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15( 3 ) 19 94 :8 8一 9 2

J
.

S u ot hC hin a Ag r
.

Un iv
.

芒果离体胚轴的脱水及贮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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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芒果种子离体胚轴的耐脱水力大于其整粒种子的 耐脱水力
,

经硅胶脱水至 1 1% 含水

量时仍有 70 % 发芽率
.

5% 一 10% 的蔗糖和脯氨酸预处理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芒果离体胚轴

的耐脱水 力
,

但 效 果不显 著
.

含水量 为 .8 7% ~ 38 石% 的 干燥离体胚轴经液氮 (一 1% ℃ )贮

藏 24 h 后
,

生活力完全丧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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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界 中 的 种 子 可 分为 正 常 性 种 子 (o rt h o d ox s 以 xl s )和顽 拗性种子 ( R二 ld t r a n t

S以幻s )两大类 (R o be srt
,

1 9 7 3 )
.

与正常性种子不同
,

顽拗性种子脱落时含水量很高 ( 40 % 一

60 % )
,

脱落后也不耐脱水
,

当含水量下降至某一较高水平以下时
,

生活力迅速丧失
,

寿命非

常短暂
.

由于含水量高
,

顽拗性种子除对零下低温敏感外
,

对零上低温也较敏感
。

因此
,

传

统的
、

适用于正常性种子的干燥低温贮藏方法已不能应用于顽拗性种子的贮藏
。

目前
,

人们

只能采用在相对较低温度 中保湿的方法来贮藏顽拗性 种子
,

但 由于湿度大
,

温度亦相 对较

高
,

种子易长菌发霉
,

而且在贮藏 中易提前 萌发
,

所 以只能进行短期 (几周一 几个月 ) 贮藏

(R o be srt 等
,

19 8 0)
,

达不到保存遗传资源的目的
。

近来
,

一些研究者 ( F u 等
,

19 9 0 ; N b r
m

a h等
,

19 8 6 ; P ir cht
a dr 等

,

19 8 6 )发现
,

虽然顽拗性种

子的整粒种子不耐脱水
,

但其离体胚轴却可 以干燥至较低含水量水平而适于液氨 (L N
Z)保

存
,

为顽拗性种子遗传资源的保存带来了希望
.

芒果 (M an g lfer
a in d i阴 )种子是典型的顽拗性种子

,

报道的最长贮藏期仍不超过 1年 (王晓

峰等
,

19 9 1)
.

本文报道芒果离体胚轴经不同处理后耐脱水力的变化以及运用超低温 (一 19 6 ℃ )

保存芒果离体干燥胚轴的初步结果
.

1 材料与方法

L l 试验材料

所试芒果 品种为海南
“

本地
”

芒果及象牙芒果
,

购 自昌江县石碌水库果场
,

果实运抵实验

室后才取 出种子供试验
。

1 .2 离体胚轴的分离方法

将种子用 0
.

1% gH a
:
消毒 10 ~

,

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3 次
,

于 超净工 作台 上剥 出胚

轴
.

为了剥取时不伤害胚轴 以及体外培养时易于成苗
,

离体胚轴带有少量子叶
.

1卯3一 07 一 2 1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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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离体胚轴的干燥方法

1
.

3. 1 硅胶脱水 将无菌的离体胚轴置于经 70 % 酒精擦洗和紫外线 消毒 20
n五 n的干燥

器 ( 18 d cm
,

内置 500 9 变色硅胶
,

离体胚轴放于两层滤纸上 ) 中
。

1
.

.3 2 超净工作台吹风脱水 将无菌离体胚轴置于一培养皿上
,

放在超净工作台面利用超

净工作台气流对离体胚轴进行脱水
。

1.4 离体胚轴生活力的测定方法

1
.

4
.

1 发芽率测定 将离体胚轴接种至 W PM 基本培养基
,

外加 soo mg 压谷氨酞胺
,

300

mg 瓜水解酪蛋白
,

.0 5% 活性碳
,

l gm 压 N A A 和 ZT
,

p H .S 8 的培养基 上
,

在 25 士 2 ℃
,

光照 12 h
,

光强 1 0X() ~ Z oo o lx 条件下培养
,

一定时间后测定发芽率以及根和芽的长度
.

1
.

.4 2 飞
,

I’C 染色法 将离体胚轴用 .0 5% T l
,

C染色 3 h
,

染成红色者呈正反 应 ( + )
,

表明具有

生活力 ; 未染成红色者呈负反应 ( 一 )
,

表明己丧失生活力
。

2 结果及讨论

.2 1 离体胚轴的脱水

2
.

1
.

