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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植物大规模快速繁殖技术》以强化现代技术理论基础和应用能力为主线，第一部分在精要
讲解了植物快繁必要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相关实用技术，并结合生产实际讲解了植物快繁生
产车间的建设、常规技术操作、快繁配套设备等，对于操作方法和试剂配比作了分步讲解，此外还针
对常见问题给予了分析解决。
《经济植物大规模快速繁殖技术》第二部分针对重要的经济植物如果树、蔬菜、观赏植物、药用植物
和林木的大规模快繁实例进行了详细介绍。
附录中还有常见培养基配方等资料，力图新颖、丰富、实用。
 　　《经济植物大规模快速繁殖技术》方便初学者入门学习、查阅参照以及拓宽科技人员研究思路，
既可作为植物学科应用单位、植物组培实验中心、工厂化育苗公司等人员及经济植物生产致富个体户
的技术参考书，也可作高职或本科生、硕士生教学与实践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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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经济植物大规模快速繁殖理论和基础技术　　第二章 经济植物组织培养的原理　　对
于不同物种或不同基因型的经济植物，甚至同一基因型的不同组织器官，其组织培养体系也是相差甚
远。
因此，了解和掌握“植物组织器官在组织培养条件下是如何再生与供体植株完全相同的再生植株”、
“植株再生需经历哪些过程”等基本原理和概念对从事经济植物组培快繁研发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第一节　植物细胞全能性　　一、植物细胞全能性的概念　　1902年，德国的植物生理学
家Gottlieb Haberlandt根据细胞学说的理论提出：高等植物的器官和组织，可以不断分割，直至单个细
胞，这种单个细胞是具有潜在全能性的功能单位，即植物细胞具有全能性（totipotency）。
　　目前，植物细胞具有全能性被解释为：每一个细胞带有该植物的全部遗传信息，在适当条件下可
表达出该细胞的所有遗传信息，分化出植物有机体所有不同类型的细胞，形成不同类型的器官甚至胚
状体，直至形成完整再生植株。
　　二、植物细胞全能性表达和实现　　尽管理论上每个生活的植物细胞都具有全能性，但其实际表
达的难易程度却随植物种类、组织和细胞的不同而异。
一般来说，较易表达全能性的细胞可有3类：即受精卵、发育中的分生组织细胞和雌雄配子体及单倍
体细胞。
　　然而，外植体的绝大多数细胞已经分化，这些分化的细胞的全能性不能表达，细胞或组织与母体
的分离和激素的调控是细胞全能性表达的基本前提。
当然，培养物的营养条件（碳水化合物、无机氮、有机氮、其他矿物质营养以及维生素等）和培养条
件也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绝大多数已分化的植物细胞具有恢复分生状态的潜力。
但对于那些高度特化的组织和细胞，几乎不可能再分裂以进一步表达其遗传潜力，因而它们不能表现
细胞全能性，如细胞核已经开始崩解、细胞壁增厚超过2um的纤维细胞以及细胞壁达7um的管胞细胞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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