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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附加不同辛盘度№ Cl及 2．4-D 2m毫IL的MS培养基上．甘蘸禽伤组织表 

现出不同的生长效应．培养基中NaCl踱度循时 (1％以下)，甘蠢鸯费组织表现为 

适应性生长；面在高 NaCI浓度时 (2％以上)，盘仿组鞔生长表现出量害特征．脯 

氨畦、还原糖测定结果显示，在盐适应情况下，甘蔗盘伤组织中的脯氨畦言量较 

高，还原糖音量较低 ：在量窨情况下划相反． 、／ 

美薯词 甘蒯盘伤组织 №a 脯氨黢 还原糖 暑k 

I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甘蔗 (saceha．rttm offieinarum L_)，品种桂糖 11号愈伤组织．愈伤组织诱导及培养方 

法见李春瑶等 ． 

1．2 愈伤组织的缝代培养 

培养基 MS+2．4-D 2mg／I．+蔗糖 3％-I-琼脂 O．7％．每 20天继代一次，培养条件：黑 

暗，温度 25℃ ，湿度 6O％～ 80％。 

1．3 盐胁迫处理 

在继代培养基中加人不同浓度的NaC1，构成不同浓度梯度的盐胁迫培养基。 

1．4 脯氨酸 (pm)含量测定 

按照朱广廉的方法目进行． 

1．5 还原糖含量测定 

采用 3、5—二硝基水杨酸法 捌 ． 

2 结果 

2．1 不周浓度的盐胁迫下甘蔗愈伤组织的生长情况． 

将甘蔗愈伤组织转入 NaCI浓度分别为(％)：0，0．25，0．5，1，2，4。8的MS培养基上培养，观察 

它们在这几种培养基上刍勺生长状况，结果发现，在培养的起始两天．所有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 

均未出现明显变化．从第三天开始，在含低盐浓度 (1％以下)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表现为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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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生长，不断产生新的愈伤组织。产生的愈伤组织颜色淡黄、颗粒状，外表干爽。与对照培养 

基 (即NaC]为 0)上的愈伤组织相比没有显著差别。这些愈伤组织在古 NaCI培养基上继代培 

养了两个多月，仍然生长良好，未表现出盐害特征．而培养在 NaCI浓度较高 (2％以上)培养 

基上的愈伤组织，生长缓慢，且颜色逐渐暗淡、苍白，表面星水渍状。这种情形随培养基中 

NaC1浓度升高面加剧，其中含N帕 浓度为4％、s％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表现尤为突出，仅培 

养一周盐害症状就很 明显。丽 NaCI浓度为 2％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要一个后才表现出盐害， 

且症状较轻． 

这一结果表明，在NaCI浓度低于 1％ 的情况下。甘蔗愈伤组织表现为适应性生长，未表现 

盐害特征；在 NaC1浓度高于 2％时，甘蔗愈伤组织不能进行适应性生长面表现出盐害。 

莸们将耐NaQ浓度为 n5％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继代维持了一年多，仍然生长良好，并保 

持旺盛的胚胎发生能力，在无激素的培养基上能分化出绿苗。 

2．2 不同浓度的盐胁迫处理卞甘蔗愈伤组织的脯氨酸 (pro)夏可溶性糖含量变化 

2．2．1 pro古量 

测定了不同浓度 NaC1胁迫处理 7天后甘蔗愈伤组织中的 pro含量，结果见图 I所示： 

培彝暮中 Ia {鼻度 ( ) 

国1 不同浓度的N l处理下甘蔗愈伤组织中 pm含量 

上图曲线说明，在低浓度的NaCI(0％ 一 1％)胁迫下，愈伤组织中的 pro含量随胁迫强度 

加大而升高，当胁迫超过一定界限 (20／0时，愈伤组织中的pro含量下降，胁迫强度越太，愈 

伤组织中的 pro含量越低。这一结果与愈伤组织在 NaCI胁迫下的生长情况是一致的，即在胁 

迫强度低时，愈伤组织能适应生长，pro含量随胁迫加强而升高；在胁迫强度离时，愈伤组织 

不能适应生长，表现为强烈的盐害，这时，愈伤组织中的pro含量亦随盐害加深而下降。 

2．2 2 还原糖含量 

图2结果表明，培养 7天时，在低№ a浓度的胁迫下，甘蔗愈伤组织中还原糖量无显著变 

化，与对照差不多；而在NaCI胁迫强度较大时，还原糖量显著上升，比对照的高达 4—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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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说明，在盐适应的愈伤组织中还原糖量是稳定的，而在盐害情况下，愈伤组织的还原糖 

