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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是周期较长的生产企业
,

因树木的生长周期长
,

要选育出一个优良的品种不易
,

而

再靠有性繁殖来扩大生产就更困难
。

例如按树杂种柳隆按即是如此
,

在选育过程中发现了柳

隆按的速生丰产的优 良性状
.

但由于母株高大每年要用人工授粉而获得杂种是非常困难的
,

而用组培方法培养杂种会在短时期内获得大量的杂种小植 株 用 于 生产
,

而组培小植株造林

后的观察说明林相整齐
,

产量高
,

同时可以避开后代的分离
。

广西 组培成功的树种有十几个
,

其中有用材林
、

.

经济林
、

木本花卉
、

林下荫生植物等
,

都是经济价值较高的植物
,

用组培结合常规方法进行工厂化生产
,

无疑会有 较大 的 经 济价

值
。

3
.

松针饲料工业的建立
:

广西是马尾松的产区
,

全 区有马尾松 2’2 1 3 3
。

6万亩
,

松针的产量是很可观的
,

为了 能更

好地利用此一资源
,

在广西可以用发酵工程建立松针饲料厂
。

据国外资料报道
,

一吨这种饲

料可代替三吨燕麦
,

并可以代替牛母乳饲喂小牛
,

这有利于山区发展畜牧业
。

4
,

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和常规育种相结合
,

选育林木优 良品种
。

细胞融合及幅射诱变等在

有条件的单位开展此项工作会在短期内见成效
,

如可 以用生物技术方法选育油茶抗炭疽病的

品种
,

但此一方法需要病虫害专家的密切配合才能进行
。

以上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
,

要实现以上的工作
,

一定需要得到领导的支持及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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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

刘 荣 光

( 广西 农科 院园 艺所 )

国内外不少科学家都预言
: “

21 世纪是生物革命的新世纪
” , “

任何生物技术领城的重

大突破
,

都会给包括农业生产部门在内的社会物质生产部门显著提高效率创造 良机 ”
。

正因

为这样
,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生物工程都很重视
,

纷纷成立或建立专业 研 究 机 构
。

19 8 1年到

1 9 8 4年
,

全世界的生物工程公司就从 26 0个骤增至 1 500 余个
,

其中有 1 / 10 与农业有 关
,

从事植

物遗传工程方面的研究工作
。

我国台湾省也于 19 8 4年集资 1
,

00 0万美元筹建生物工程研究中

心
。

我国过去在单培体育种
、

组织培养方面曾处于领先地位
。

广西在这两方面也有良好的基

础
,

在某些方面也曾在国内处于优势
。

本文仅简要介绍果树领域国内外生物技术研究情况以及对广西
“ 七五” 至 2 0。。年果树生

物技术研究规划和实现措施提出一些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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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国内外果树领域生物技术研究情况

果树领域的生物技术包括基因的导入
,

原生体培养或融合
,

细胞
、

组织
、

器官的培养
,

以及细胞
、

组织或器官的低温冰冻保存等方面
。

1
.

基因导入
:
国外已有人在探讨

,

现在虽未见报道
,

预计到 90 年代在果树方面会有突破
。

2
.

原生质体的分离
、

融合及培养
:
自80 年代初以来

,

国内外在果树原生质的分离
、

融合以

及培养方面均已获得突破意义的进展
。

M o t s u . ot 。 以香蕉托叶为试材
,

分离的原生 质 体用

修改的 S P培养洗涤瓶进行温育
,

6 天后在此培养物中观察到第一次细胞分 裂
。

H u r , i yt 从

苹果叶片诱导旺盛生长的愈伤组织和悬浮细胞中
,

分离出原生质体
,

在修改的M S培 养 基中

培养 2 周后有 60 %原生质体再生出细胞壁
,

5~ 10 %原生质体进行细胞分 裂
。
V ar id 将 不同

柑桔种的原生质体经过融合和培养
,

获得 8 个胚性愈伤组织系
,

并且可以由这些系的胚再生

成植株
。

据 《 日本果树》 1 9 8 5年5月报道
,

日本农林省果树试验场安艺津分场与美国 奇 可曼

公司合作
,
1 9 8 4年将橙及构桔的原生质成功地进行了融合

,

并培养出稳定的植株
,

为柑桔类

品种改良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
。

在这方面我国落后 了
,

至今尚未见有报道
。

但在甜瓜和哈密

瓜方面
,

张大力用酶法从甜瓜和哈密瓜的子叶和下胚轴游离出原生质体
,

并在N T培 养基上

培养出芽来
。

3
.

