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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的或细胞毒剂处理的动物，可使对异源性细

胞的免疫排斥反应受到抑制，因而细胞数量下

降出现较远o Laissue(3]用山羊白体骨髓作实

验，没有发生免疫反应。

血浆凝块法培养的细胞其数量的增殖较液

体培养者高，真原因可能由于血浆凝块中造成

细胞定居的环境，便于造血微环境形成; CFu

E、 BFu-E 和 CFu-C 同时增殖[5]从而使细脑

数量得到较大幅度的增加，故血浆凝块培养体

系比液体培养体系优越.

豚鼠骨髓细胞能够在用环磷眈胶处理的小

鼠腹腔扩散盒中形成许多 CFu-E、 BFu-E 、

CFu-C，表明骨髓原始造血干细胞具有旺盛的

增殖能力。 3H一TdR 的放射自显影也证明培

养 6 天的细胞， 4 小时标记率为 52%。说明

这些细胞有 DNA 合成能力及细胞增殖能力。

细胞分类表明，在培养早期幼稚细胞较多，在

培养晚期幼稚细胞减少。

摘要

豚鼠骨髓细胞种植于用环磷酷胶处理的小

鼠腹腔中，在液体和血浆凝块两种扩散盘中进

行培养，对细胞增殖的动力学作了观察.在血

浆凝块培养体系中细胞繁殖能力较旺盛。!

骨髓有核细胞在血浆体系中培养后，能够

形成 CFu-C、 CFu-E。培养 6 天的骨髓有核

细胞用 3H…TdR 参入 4 小时， f乍放射自显影 p

标记指数达 52%。增殖性粒细胞的数量随培

养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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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对水稻花粉愈伤组织诱导和分化的影响x

赵成章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生理纽)

近年来生物磁学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特

别是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已获得良好的效果。许

多农作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外加一定的磁场

强度可以促进种子的发芽、生长，有的还可以

增加产旦[.1， G川。在 500-4500 奥斯特(以下

简称为奥〉的非均匀磁场中，一些植物(如葱

属、水仙属和紫苏属)的细胞、组织和器官京

X 本试验得到浙江省计量局陈锦田、陈二i 钦两同

志的热情帮助，特此感谢。

参加本职试验工作的J五千j丑1; 丰iJ 娟、 i制rì 才 i ，，j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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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早熟现象[6]。但磁场对花药培养的影响报道

甚少。本文报道不同剂量的磁场处理水稻花药

(包括花褂)及其企1万组织，对水稻花粉愈伤组

织诱导和分化的影响。

材料和方法

11巳木材料)')晚梗福 74-23。在品种比较实验中

还选用了晚梗 82 、 101 、 140 杂种第二代。

单核靠边期的水稻花药或愈伤组织在无菌条件

下找种子比培养基上，每管接种花药 50 个左右，然

后将花药连同 i式告~ -~起进行不同路场强度的处理。其

强度).:) 0 (对照)、 500 、 1000 、 2000 、 4000、 6000 奥六

种，处JIG时间都)'.:) ~分钟。每种处理 10-14 营。愈伤

组织址JI[! 时间为 o (对照)、 0.5 ， 1, 3, 6, 12 小时，

并设有长时间磁场处理组(以 α 表示) ，即试验始终放

置在战场巾。磁场强度均为 800 1奥，每官技种愈伤组

织 4-5 忱。每处理 6 管，处理是在非均匀磁场中进

行的。处理!J放在 26 0C 恒温室中进行培养，定期观

察1日分;岱仿组织出现的时间、数目及其分化和生长情

况。二号仨培养埠为风，分化培养基)'j MS，每天光照

9-11 小时，其他管理同一般组织培养。

结果与分析

(-)磁场对花粉愈伤组织诱导和分化的

影响

从表 1 看出，磁场对水稻花粉愈伤组织的

诱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除 6000 奥处理外，

其他处理的花粉愈仿组织诱导率均比对照(不

1000奥

20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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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磁场强度与花粉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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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磁场处理时间对花粉愈伤组织诱导和分化的影响

再;几十一→1---~一寸000 ~ 6000 奥一一「了照

日处川间〈分) 1- 马 i 15 ! 3 ! 工
川!l ft: f{J数 1 750 1 200 1 750 

Jjt二干lJltUT二UT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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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为高，冥中 1000 奥、 2000 奥处理组的

