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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况

课程名称：植物组织培养（Technology of plant tissue culture ）

课程代码：231080024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学时/学分：34/2（其中理论24学时，实验10学时）

需预修课程：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基础生物化学、遗传学。

适用专业：种子科学与工程、农学专业的本科教学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课学，植物细胞组织培养的内容主要包栝植物组织和器官培养、茎尖分生组织培养与脱毒、植物体细胞胚胎发生及人工种子的制作、花药培

养和花粉培养、原生质体培养和体细胞杂交、利用植物细胞、组织、器官进行种质保存等。植物组织培养是农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必修课，要求学生重点掌屋基本概念和原

理。基本技术路线及方法（无菌操作、外质体选择、愈伤组织和培状体诱导、器官发生，特别是茎尖及分生组织脱毒原理、方法，花药培养获得的单倍体以幼培培养技术的应用

为教学难点。

二、教学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1.理论、知识目标：掌握植物组织培养的基本知识。掌握细胞全能性的基本原理；熟悉并掌握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无菌操作的基本原理与技术；熟悉植物组织的脱毒原理

和过程及培养。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有关快繁技术和无毒苗培育技术的能力及运用基础理论分析和解决在农林业生产中存在的品种退化等实际问题的能力。

3.达成目标：本课程对应农学专业和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毕业要求的要求2和4。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不仅在生产上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细胞学、遗传

学、生理生化、基因工程等研究也是一个极为重要手段。因此，无论在生产应用上还是在理论研究上，植物组织培养都是十分重要的，对应人才培养方案中毕业要求的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协作能力和创新性思维，学生毕业后可以通过所学的无菌操作技术和植物微茎尖组织培养和热处理技术结合，可以实现植物无病毒苗培育和工厂化育苗。

三、教学内容及教学要求
绪论 （讲课2学时；实验0学时）

教学内容：

1.课程介绍（研究内容，对象，特点，学习方法）；

2.植物细胞组织培养的一般概念和类型；

3.植物细胞组织培养的理论基础；

4.植物细胞组织培养的地位；

5.植物细胞组织培养的发展简史；

6.植物细胞组织培养的意义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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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掌握组织培养的概念和类型；

2.掌握组织培养的特点和理论依据；

3.了解组织培养的发展历史；

4.了解组织培养在农业上的应用。

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植物组织培养的概念和类型；组织培养的特点和理论依据。

难点：植物全能性表达及实现途径；离体条件下的细胞脱分化和再分化。

第一章 植物细胞组织培养实验室的设置及基本操作技术（讲课4 学时；实验4学时）

教学内容：

1.实验室设置：实验室组成，基本设备配置，培养容器及用具；

2.基本技术：洗涤技术，灭菌技术；

3.培养基配置技术：培养基的类型及其选择，培养基成分，培养基的制备及灭菌；

4.外植体的选择与培养：外植体的取材，外植体的灭菌，外植体培养；外植体培养过程中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5.培养技术和培养条件。

教学要求：

1.掌握组织培养实验室的基本组成及其作用；

2.掌握组织培养常用的实验仪器设备及其使用方法；

3.重点掌握组织培养的基本技术（洗涤技术和灭菌技术）；

4.理解培养基的配置技术；

5.了解接种培养及其培养条件的控制。

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灭菌以无菌操作的原理与操作方法；无菌操作技术，外植体的接种，外植体的培养方法，培养步骤。

难点：初代培养时发育的方向，初代培养外植体的污染和褐变；基本掌握培养基的组成成分和适宜的剂量。

第二章 植物组织培养和器官培养（讲课6学时；实验4学时）

教学内容：

1.愈伤组织培养：愈伤组织的诱导及分化，愈伤组织的继代培养，愈伤组织的形态发生，愈伤组织的应用；

2.器官培养：器官培养的主要程序，根的培养，茎的培养，叶的培养；

3.胚胎培养：胚培养，胚乳培养；胚珠培养，子房培养，离体授粉精。

教学要求：

1.掌握愈伤组织的诱导和分化；

2.根、茎、叶器官培养的方式；

3.胚胎培养的过程及意义。

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重点掌握愈伤组织的诱导，愈伤组织的形成特点（诱导时期），影响愈伤组织培

