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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培养中的污染成因及其预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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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植物组织培养主要指的是在无菌的环境下对植

物组织、细胞等进行人工控制，使其和植物体发生分离，

然后借助培养基进行培养，并生长为完成的植株。通过利

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有助于降低成产成本、缩减生长周期，

并且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

外部因素对植生长造成的影响。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虽然具

有较多的优势，但是在培养过程中很容易由于人为、材料

带菌等产生污染，只有加强对污染成因的预防，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操作，才能够更好地保证植物的正常生长。

1 植物组织培养污染预防的意义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污染带来的危害非常大，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植物组织培养，比如降低生长速度和增殖速

度，甚至造成植物死亡，导致实验失败，增加培养的成本，

从而严重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植物组织培养中污染的预

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培养技术的进展，构建完整的植

物基因库，有效地保护宝贵的实验样本数据。同时，在植

物组织培养过程中会有很多比较珍贵的物种，它们不仅价

值高，而且获取的难度较大，通过预防组织培养中的污染，

能够有效地保护稀有物种。由此可见，植物组织培养污染

的预防意义非常大，科研人员一定要提高对污染预防的重

视度，加强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的污染防控工作，科学地

进行植物组织培养工作。

2 植物组织培养中的污染成因

2.1 外植体带菌

外植体培养主要是把植物的组织与植物体分离开，然

后在植物体外进行培养，外植体对植物组织培养非常重要，

其自身携带的病原菌很难清除干净，且空气中的大量微生

物通过只植物的孔口进入植物内部，或者是一些兼性腐生

菌由外植体入侵至植物的内部，从而对材料的内部造成一

定的污染。如果在实际操作之前没有充分了解这些问题，

对于外植体没有严格进消毒，则会很容易发生污染问题。

2.2 培养基和操作工具灭菌不彻底

在培养基的灭菌过程中很可能出现灭菌不彻底的情

况，比如灭菌时间不足、灭菌温度没有达到一定要求、灭

菌锅的压力计数不准确等，从而导致培养基中残留许多病

原微生物，当接种之后便会造成污染。同时，接种工具没

有彻底进行灭菌，或者是接种工具在灭菌之后存放的时间

过长，从而在植物组织培养中出现污染的情况 [1]。

2.3 培养室、操作室消毒不合格

培养室的环境和污染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植物组织培

养的过程中，大多数污染都和培养操作室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培养室中的温度和湿度比较适宜，那么就会助长病原

菌的生长，且空气中的微生物也会与操作人员或者植株接

触，从而发生污染，增加污染的概率。所以说，操作室或

培养室没有进行严格消毒的话，则很容易导致污染的发

生。

2.4 人为污染

在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操作人员是最大的带菌者，

其毛发、衣物等都存在非常多的微生物，如果操作人员没

有严格按照相关的标准流程进行操作，就会导致污染现象

的发生。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操作人员在进入培养室之后，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管理

好自己的行为，比如，没有及时对自己的衣物进行清洗和

消毒，把细菌携带进培养室，从而导致污染的发生；二，

工具灭菌不到位，存放不合理，在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会

使用到许多工具，例如器皿、镊子、培养皿等等，在使用

完之后，操作人员没有严格进行清理和存放，且在使用之前

灭菌不充分，那么在下次使用的时候就会使植株产生污染。

3 植物组织培养中污染的预防措施

3.1 外植体的选择

对于植物组织培养污染的预防工作一定要从源头开

始，在不同的环境下，外植体携带病原菌的程度也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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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通过选择合适的外植体，有效地防止采集病原菌较多