量表现为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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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中 锄 浓度 (％) 

嗣 2 不同浓度的NaC!处理下甘蔗愈伤组织还原糖音量 

2．3 盐害及盐适应下甘蔗愈伤组织内pr0及还原糖含量变化 

比较了愈伤组织生长表现为适应的NaC1 1％培养基及愈伤组织生长表现为盐害的 NaC14％ 

培养基上愈伤组织培养不同时间 [O，2，4，6，8，10，12，1，4，16(单位：天 )l的pro及还原糖含量变 

化，结果如下： 

2．3．1 脯氨酸 (pro)含量变化，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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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3 NaCI 1％殛4％胁追不同时闻下甘蔗鑫伤组织中pro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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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结果说明，含NaC1浓度为 l％ 的培养基上，甘蔗愈伤组织中的 pro古量随培养时间延 

长而 新上升，当培养到 l2天时达最高峰，然后缓缓下降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在含 

NaCI浓度为4％的培养基上，愈伤组织的pro含量则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它们从一开始就表现 

为强烈的盐害，随盐害程度加深，pro含量不断下降，到第 l6天时，pro含量仅为对照的 1／4，为 

NaCII％上的 1／17。这一结果说明，盐适应下愈伤组织内的pro含量较高，而在盐害的愈伤组织 

中，pro含量则很低。 

2．3．2 还原糖含量 

结果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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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 NaCI 1％殛 胁迫不同时闻下甘蔗1舡份组织还原糖台量 

从图4看出，随培养时问延长，在NaCII％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还原糖含量并不增加，反 

而在培养的第 8天后略有下降．而在NaCI4％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还原糖量随盐害时间延长、 

盐害加剧而上升。 

3 讨论 

在盐胁迫情况下，植物会产生一定的反应，其表现为低盐浓度下的适应和高盐浓度下的伤 

害。实验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当培养其中NaC1浓度低于 1％时，愈伤组织能适应性地正常生 

长，而在№ a浓度超过 2％时，愈伤组织即表现出盐害特征。在盐适应情况下，愈伤组织中pro 

含量升高，还原糖含量变化不大。在盐害情况下，pro含量下降，还原糖量则大大增加。可以认 

为，pro、还原糖量的变化可作为判断甘蔗愈伤组织盐适应和盐害的生理指标 

盐适应下pm的大量累积是有积极作用的[I,oJ它可以作为渗透调节物，在盐胁迫下降低细胞 

的水势，避免细胞脱水．同时，pro可以保护细胞中的生物聚合物的结构，使之不被 NaC1破 

坏，并能维持其完整的水台范围 ，另外，pro具有很高的溶解性，且它对各种酶的抑制作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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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这样可以扩大细胞的溶解容积，从而降低细胞质液中盐的浓度，跌轻盐的胁迫作用 

植物对盐胁迫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当胁迫强度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由于渗透效应和离子 

毒害作用使得植物或组织受害。结果也表明，在 Naa 浓度超过 2％时，甘蔗愈伤组织生长表现 

为伤害作用，其 pro含量很低。这可能是由于高盐抑制了与 p∞合成有关的酶的括性所致 。而 

盐害情况下还原糖的大量增加则可能是由于大分子的碳水化合物降解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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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alt——Tolerance of Sugarcane Callus 

— — Selectibn of Sa1t—Tolcrance Callus and 

Changes of Proline，Reducing Sugar Level 

Li Chunyao 1_2 Yongshan Chen Gaoqiong He Aiming Huang Yuhuan 

∞epartmcat of Biology，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 

Abstract On M S basal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2 mg儿 2．4一D an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C1．sugarcane callus sh0、 different growth effects．As the concentrations of NaC1 in me— 

dium are low(< 1％)，the callus appea~ in adaptive growth and as the concentrations of NaC1 

m high(>2％)，the callus is to be salt一．mjured The levels of proline and reducing sugar of 
callus wefe measured and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salt—adapted callus has a high level praline 

and low level reducing sugar,the salt—injured callus has a low level proline and high level 

reducing sugar 

Key words sugarcane callus；NaC1；Pro／fine；Reducing su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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