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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属（!"#$%$&$’）植物的离体种质保存
!

陈维伦 ! 郭东红 ! 安和祥 ! 朱至清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 $===%>）

摘 ! 要 ! 本文研究了猕猴桃属植物离体 种 质 资 源 保 存 的 方 法。在 一 年 中 于 盛 夏 时 采 取 的 植 物 材 料 在

离体培养时能得到最好的效果；改进的剥离 茎 尖 的 方 法 使 污 染 率 大 大 降 低，在 ?, 附 加 -@ =A B，C =A $，

D@ =A $ 6 =A B :E F G，蔗糖 >H ，琼脂 =A BBH 的培养基中茎尖生长良好并且不产生不定芽。通过茎尖培养

方法已保存了 $= 多个种，#= 多个猕猴桃的离体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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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猕猴桃的特殊风味、丰富的营养和较高的经济价值，它已成为国际上重要的 温 带 水

果，近年来在我国也有较大的发展。猕猴桃属（ !"#$%$&$’）植物约有 "= 多种，绝大部分的种为

我国特有种，并且还有许多变种［$］，它们是猕猴桃育种的珍贵种质资源。我国在猕猴桃野生

种质资源的收集和异地保护中已做了大量工作，但田间保存受自然条件限制，需要花费较多的

土地和人力。离体种质保存方法不受季节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可免除病虫害的侵害，

在极为有限的空间里长期保存种质资源；在国内外种质交流时极其便利；需要时可通过微繁殖

技术（:JT<7L<7LMEMQJ7S）获得批量的植株供育种和生产使用；并且离体材料也是进行猕猴桃生

物技术研究，细胞、基因工程育种和超低温保存的基础材料。

本研究是中国科学院典型培养物保藏委员会（2UL9 ’VOQV<9 ’7OO9TQJ7S，’IJS9K9 @TMN9:U 7R
,TJ9ST9K 简称 2’’ ’@,）所属植物离体种质库（ 筹）的部分工作，其目的是建立猕猴桃属植物离

体种质资源保存的技术方法，在此基础上收集保存猕猴桃属植物的野生种，优良栽培品种（ 适

合于鲜食、加工、制罐等），特殊基因型（ 如红肉、无毛、雌雄同株和耐贮等性状）以及目前国内

生产中较为忽视的优良雄株材料，以满足猕猴桃生产育种和生物技术研究的需要。

为使所保存的离体种质能用于生产和研究，必须达到以下要求：（$）要保持保存材料的遗

传稳定性。虽然猕猴桃可以从愈伤组织［4］、叶片［>］、胚乳［#］和原生质体［B］经器官发生或体细

胞胚胎发生再生植株，但 一 般 选 择 茎 尖 培 养 的 方 法［"］，利 用 侧 芽 进 行 继 代 和 增 殖，以 防 止 变

异。（4）需保证培养物不为微生物所污染。（>）要有较长的继代培养时间，以省工、省时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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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转移时的损失。（!）在需要时能够通过微繁技术得到批量的植株。

"# # 材料和方法

!" !# 植物材料

主要取自本所植物园猕猴桃组的田间，少数直接来自新西兰，在不同季节取一年生枝条的

腋芽作材料。

!" $# 材料的消毒

用枝剪将枝条剪成 $ %& 左右带一个腋芽的切段，放入烧杯，加几滴洗洁精加水振荡，然后

用自来水冲洗半小时左 右 ，冲 洗 干 净 的 切 段 先 用’() 酒 精 浸 泡 半 分 种 再 转 移 到 无 菌 杯 中 用

(* ") 的 +,-.$ 消毒 ’ / 0 &12，最后用无菌水洗 3 / ! 次。

!" %# 培养基

用 45 培养基作为基本培养基［’］。

!" &# 培养条件

在茎尖培养时，培养室保持 $67 8 "7 ，光照强度 "((( 9:，全日（$! 小时）光照。在保存

培养物时，培养箱保持在 "’7 8 "7 ，光照强度 6(( 9:，"$ 小时光照。

$# # 结果和讨论

$" !# 获取材料的时间对茎尖培养的影响

从 ";;< 年到 ";;’ 年我们分别于 ";;< 年 "( 月 "0 日 / "" 月 "3 日、";;’ 年 3 月 $( 日 / 3
月 $! 日、";;’ 年 ’ 月 "! 日和 ";;’ 年 0 月 $< 日 ! 次采取实验材料进行茎尖培养，其茎尖培养