1 不同干燥方法的效果 芒果种子离体胚轴经硅胶脱水 4 h
,

含水量从 70 % 下降至

30 % 时
,

发芽率仍保持 100 %
,

但根和芽的生长速度下降
,

表 明这一阶段 的脱水虽然 对发芽

率未造成影响
,

但 已导致离体胚轴活力的降低
.

随后随含水量继续降低
,

发芽率逐渐下降
,

至脱水 g h
,

含水量下降至 n % 时仍有 70 % 发芽率
,

但根和芽的生长已严重受阻 (表 1 )
。

表 1 芒果种子离体胚轴经硅胶脱水不同时间后
,

于培养基上培养 20 天的情况

脱水时间

/h

含水量 发芽率 根长 芽长

/mr
1

.

7

1
.

2

n一̀JO
诊子口一内愧ù凡j/%

7 0

矛04
八、ù,̀

.

…
00OC门j一“à只ù

内」,卫,且0óU

些100100100

5 4

3 0

,山4

0nUnO刀ù O八月了八U月z叹」,ù,111一、é尹07

8 12 70 0
.

3 0
.

1

9 1 1 70 0
.

3 0
.

1

本文亦尝试利用超净工作台气流对芒果离体胚轴进行脱水
,

结果发现
,

超净工作台吹风

脱水 的效果与硅胶脱水的效果相差不大
,

只是脱水速度较快些
,

脱水 6 h 含水量 已降至 12 %
,

但对胚轴伤害亦较严重
,

含水量降至 21 % 以下时发芽率已 开始降低
.

因此
,

2 种方法 中以

硅胶脱水效果较好
。

我们 (王晓峰等
,

1 9 91 ) 以前的研究发现
,

当芒果整粒种子 的含水量从 69 % 下 降至 34 %

时
,

发芽率 已从 10 0 % 降至 0
,

生活力完全消失
。

而本文结果表明
,

芒果种子的离体胚 轴

干燥 至 H % 的含水量 时仍 有 70 % 发芽率
。

这说明芒果种子离体胚轴的耐脱 水力大 于

整 粒 种 子 的 耐 脱 水 力
,

与 龙 眼 ( F u
等

,

1 9 9 0 )
、

橡 胶 (N o r
m

a h 等
,

1 9 8 8 ) 和 南 洋 杉

( P ir thc a r d
,

19 8 6 )等种子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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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2经蔗糖
、

脯氛酸预处理后再脱水的效果 为了进行干燥胚轴的超低温保存
,

必须提

高芒果离体胚轴 的耐脱水力
,

尽量使其在较 低含水量水平 保持较 高 的生活力
。

研究 表

明
,

蔗糖 (K o s t e r
等

,

1 9 8 8 )和脯氨酸 ( B l u m 等
,

1 9 7 6 )与植 物抗脱 水 的能力有关
。

将芒果

离体胚轴先经 5%
,

10 % 的蔗糖或 5%
,

10 % 和 15 % 的脯氨酸在 巧 ℃ 下处理 24 h 后
,

再采

用硅胶分别脱水 6
,

7 和 s h
,

然后 接种 至培养基上 测定 发芽 率和根
、

芽 的长度 (表 2
,

3)
。

结果表 明
,

经 5% 和 10 % 蔗糖 预处理后 再脱水 6 h 的离 体胚轴
.

与对照相 比
,

发芽 率从

80 % 分别提高至 100 % 和 90 %
,

根长从 0
.

8 c m 分别提高至 1
.

0 c m 和 .0 9 c m
,

而 芽 长 未

变化
。

而经蔗糖预处理后再脱水 7 h和 s h 的胚轴
,

与对照相 比
,

发芽率及根
、

芽的长度 皆

未变化
。

经 5% 和 10 % 脯氨酸预处再脱水 6 h禾刀 h 的离体胚轴
,

与对照相 比
,

发芽率有所提

高
,

而根
、

芽的长度未变化
.

经 巧% 的脯氨酸预处理后再脱水的离体胚轴与对照相比
,

发芽率

皆降低
,

可能是浓度太高的缘故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虽然蔗糖和脯氨酸预处理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离体胚轴的耐脱水力
,

但效果不显著
。

表 2 芒果离体胚轴经蔗糖预处理
,

再经硅胶脱水后
,

接种至培养基上培养 20 天的情况 cnI

蔗糖浓度

/%

脱水 6 h 脱水 7 h

0 (对照 )

5

l 0

根长 芽长

0
.

3 0
.

2

0
.

4 0
.

2

0
.

3 0
.

2

脱水 s h

发芽率 根长 芽长

/%

70 0
.

3 0
.

2

70 0
.

3 0
.

2

70 0
.

2 0
.