花粉培养
:
70 年代国内外均有人对苹果

、

柑桔
、

芒果
、

菠萝
、

草毒
、

梨等果类进行花粉

培养研究
,

但成功者不多
,

到目前止
,

尚只见苹果和柑桔用花粉培养成植株的报道
。

`
4胚的培养

:
在 70 年代末

,

国外已对椰子
,

草蓦
、

胡桃
、

芒果
、

葡萄
、

柑桔等果类进行了研究
,

并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
。

S
o

uz
a在椰子胚培养研究中

,

只获得芽状结 构 , 而 G u p t a在研究

中补加了椰乳
、

B A和 N A A
,

结果用椰子合子胚培养成完整植株
。

C五e e m a拟通过胡 桃 幼果

的胚直接培养成三倍体植株
,

但仅从胚中培养获得愈伤组织和根
,

经细胞学检查证明是三倍

体
,

这为今后通过胚的培养直接产生具有杂种优势的三倍体植株开辟了可借鉴的途径
。

草薄未成熟胚培养成植株须经两次培养
,

W a gn 的研究是先用附加不同浓度的 2
。

4 一 D和

B A的M S培养基将来未成熟合子胚培养成成熟胚
,

然后转至不含 2
。

4一 D但含有赤霉酸的 M S

培养基上
,

18 天后根与叶几乎同步出现
。

败育的胚珠经离体培养可以培养成正常胚
。

S p i
e g le 一 R o y 从三个无籽萄葡品 种 的 败育

胚珠
,

使用多种培养基研究得到了正常的胚
。

单胚芒果珠心培养成体细胞胚胎对遗传上的改良和无病株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

iL tz 从芒

果小果未成熟的胚中取出珠心
,

培养在改良的M S培养基上
,

获得珠心胚愈伤组 织
,

经 转管

后珠心胚愈伤组织才形成体细胞胚
。

中国柑桔所张进仁等 19 76 年 4月以柳橙胚培养成 愈 伤组

织
,

再转管培养成植株
,

愈伤组织经长达 8年半35 代的继代培养后
,

与 种 子萌发苗之间的叶形

指数
,

过氧化物酶和脂酶同工酶等进行了分析
,

并观察了幼个根尖细胞的染色体
,

都是 ZN = 18
,

表明没有发生染色体倍性的变化
,

也说明了在长期继代培养细胞过程中
,

柳 橙 胚 的愈伤组

织的主要遗传性状是一致的和稳定的
,

以柳橙作为细胞育种试材是很有价 值 的
,

珠 心胚的

培养也使柑桔老品种得以复壮
,

得到新生系
。

福建农学院 陈 振 光等 ( 19 8。年 ) 研究了批把

胚乳的离体培养
,

并获得 了植株
,

这为批把无籽果实育种提供了宝贵材料
。

上海月艺所研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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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桃胚的培养
,

如果成功
,

就克服 了早熟桃种子不易发芽的问题
。

5
.

组织培养
:
80 年代开始以来

,

果树组织培养进展迅速
,

成果显著
。

温带果树如葡萄
、

梨
、

苹果
、

樱桃
、

杏
、

柿
、

黑萄
、

批把
、

孙称桃
,

亚热带果树如海 享
、

柑桔
、

油橄榄
,

热带果

树如菠萝
、

香蕉
、

番木瓜等都可以通过组织培养挤育成植株
,

这为上述果类大量繁殖提供了

新法
。

另外采用茎尖组织培养
,

可 以脱毒和培养大量无毒健康苗 ; 我国台湾省香蕉研究所利用

蕉尖组织分别于 1 9 83 年和 1 9 8 4年培育出95 万与 60 万株无病毒健康苗推广到台湾中南部各香蕉

产区
。

M as a h ik 。用葡萄顶生芽尖获得无病毒植株
,

稍除病毒比热处 理 法 高 8 0
.

4% , Bar l
a , s

研究葡萄芽尖培养
,

发现再生植株枝蔓没有卷叶病
、

黄斑病
、

斑点病以及夏季斑纹病
,

但不

抗扇叶病
。

在柑桔方面国外早就试图通过茎尖脱毒和组织培养无病毒苗的研究
,

大量培养无病

毒苗供应生产
,

现在美国
、

西班牙
、

日本已利用茎尖微芽接繁殖无病毒柑桔营养系
。

美国华

盛顿大学正在研究苹果无病毒育苗
,

在W en at o h e e y a ik ln a
苹果产区已发展无病毒的工厂化

育苗
。

桃树无病毒育苗
,

匈牙利也在进行组培研究
。

6
.