养的主要因素，体细胞胚胎发生的过程（合子胚），掌握胚状体的形成方式及类别，胚状体的结构与发育特点，胚状体发生和植株再生程序，胚胎培养的种类及应用。

难点：体细胞胚胎发生的途径和特点，影响体细胞胚胎发生的因素，胚培养的意义发育

方式和培养方法，胚乳培养的意义和培养方法，离体授粉的概念与授粉方法，影响离体授粉的因素，人工种子的概念和意义。

第三章 植物快速繁殖及脱毒技术（讲课2学时；实验0学时）

教学要求：

1.植物的快速繁殖：概念及意义，器官发生方式，快速繁殖的程序和技术关键，快速繁殖中存在的问题；

2.植物的脱毒技术：脱毒病毒的原理和方法；无毒原种苗的繁殖；脱毒苗的培育和病毒检测；



3.几种常见植物脱毒及其快速繁殖。

教学内容：

1.掌握快速繁殖的概念及意义，植物脱毒技术；

2.掌握快速繁殖中存在的问题；

3.理解快速繁殖的程序和技术关键；

4.了解茎尖分生组织培养的方法和脱毒原理与方法；

5.了解几种常见植物脱毒及其快速繁殖。

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植物的快速繁殖技术、植物脱毒病毒的原理和方法、脱毒及鉴定技术。

难点：离体快繁的程序，脱毒的原理与方法。

第四章 花药和花粉培养技术（讲课2学时；实验0学时）

教学内容：

1.花药培养：花药培养的一般程序，雄核发育途径，花粉植株的特征，单倍体植株的鉴定和染色体加倍；

2.花粉培养：花粉的分离，花粉的培养方法；

3.花药和花粉培养的应用：单倍体植物在育种中的应用，我国单倍体育种的成就。

教学要求：

1.掌握花药和花粉培养的概念和意义，花药和花粉的区别；

2.掌握花药和花粉培养的过程；

3.理解花药培养的发育途径；

4.了解花粉和花药培养技术和培养程序及其应用，了解花药最佳接种时期。

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重点掌握花粉培养和花药培养的概念，培养方法，单倍体的加倍方法，了解花药培养的影响因素。

难点：花粉培养和花药培养的不同之处，花药培养基本程序，单倍体植株的鉴定和染色体加倍，掌握花粉的发育时期，发育时期的检测。

第五章 原生质体培养（讲课2学时；实验0学时）

教学内容：

1.原生质体的制备：原生质体分离方法，原生质体纯化，原生质体活力测定；

2.原生质体的培养：培养方法，原生质体发育和植株再生，影响原生质体活力的因素，原生质体培养意义。

教学要求：

1.掌握原生质体的概念和意义，原生质体的准备及其分离方法；

2.理解原生质体培养的方法，原生质体培养的程序，原生质体培养；

3.了解原生质体融合；

4.了解原生质体胚养的意义。

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原生质体的概念，原生质体分离方法，原生质体的发育和植株再生。

难点：原生质体的活力测定，原生质体的培养方法，原生质体培养的程序。

第六章 体细胞杂交（讲课2学时；实验0学时）

教学内容：

1.体细胞杂交的概念及双亲原生质体的选择；

2.原生质体融合的方法及原理：PEG融合法，电融合；

3.杂种细胞的选择；

4.杂种植株的鉴定：形态学鉴定，细胞学鉴定，同工酶分析，分子生物学鉴定；

5.体细胞杂交的意义。



教学要求：

1.掌握体细胞杂交的概念，原生质体分离；

2.理解原生质体融合的原理及方法；

3.了解杂种细胞的选择与鉴定；

4.了解杂种植株的鉴定方法。

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双亲原生质体的选择，原生质体的分离，杂种细胞的选择与鉴定。

难点：体细胞杂交的程序，原生质体的选择。

第七章 种质资源保存及人工种子（讲课2学时；实验0学时）

教学内容：

1.保存种质资源的方法；

2.超低温冷冻保存种质；

3.人工种子的概念及研制的意义；

4.人工种子的制作流程；

5.人工种子的制作方法。

教学要求：

1.掌握种质资源的保存方法；

2.掌握人工种子的概念及研制的意义；

3.了解人工种子的优点，人工胚乳的制作。

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种质保存，人工种子的概念，研制的意义。

难点：人工种子的意义，人工种子的制作，种质资源的保存方法。

第八章 植物基因转化受体系统（讲课2学时；实验2学时）

教学内容：

1.植物基因转化受体系统的条件；

2.植物基因转化受体系统的类型及其特性；

3.植物基因转化受体系统的建立；

4.受体系统常见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教学要求：

1.了解植物基因转化的受体及转化方法类型；

2.掌握植物基因主要转化方法的原理及操作技术；

3.掌握转基因个体的检测方法；

4.了解受体系统常见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基因转化受体系统的条件及类型，基因转化的方法。

难点：基因转化受体系统的建立方法，受体系统常见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形式。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考勤、作业及课堂测验）、实验成绩（参与情况+实验报告）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20%、实验

成绩占30%、考试成绩占50%。

五、教材及参考书目

教材：《植物细胞组织培养技术》，胡颂平、刘选明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4 年，标准书号：ISBN 978-7-5655-0995-7。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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