁殖系数低，种子价格昂贵，造成成本较高。随着

离体繁殖技术的发展，本试验尝试采用离体繁殖

技术进行合作 918 番茄品种繁殖。据资料显示，番

茄在离体诱导的过程中，先形成愈伤组织，进而愈

伤组织分化成芽，而形成愈伤组织的难度较大，经

历的周期一般比较长，所以愈伤组织的诱导在整

个离体培养过程中非常关键[1-2]。因此本试验采用

不同配比的配方进行合作 918 番茄品种的愈伤组

织诱导，为其离体培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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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与地点

试验时间: 2011 年 5～12 月；试验地点: 吉

林农业科技学院花卉组培实验室。
1.2 试验材料

于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园艺场挑选生长健壮优

质的合作 918 番茄品种苗木，该苗木为播种苗。移

栽到容器中放到温室进行重点养护 1 个月，然后

取其健壮无病菌的幼叶片作为外植体。
1.3 试验方法

1.3.1 培养基配方
配方均采用 MS 为基本培养基，添加激素为

KT 和 NAA，在用量上加以变化，各配方均添加琼

脂 7 g/L，蔗糖 30 g/L，pH 调整为 5.6～5.7。分别记

作 A 组 ：A1、MS +KT1.0 mg/L +NAA0.1 mg/L；A2、
MS +KT1.5 mg/L +NAA0.1mg/L；A3、MS +KT2.0 mg/
L+NAA0.1mg/L；A4、MS+KT2.5mg/L+NAA0.1mg/L。B
组 ：B1、MS+KT1.0 mg/L +NAA0.2 mg/L；B2、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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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合作 918 番茄品种叶片作为外植体，选用 3 组 12 个配方对其进行诱导，12 个配方均以 MS 为

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的激素配比。结果得出，MS+KT1.5 mg/L+NAA0.2 mg/L 配方进行合作 918 番茄愈

伤组织诱导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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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1.5 mg/L+NAA0.2 mg/L；B3、MS+KT2.0 mg/L+
NAA0.2 mg/L；B4、MS +KT2.5 mg/L +NAA0.2 mg/
L。C 组：C1、MS+KT1.0 mg/L+NAA0.3 mg/L；C2、
MS +KT1.5 mg/L +NAA0.3 mg/L；C3、MS +KT2.0
mg/L +NAA0.3 mg/L；C4、MS +KT2.5 mg/L +
NAA0.3 mg/L[3]。
1.3.2 材料处理

在经过重点养护的苗木上挑选健壮无菌的幼

叶片，剪下放入广口瓶中，覆盖纱布系好口，自来

水下冲洗 10 min。然后沥干水先用 70%的酒精消

毒 10 min，再用 0.1%的升汞溶液消毒 5～8 min

后，用蒸馏水冲洗 3～4 遍，带到超净台面进行接

种，接种时叶片切割大小为 5 mm 见方[4]。
1.3.3 培养及观察

培养阶段环境条件控制为温度 23～26℃，光

强 1 500～2 000 lx，光照时间 10 h/d，湿度 80%～
85%。接种后定期观察培养物生长情况，统计开始

形成愈伤组织时间，30 d 后进行出愈率、愈伤组

织生长量、平均愈伤组织生长量的计算。

2 结果与分析
2.1 A 组配方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A 组配方均可以诱导出愈伤组