成功的种数 = 取材的种数 分 别 为 "( = $’ > 3’) ；; = 3! > $<) ；0 = 0 > "(() ；< = ; > <<) 。一 年 四

季中以盛夏时取材的成功率最高，此时植株生长最为旺盛，接种后基本不发生褐变，培养物生

长迅速，而且污染率极低。

$" $# 接种时剥取茎尖的方法

一般进行猕猴桃茎尖培养时首先要将材料（ 芽）的鳞片和较大的幼叶逐层剥除，最终再切

取适当大小的茎尖（ 包括生长锥和少量幼叶，长度约在 $ / 3 && 左右）。由于大多数猕猴桃的

芽带有多毛的鳞片和外层幼叶，而它们往往是带菌的，材料表面消毒时消毒溶液又不易渗入其

中，在由外向内逐层剥取时极易将外部的微生物带进内部而导致茎尖培养物的污染，这在多毛

的种（ 或品种）中更为严重，常导致实验的完全失败。我们在接种时先将整个芽沿基部切下，

此时在切下的芽的切面上可见到茎尖基部，然后用尖头的解剖刀（"" 号刀片）从内部 挖 出 茎

尖，这样可避免操作时器械接触到鳞片和外部幼叶。用这种方法不但降低了污染率，而且简化

了操作过程，在各种猕猴桃上均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在将芽切下时要掌握好切的深浅程度，以

使茎尖的基部正好在切下的芽的切面上暴露出来，如切得过浅易将生长锥切除，过深时茎尖部

分仍深埋在芽内不易切取。

$" %# 培养基和培养及保存的条件

在进行离体种质保存时，希望保存的材料不产生不定芽以免导致变异。已知玉米素对猕

猴桃培养物的生长有益，但在浓度较高时又易诱导产生不定芽，在我们的实验中培养基附加玉

米素的浓度控制在 (* " &, = 9 时，绝大多数材料生长良好，而又不产生不定芽，在茎尖培养时使

用 45 培养基附加 ?@ (* 6，A (* "，B@ (* " / (* 6 &, = 9，蔗糖 3) ，琼脂 (* 66)（ 日本进口分装）。

在培养成功后，为保存材料（ 在培养箱中）可将琼脂浓度提高到 (* 0) / (* ;) ，以延缓培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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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一般用这种方法继代时间可延长到 ! " # 月。在保存培养基中还去除了玉米素，以进