2

林o0//
808080发长333芽.0..00长098根.0L.O率

料oo//
8010090

表 3 芒果 离体胚轴经脯氨酸预处理
,

再经硅胶脱水后
,

接种至培养基上培养加天的情况 cnI

,山,ù

:
00

内、ù4

:
00 00, ro曰凡、ù丹嘴ú

:
00QURù

:
000CU000

ù.1

脯氨酸

浓度 /%

仪对照 )

脱水 6 h

发芽率% 根长 芽长

脱水 7 h

发芽率 /% 根长

8 0 0
.

3

8 0 0
.

3

芽长

0
.

2

0
.

2

脱水 s h

发芽率 /% 根长 芽长

10 9 0 0
.

9 0
.

3 9 0 0
.

3 0
.

2 7 0 0
.

3 0
.

2

巧 4 0 0
.

6 0
.

3 3 0 0
.

2 0
.

2 30 0
.

3 0
.

2

.2 2 干燥芒果离体胚轴的贮藏

.2 2
.

1 常温及常规低温贮藏 将含水量分别为 26 .0 %
,

.12 0% 和 .10 6% 的干燥离体胚轴密

封于无菌小瓶中
,

分别在 2 5 一 2 8 ,C
,

1 5 oC
,

s oC 和 一 2 0 oC 中贮藏 0
,

10
,

30 和 6 0 天
,

结

果所有干燥离体胚轴在各温度下贮藏 10 天
,

生活力 皆完全丧失
,

说明常温及常规低温不 适

于芒果干燥离体胚轴的保存
。

至于干燥离体胚轴在常温及常规低温下快速 ( 10 天 以 内 ) 丧

失生活力的原因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2 .2 2 超低温贮藏 将含水量分别 为 38 .6 %
,

30 .4 %
,

25 .7 %
,

20 .4 %
,

18 .6 %
,

.16 4%
,

13 .2 %
,

or
.

8%及 8
.

7% 的干燥离体胚轴经或不经防冻剂 ( 10 % 二甲基亚矾 + 10 %甘露醇
,

或者10 % 二甲

基亚讽 + 10 % 脯氨酸 )预处理后
,

密封于无菌锡箔袋 中
,

然后分两种方式放人 L N : 中 :
( l)

直接投人 L N Z; (2) 先分步冷冻 ( 15 ℃ 中巧 m jn
,

5 ℃中 30 ~ 及 一 20 ℃ 中 Z h)
,

然后再投人

L N :
中

.

在 L N
:
中贮藏 24 h 后取出

,

分别采用 3 种方式解冻
:
( l) 室温 自来水解冻 ; (2 )0 ℃

水浴解冻及 ( 3) 40 ℃ 热水解冻
.

解冻后的离体胚轴接种至培养基上测发芽率或用 T l…C 染

色法测生活力 (表 4)
.

结果表明
,

所试不同含水量的干燥离体胚轴在放人 L N
Z

前皆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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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的发芽率 ( 47 % 一 100 % )
,

但 放人 L N
Z

中贮藏 24 h
,

再解冻培养 10 天后
,

皆不能萌

发
,

且解冻后的离体胚轴立即用 T T C 染色皆呈负反应
,

表明离体胚轴在解 冻后生活力 已完

全丧失
,

可能是冰冻或解冻速度不适宜而造成的
.

表 4 不同含水最的芒果干燥离体胚轴经不同方式液氮保存 解 h 后
,

接种至培养基上培养 10 天的结果
`”

含水量
未经 L N Z

贮藏 不加防冻剂 L N Z

贮藏

GP TT C 直接放人 L从 分步冷冻

加防冻剂 L N :

贮藏

/%
直接放人 L N Z

分步冷冻

G P 1 1 { : G P
r

f P C G P T代二 G P l l ℃

八“00

+十+十十++00on
ù日0
广0000OnUnllnU

. .且ù.1, .111
J1.1138

.

6

3 0
.

4

2 5
.

7

2 0
.

4

18
.

6

1 6
.

4

13
.

2

1 0
.

8 8 4 + 0 一 0 一 O 一 0 一

8
.

7 4 7 + 0 一 0 一 0 一 0 一

( l) G P = 发芽率 (% ) ; 1 1 ’C 为 T T C 染色结果
.

3 小结

本文结果表明 :

3
.

1 芒果离体胚轴的耐脱水力大于其整粒种子的耐脱 水力
,

可干燥至 11 % 的含水量水平

而仍保持 70 % 的生活力
。

3
.

2 蔗糖
、

脯氨酸预处理对提高芒果离体胚轴耐脱水力的效果不大
。

.3 2 将适于 L N
:
保存含水量水平的芒果干燥离体胚轴在 L N

Z

中贮藏后
,

生活力丧失
,

伤 害

可能发生在冰冻或解冻过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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