织，但出愈状况有差异，A2 形成愈伤组织时间最

早，第 8d 即开始形成，其次 A3、A4 开始形成，最

晚 A1 形成。出愈率方面，A2 最高，达到 88.4%，

其次为 A3、A1 和 A4。30d 后转瓶计算出的平均

愈伤组织生长量，最高为 A2，达到 7.4g，其次为

A3、A4。可见 A 组配方中 A2 对合作 918 番茄叶

片愈伤组织诱导效果最好。

2.2 B 组配方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B 组中 4 种培养基配方也均形

成愈伤组织，出愈状况也有差异，B2 配方从第 7d

开始形成愈伤组织，其次是 B3 配方，B4 配方最晚

形成愈伤组织。从出愈率来看，B2 出愈率最高，达

到 92.2%，B4 最低。30 d 后统计的平均愈伤组织

生长量，B2 最高，其次为 B4、B3，B1 最小，可见 B

组配方中 B2 对合作 918 番茄叶片愈伤组织诱导

效果最好。

2.3 C 组配方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C 组配方也均形成愈伤组织，而

且出愈时间比较集中，C2、C3 从第 9 d 开始形成愈

伤组织，其次在第 10 d C1 开始形成，第 11 d C4 形

成。但 4 个配方的出愈率 C3 明显大于其他配方，达

到了 84.3%。30 d 后计算的平均愈伤组织生长量，

C3 也为最高，达到 7.2 g，综合比较，C 组配方中 C3

对合作 918 番茄叶片愈伤组织诱导效果最好。

2.4 3 组配方对愈伤组织诱导的总体影响

通过计算 A、B、C 3 组中的平均出愈率及愈伤

组织的平均生长量，可以看到均为 B 组 >C 组 >A

组。平均出愈率 B 组达到了 84.3%，明显高于其他

两组，平均生长量 B 组达到 6.6 g，较其他 2 组也较

高。总体比较，在合作 918 番茄叶片愈伤组织诱导

效果上，B 组配方优于 A 组配方和 C 组配方。

3 小结与讨论
从 A、B、C 3 组配方的综合情况看，每组配方

均能诱导合作 918 番茄叶片形成愈伤组织，但不

表 1 A 组配方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编号 接种瓶数 出愈率 开始出愈时间 平均愈伤组

(瓶) (%) (d) 织生长量(g)

A1 50 64.3 13 4.0

A2 50 88.4 8 7.4

A3 50 76.1 12 6.2

A4 50 54.5 12 5.8

注：出愈率(%)=(出愈瓶数 / 总瓶数)×100%；愈伤组织生长量(g)= 末
重量(转瓶后的瓶重－转瓶前的瓶重)－初重量(接种后重量－接
种前重量)[5]。以下相同。

表 2 B 组配方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编号 接种瓶数
(瓶)

出愈率
(%)

开始出愈
时间(d)

平均愈伤组
织生长量(g)

B1 50 84.3 10 5.2

B2 50 92.2 7 8.4

B3 50 86.1 9 6.2

B4 50 74.5 12 6.5

表 3 C 组配方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编号 接种瓶数 出愈率 开始出愈时间 平均愈伤组

(瓶) (%) (d) 织生长量(g)

C1 50 72.6 10 5.4

C2 50 79.4 9 6.9

C3 50 84.3 9 7.2

C4 50 66.1 11 5.1

表 4 3 组配方对愈伤组织诱导的总体影响

各水平 接种总瓶数 平均出愈率(%) 平均生长量(g)

A 200 70.8 5.9

B 200 84.3 6.6

C 200 75.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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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内诱导情况不同，A 组中 A2 诱导效果最好，

B 组中 B2 诱导效果最好，C 组中 C3 诱导效果最

好。比较 3 组的平均出愈率和平均生长量，明显看

到 B 组诱导情况优于 C 组和 A 组，因此建议选 B

组配方，结合 B 组配方内的不同情况，因此可确

定 B2 配方为诱导合作 918 番茄叶片愈伤组织的

最佳配方。但鉴于愈伤组织的质量鉴别有一定难

度，切合实际的数量指标很难确定，因此试验主要

从出愈时间、出愈率、愈伤组织生长量 3 个具体指

标上进行比较分析，未采取多重比较与方差分析，

只能结合本试验数据，提供在激素的选择上采用

0.2 mg/L NAA 水平、1.5 mg/L KT 水平。当然在此

基础上可进一步采用逐步添加和逐步排除的试验

方法，缩小到具体的精确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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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连续 2 年的抗枯萎病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防治草莓枯萎病效果良好，

相对防治效果高达 94.6%。较对照增产 69.3%，枯

萎病相对防治效果与增产幅度均达到显著水平。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有效防治枯萎病，可能

是秸秆反应堆提高了棚室内土壤温度、土壤有机

质含量，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2-3]，使草莓根系发育

良好，植株健壮，增强了植株抗病性。同时秸秆反

应堆使土壤中的细菌、放线菌大量增加[4]、土壤活

性增强[5]，放线菌产生大量抗菌素[6]，刺激作物生

长，提高植株抗性，拮抗病原微生物，使之活力下

降，数量减少。此外，菌剂自带的有益微生物，拮

抗、抑制、致死尖孢镰刀菌[7]，也是防治草莓枯萎

病害的重要原因。
目前对土性枯萎病害仍以化学防治为主，常

用的代森锰锌、多菌灵等杀菌剂，因连续使用防效

逐年降低，甚至无效,而且存在着农药残留，污染

环境的问题。本试验秸秆反应堆技术和微生物菌

剂的应用，使草莓株高、茎粗、根系长度等指标显

著增加，促进了植株的生长发育，使植株抗枯萎病

能力明显增强，减轻了病害对草莓生产的影响，而

且连续应用这项技术，草莓枯萎病的发病程度也

有所下降，是防治草莓病害的安全有效的技术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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