一步防止不定芽的形成而导致遗传变异。到目前为止有的材料已保存一年半左右，有的还只

有数月。在继代过程中只要注意无菌操作基本上不会导致污染的发生。

在 $%%# " $%%& 年的一年多时间内我们共取材 ’( 多个号（ 包括品种、种无性系），共成功

)( 多个。说明上述方法对大多数猕猴桃属植物是适宜的，但对个别种的取材时间、培养基和

培养条件还需进一步摸索。另外，为了进一步延长继代培养的时间，除培养基成份之外，还要

研究在更低温度时（ 如 (* 到 ’* ）保存种质的可能性和可行方法（ 对保存材料繁殖后田间存

活率及其遗传变异情况也需做进一步研究）。目前所保存的猕猴桃属植物的数量还只占其中

一部分，还需进一步扩大，以满足生产和科研要求。

表 !" 离体保存的猕猴桃属（!"#$%$&$’）种质

+,-./ $0 !"#$%$&$’ 1/234.,53 -6 78 97:2; <;85/29,:7;8

序号

=;>
名称 0 0
=,3/0 0

性别

?/@
拉丁学名 0 0 0 0 0 0

=,3/ ;A ?4/<7/50 0 0 0 0 0

$ 密云软枣猕猴桃 雌（"） !( ’)*+#’ 9,2> ,$-+%
B 密云软枣猕猴桃 雄（#） !( ’)*+#’ 9,2( ,$-+%
! 山西软枣猕猴桃 雌（"） !( ’)*+#’ <9( ./’%0$
) 魁绿猕猴桃 雌（"） !( ’)*+#’ <9( 1+$2+
’ 紫果猕猴桃 雌（"） !( ’)*+#’ 9,2( 3+)3+)4’
# 紫果猕猴桃 雄（#） !( ’)*+4’ 9,2( 3+)3+)4’
& 陕西猕猴桃 雄（#） !( ’)*+#’ 9,2( *$)’2&$$
C 红毛猕猴桃 雌（"） !( )+5’
% 黑蕊猕猴桃 雌（"） !( 642’%’%&)’
$( 黑蕊猕猴桃 雄（#） !( 642’)’%&)’
$$ 狗枣猕猴桃 雌（"） !( 78286$7#’
$B 狗枣猕猴桃 雄（#） !( 78286$7#’
$! 葛枣猕猴桃 雌（"） !( 382-*’6’
$) 葛枣猕猴桃 雄（#） !( 382-*’6’
$’ 对萼猕猴桃 雄（#） !( 9’29’#’
$# 大籽猕猴桃 雌（"） !( 6’")8:34)6’
$& 长叶猕猴桃 雄（#） !( /46:24-’%’
$C 毛花猕猴桃 雄（#） !( 4)$’%#/’
$% 中华猕猴桃 C( 号 雌（"） !( "/$%4%:$: =;> C(
B( 中华猕猴桃 B)# 号 雌（"） !( "/$%4%:$: =;> B)#
B$ 中华猕猴桃 $$( 号 雄（#） !( "/$%4%:$: =;( $$(
BB 中华猕猴桃 !# 号 雌（"） !( "/$%4%:$: =;( !#
B! 中华猕猴桃 BC 号 雄（#） !( "/$%4%:$: =;( BC
B) 中华猕猴桃华光 $$ 号 雌（"） !( "/$%4%:$: <9( ;+’ <+’%* =;( $$
B’ 中华猕猴桃 &%=$ 雌（"） !( "/$%4%:$: <9( &% D $
B# 中华猕猴桃 &%=B 雌（"） !( "/$%4%:$: <9( &% D B
B& 中华猕猴桃 &%=! 号 雌（"） !( "/$%4%:$: <9( &% D !
BC 红 $ 号猕猴桃 雌（"） !( "/$%4%:$: =;( $
B% 红 B 号猕猴桃 雌（"） !( "/$%4%:$: <9> E78 F;81 =;> B
!( 红 ! 号猕猴桃 雌（"） !( "/$%4%:$: =;( !
!$ 秦美猕猴桃 雌（"） !( &42$"$8:’ <9> G783/7
!B 海瓦德猕猴桃 雌（"） !( &42$"$8:’ <9> F,6H,2I

(CB 生 0 物 0 多 0 样 0 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第 # 卷



! 表 !（ 续）! !"#$% &（ ’()*+),%-）

.. 海瓦德猕猴桃 雄（#） /0 -%$+’+(1" ’20 3"45"6-

.7 琼斯猕猴桃 雌（"） "# $%&’(’)*+ ’20 8()%1

.9 日本大果猕猴桃 雌（"） "# $%&’(’)*+ ’20 8":") #+; <6,+*

.= 美味猕猴桃 >= 号 雌（"） "# $%&’(’)*+ ?(0 >=

.@ 美味猕猴桃 >7@ 号 雌（"） "# $%&’(’)*+ ?(0 >7@

.A 美味猕猴桃 @. 号 雄（#） "# $%&’(’)*+ ?(# @.

.B , &>& 号猕猴桃 雌雄（"、#） "# $%&’(’)*+ ’20 C&>&
7D ->.= 猕猴桃 雌雄（"、#） "# $%&’(’)*+ ’20 E> F=

7& 科植 & 号（ 杂种） 雌（"） "# $%&’(’)*+ ?(0 >= G "# +/012+（H4#6+-）

7> 科植 > 号（ 杂种） 雌（"） "# $%&’(’)*+ ’20 3"45"6- G "# %/’+324+（H4#6+-）

7. III5&（ 杂种） 雄（#） "# $%&’(’)*+ ’20 3"45"6- G "# %/’+324+（H4#6+-）

77 III59（ 杂种） 雄（#） "# $%&’(’)*+ ’20 3"45"6- G "# %/’+324+（H4#6+-）

79 A=595B（ 杂种） 雄（#） "# $%&’(’)*+ ’20 3"45"6- G "# %/’+324+（H4#6+-）

7= FJK($JD& 雄（#） 7AJ>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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