器官培养
:

利用果树的一个器官
,

例如利用带芽的蔓或枝段进行培养
,

通常较茎尖或

组织培养容易
,

不少果类 已处于生产开发阶段
。

象河南省园艺所孟月娥采用单芽茎段组培葡

萄
,
1个单芽在 l年中

,

理论上可繁殖39 株试管苗
。

国外在梨
、

硬毛称猴桃
、

苹果
、

油橄榄等

果类方面的研究业已获得较好的结果
,

如 S h en 以梨的节段培养在 M S培养基上
,

80 %形成了

根
,

大约 50 %生根的节段长成了植株 , R u g i in 用2~ 3个节的油橄榄枝条在 M S培 养基 上 培

养
,

获得了幼苗
。

对提高组织培养工厂化育苗经济效益方面
,

我国高新一等进行了探讨
,

重点研究提高苗的

分化频率和移栽成活率
,

利用自然光照培养和培养基的反复再利用
。

H ut o h i sn o n 对离体 培 养

技术改 良果树及微繁殖的作用进行理论阐述
,

并认为离体培养技术对水果产业在微繁殖
、

生理

和生化的研究上颇有价值
。

E p p著文讨论了组织培养在热带及亚热带果树研究中的应用
。

随

着组培技术的不断完善
,

组培手段与设施的改进和完备
,

可以预计
,

今后不少经济价值高而

目前常规繁殖又较难的果树
,

将类似目前一些国家对待名贵花卉那样用组培工厂化育苗
。

近几年来
,

随着对植物细胞组织的低温保存研究
,

不仅解决了防止长期继代培养中细胞

会经常发生生理上和遗传上的变异的有效手段
,

而且也为植物基因资源保存提供 了 途 径
。

B aj aj 研究了椰子未成熟胚和柑桔类各个种未成熟的胚珠冰冻冷藏
,

然后再融化冰冻 材 料进

行培养
,

椰子胚出现膨大和伸长
,

而柑桔的胚珠则增殖形成假珠芽
,

这表明
,

长期保存这些

果树的种质是可能的
。

H e n s h a ,
、

W i t h
e r s 、

K a r t h a
、

T a k
e u e

b i
、

J a e q u e s
等也分别对植

物细胞
、

组织或器官进行了冷冻贮藏的的研究
。

二
、 “

七五
”

至 2 0 0 0年广西果树生物技术研究规划设想

根据 1 9 8 5年国家科委召开的生物技术发展政策论证会的决议精神
,

结合广西 发展亚热带

果树生产优势的实际
,

在近期 ( 1 986 ~ 19 9侧年 )内主要发展细胞工程技术
,

开展细胞工程应用技

术和应用基础的研究
。

具体研究项目
:

l
。

龙眼
、

芒果
、

称猴桃组织培养繁殖研究 ,

2
。

柑桔
、

香蕉
、

番木瓜茎尖脱毒微培繁殖技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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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柑桔
、

芒果珠心胚组织培养技术研究 ,

4
。

菠萝
、

香蕉试管组织诱变育种研究
。

远期 ( 19 9 1~ 2。。O年 )应加强细胞工程应用基础和基因工程应用技术的研究 , 在组织培养

方面
,

继续深入研究一些果类的繁殖
、

无病毒繁殖
、

品种复壮以及育种
,

发挥已有优势
,

保

持国内领先地位 , 在原生质体游离与融合方面
,

应赶上国内先进水平 , 在基因导入方面应跟

上国内进度
,
在低温保存植物组织

、

器官方面
,

要探索一套保存一些亚热带和热带果树种质

资源的有效方法
。

三
、

实施措施

广西在生物技术研究方面的主要存在间题是
: “

研究人员不足
,

力量 分 散
,

专 业 不配

套 , 基础研究薄弱
,

研究与开发严重脱节 , 技术不配套
,

科研成果很难转化为生产能力 , 传

统生物技术产业技术水平低
,

装备陈旧落后
” 。

为此
:

l
。

各系统要组织技术领导小组
,

在需要与 可 能情况下
,

协调本系统人力
、

设备
,

开展

技术攻关
,

使科研成果与开发结合
。

2
。

在
“
热带

,

亚热带果树所
”
内设立果 树生 物工程研究组

,

担负广西热带
、

·

亚热带果

树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科研任务
。

3
。

由区科委聘请 国 内生物工程方面的知名学者来广西
,

开办生物技术理论提高班
,

提

高广西现有队伍的理论水平
。

_

有条件的系统也可有计划地派人到区外对 口知名单位进修
。

4
。

要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稳定现有科技队伍
,

要认真关心 科 技人员的技术职称
、

政治

待遇
、

生活待遇
、

工作条件等 , 尽可能阻止
“ 一江春水 向东流

”
的现象再发生

。

5
。

要充实已具有果树生物技术研究能力 的 研究组或课题组
,

使其科研手段 ( 如设施与

设备 ) 逐步配套和系列化
,

以提高其研究能力
。

6
.

成立一个全区性的民间协调机构
,

为区科委对全 区 果树生物技术研究下达任务
,

进

行分工
、

组织技术与信息的交流作好参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