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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营养物质对烟草细胞生长和!"#$%含量的影响

高向阳 叶国洪 穆 虹 徐凤彩
（华南农业大学生物技术学院 广州 3!$"4#）

摘 要 研究了蔗糖、56#784、)694／)82:比对烟草细胞生长和;&<!$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当蔗糖浓度为:$=／>
时，;&<!$总量最高，此时细胞产量、;&<!$含量和总量分别为!0?1=／>、4!4?@!=／=（ABC）、1#!#!=／>。在上述蔗糖浓

度下，当56#784起始浓度为:4$D=／>、)694／)8E: 为!"#时，细胞产量、;&<!$含量和总量分别最高，高于此比例

时有利于;&<!$形成，但不利于细胞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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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酶<!$（;&G,H/DG<!$，;&<!$）是#，:2二甲氧

基232甲基2!，42二苯醌的衍生物，其侧链含有!$个

类异戊二烯基。广泛存在于动物、植物、微生物体

中［!］，是大多数动物、植物、微生物呼吸链的重要组

成成分，起着传递电子（或氢）的作用。目前;&<!$
正广泛用于治疗心脏疾病、细菌、病毒感染的疾病以

及用于癌症病人的综合治疗，以改善机体的免疫功

能［#］。自!0@4年IJGA+等人［:］从烟草组培细胞中

分离到一种黄色针状物，并证明其为;&<!$，此后，

他及其同事对悬浮培养细胞中;&<!$形成的化学及

物理因子的影响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不同培

养条件烟草细胞中;&<!$的含量有较大差异［4，3］。

本实验以悬浮培养的烟草细胞为材料，研究几种营

养物质对细胞生长和;&<!$含量的影响。

$ 材料与方法

$&$ 烟草愈伤组织的诱导、继代培养和悬浮培养

烟草（3#0(/#+$+/(4+00)5>(）品种为红花大金

元（66K*L），由广东省经济作物研究所提供。取盆

栽幼叶，酒精浸泡、升汞消毒、无菌水冲洗，切成（$?3
M$?3）ND# 的小块，接种于含OF!?3D=／>、)FF
!($D=／>、蔗 糖:P和 琼 脂$?@P的 QR培 养 基

（S63?1、高压灭菌）上，诱导形成愈伤组织，经:"3
次继代后，选择疏松的愈伤组织转入液体培养基培

养，摇床转速为!$$.／DT,，#1U黑暗培养@"1A后，

吸取培养基上部烟草细胞过滤，以此作为悬浮培养

的种子细胞。

$&’ 葡萄糖、无机磷及()*+ 测定

葡萄糖、无机磷、)694 的测定分别采用K)R
法、磷钼蓝法、苯酚2次氯酸法。

$&, !"#$%的提取与测定

;&<!$的提取参考O+..等的方法［"］并加以修

改，将烟草细胞与丙酮!"#（6／7）混合、研磨、过

滤，用$?3倍体积石油醚（沸程:$""$U）萃取，即

为;&<!$石油醚油提液。;&<!$的测定参考;.+,G［@］

的方法，将;&<!$石油醚提取液于"$U水浴蒸干，加

入!$D>无水乙醇溶解，在#@3,D波长下测定其氧

化型吸光值（8!），然后加入$?!D>、$?@P的硼氢化

钠水溶液充分还原并于#@3,D波长下测定还原型

;&<!$的光吸值（8#），以无水乙醇作对照。按下式

计算;&<!$含量：

;&<!$（（=／=，ABC）V（8!E8#）M,M!$"／（!4#M&）

式中：$为稀释倍数，&为细胞干重，!4#为;&<!$的

!P无水乙醇溶液在#@3,D波长下氧化型与还原型

吸光值之差。

$&+ 细胞干、鲜重的测定

按常规法测定。

’ 结果与分析

’&$ 蔗糖浓度对烟草细胞生长和!"#$%含量的影响

’&$&$ 不同蔗糖浓度下烟草细胞生长动力学：采

用!$、#$、:$、4$、3$=／>蔗糖浓度，进行烟草细胞悬







后，随着磷起始浓度的增加，葡萄糖浓度下降速度加

快。而且培养!"后，起始磷浓度越高，培养基中残

留葡萄糖越少，所获得的细胞生物量越大，说明磷可

加快蔗糖的分解，使葡萄糖的利用更充分。# 磷的

消耗：不同磷起始浓度下，在细胞培养初期，培养基

中磷含量迅速下降，起始 磷 浓 度 为$%&’()／*和

!’()／*时，培养%"后，培养基中未检出磷，即使起

始磷含量达到’+,()／*时，培养!"后，培养基中亦

测不到残留磷量。说明细胞对磷的吸收优先于对葡

萄糖的吸收。

!"# 不 同 $%&’／$()# 比 例 对 烟 草 细 胞 生 长 和

*+,-.形成的影响

在保持总氮浓度为-,((./／*不变情况下，改

变012$／0345 比 例，研 究 其 对 烟 草 细 胞 生 长 及

6.7+,形成的影响，当提高培养基中012$／0345 比

例（012$／03458+!+或%!+），培养!"所获得的

细胞生物量比对照有所降低，差异显著。但降低

012$／0345 比例（012$／03458+!5）或仅以硝态氮

为氮源悬浮培养烟草细胞，所得生物量与对照相比，

差异不显著，说明此烟草细胞能以硝态氮作为唯一

氮源。提高012$／0345 比例虽不利于细胞的生长，

但却有利于6.7+,形成。当提高012$／0345 比例

为%!+时，6.7+,的含量即由对照（012$／0345 8+
!%）的$’!&,（!)／)，"9:）升 高 到’--&,（!)／)，

"9:）。从6.7+,总量上看，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012$／0345 为+!%时，6.7+,产 量 最 高，达 到

+,!%,!)／*，说 明 ;<培 养 基 中 的 012$／0345 为

+!%适合培养烟草细胞产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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