的植株，从而减少植物组织培养中的污染概率。优良的外

植体大多在光照比较充足的环境中，采集的时间可以在晴

天的中午进行，枝条都暴露在阳光下，高温的环境能够杀

死很多病原菌和微生物，在取材之前还可以使用杀虫剂喷

洒，避免寄生虫带菌而造成污染。对于枝条类的外植体，

通常采集中上部的茎段，或者是新生的芽条、枝条、茎尖等，

从而在最大程度减少因外植体自身携带的病原菌污染。

3.2 外植体的灭菌消毒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对于外植体的灭菌处理方法通常

有消毒液杀菌、低温处理法、抗生素处理法以及减压灭菌

处理法等，低温处理法主要是将培养对象放置在低温的环

境下，不给部分病原菌提供存活的条件，但是这种方法并

不是对所有的植物体都适用；抗生素处理法主要是使用抗

生素对污染严重的植物组织进行喷洒，从起到杀菌消毒的

作用；减压灭菌处理法主要是利用减压操作对植物组织中

的气体进行吸取，将消毒剂置于组织的内部，从而进行灭

菌消毒 [2]。目前，实验室外植体的灭菌方法主要采用的

是消毒液杀菌，杀菌前先将外植体用清水清洗干净，再选

择合适的消毒液杀菌，需要注意的是在杀菌过程中，要把

握好消毒的时间，如果消毒时间不够的话，就达不到消毒

的效果，消毒时间过长的话，则会将外植体杀死，无法达

到培养的目的。

3.3 培养基的消毒处理

培养基的消毒处理通常采取高压蒸汽灭菌法，在具体

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确保灭菌锅内部清洁，灭菌物不要堆放

过满，否则不易将内部冷气排出，使灭菌锅的温度保持在

121℃，时间为二十分钟，在灭菌之后抽样进行培养，保

证培养基没有污染的情况出现。同时，在培养基中添加抑

菌剂，这种方法也能够有效地降低污染。比如，在香水白

掌的组织培养中，培养基中连续添加青霉素能够有效地防

止细菌污染，促进培养体的健康生长。但是，由于有些材

料中的内生菌潜伏比较深，通过表面的消毒很难将其完全

清除，在初次培养的时候可能没有污染的现象，但是在继

代培养中，菌量也会慢慢增加，污染情况也会开始出现。

在使用抗生素的过程中，一定要了解抑菌剂的种类，明确

抗生素的浓度和使用时间，了解所使用的抗生素是否会对

植物组织产生不良的影响，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浓度过高

的抗菌素对材料有一定的伤害，甚至导致生长畸形，并且

抗生素一般只具有抑菌的作用，无法完全灭菌。

3.4 操作工具的消毒处理

对于操作工具的消毒处理通常是使用高压蒸汽灭菌

法，或者使用烘箱干热灭菌法，经过高压蒸汽灭菌的接种

纸，最好在水分烘干后的两天内使用完，对于剪子、镊子、

手术刀等一些金属类工具，在使用之前，刀口部位用 75%

乙醇进行浸泡后，并在酒精灯火焰上进行灼烧杀菌，时间

保持在三至五分钟，然后在完全冷却之后再开始使用[3]。

同时，在接种期间，接完一瓶母瓶材料之后将操作器具消

毒一次，在切割完之后需要及时更换无菌纸。

3.5 培养室、操作室的消毒处理

一般情况下要避免在温度和湿度较高的天气进行接

种，并做好培养室、操作室的消毒工作，无菌室是比较封

闭的空间，一定要做好环境的管理。通常半个月左右开窗

换气，然后每一个月使用高锰酸钾进行室内消毒，并使用

臭氧发生器进行灭菌消毒，防止细菌周期性发生。同时，

要及时处理掉污染的材料，对继代材料进行转移，使用消

毒药液对受到污染的材料瓶子进行消毒，必要时通过高温

高压灭菌后再进行使用。

3.6 严格规范人员操作流程

操作人员应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了解标准操作的重

要性，最大程度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首先，在进入

操作室之前，操作人员应提前更换好干净的衣物，并且在

每次穿过之后进行消毒和清洗。在接种之前先使用肥皂洗

手，然后再使用 75% 乙醇进行擦拭，在接种过程中双手不

能触碰到材料或者器皿，操作过要快。其次，在操作过程

中要防止出现交叉污染，每接种一瓶母瓶后，要用 75% 乙

醇的就擦拭手和操作台面，使用过的工具要消毒之后再切

割其他健康的材料。定期更换滤板以及紫外灯，检查培养

的容器和材料。最后，在接种期间，操作人员应佩戴好口罩，

禁止随意交谈，避免因咳嗽和说话而产生污染。

结语：

植物组织培养中的污染问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

种苗的培育，也是当前组组织培养领域中急需解决的一大

难题，通过合理选择外植体、外植体的灭菌消毒、培养基

的消毒处理、操作工具的消毒处理、操作室的消毒处理、严

格规范人员操作流程等，有效地预防组培中的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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