花粉愈伤组织诱导率为对照的两倍多.随着磁

强度的提高在粉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有所下降。

如将 4000 奥. 6000 奥处理时间由 3 分钟缩短

到1.5 分钟，则其愈{9=j组织的诱导率分别提高

到 12%和 13%(见表 2 )0 

从因 1 可以看出，几神磁处理的花粉愈伤

组织出现时间均比对H~í是早。其中 1000 奥处

理组比对照提前 15 天，其它各处理均比对照

提阜 6 天。

磁场对比柑愈。j组织的分化影响较小，备

组磁处理与对照榈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异(见表

1 )。如将磁场强度 4000 奥处理组的处理时间

从 8 分钟缩短到1.5 分钟，则其绿苗分化率可

f&倍增加〈见表 2 ).说明强磁场短时间处理有

利于花粉愈向组织的诱导和分化。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磁场处理的绿茵中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畸型植株，如时'片卷曲、叭生、

矮化等〈见照片)。但经过较长时间的培养又逐

渐恢复正常生长。

另外，磁处理(1000-2000 奥)再生植栋

的根系比较发达，并出现支根.

(二)磁场对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

在将儿个水稻品种(马x.品系〉花粉的愈ítj组

织直接进行磁场处理时(见表 3 ).可以看出，

表 3 磁场对不同晶种愈伤组织分化的影晌

品种代号 I 82 I 101 I 川 I 74-23 

←石二 J;-r CK--I ~_~Æ J -c盯←址 U一一些丁旦Irlflf

:二五岳王tiLiJι上138 I 15 '--=~L~_L30 ~T--24 ~~ 
法 l 数 i 4 r 4 10'3' 3 '5 l' 7 
苗 I . ---%下iγI--~丁 7.2 I 20Jl门王「南叮3.3-1 正了
二一-J 教 (丁0--[--豆 r--~.-6 --, 5 I -;-- -r--; 1--;- -'----6--
苗!-石， 13.3 I 50.0 I 11.6 !…丁丁订立叮王i丁2口一
卢山 :116iiT下丙丁可 f-U-.-。一土二|…厂U一
磁场强度为 800 唤，处理时间 3 分钟，切割 3 次。

表 4 磁处理时间对愈伤组织分化的影晌

磁处理时吧?二_ 0-._-'ιI 1 丁寸~. _6 ___L1~Tτ「
址理快款 30 I 30 ， -30~-1~3 O----l- 3-0 ---,- 3 0 --3~。一

---;;-1土豆 1--1---- ， 3 , 5 丁-3-'--1-工丁---l--- - 0二二

二千%上旦-， 10.0 I 16_7 l__!_o_ι上 33 Io T--~O ~ 
白苗数 I 2 I / __I_ 5 I 7 , 3 -, -;- - T~-O-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

总坐产 I 1~__I / , 川 I 33.3 I 13.3' 3~.__j 0 二二
磁场强庄 800 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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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I契磁场强度处理对愈伤组织分化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得品种(或品系)的愈伤组织绿茵分

化率和总分化zt;f均比对照提高 3-4 倍。虽然

品种(或 i白菜)之间的分化率有所不同，但磁处

理的效果基本 t一致。

从去 4 实验结果m出，路场处理时间对愈

伤组织的分化有较大的影响。在磁场强度为

800 奥时， 0.5-3 小时的处理时间，愈伤组织

绿茵分化:率分别比对照提高 3-5 f苔，而且根

系发达。当磁处理时间大于 6 小时时，绿茵的

分化受到抑制， 12 小时几乎没有综苗的分化，

长时间置于磁场中的处理组，其愈{组组织都不

能分化，并逐趋变褐老化，以致死亡.当然磁

处理时间的长短与磁场强度有密切关系，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讨论

Barno ，'hy(1964)指出，磁场的某些生物效

应的大小不仅与磁场强度有关，而且也与磁场

作用时间有关[2] 。即所谓磁场的累积效应。本试

验也有类似情况。本文中谈到磁场强度和处理

时间对愈伤组织的诱导和分化有不同的效应.

即磁场对花粉愈伤组织的诱导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而对其分化却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磁场所

引起的生物效应往往在时间上表现滞后现象，

而分化比诱导在时间上要迟很长时间，所以磁

场效应减萄乃至消失。当磁场强度过大，作用

时间过长都不利于愈仿组织的诱导和分化.

t主arno i:hy 还认为磁场引起的生物效应往

往在时间上表现带后现象。即施加磁场后需要

经一段时间才现出效果:除去磁场后也需要经

过一段时间效应才能消失[Z]. 本实验发现在所

有磁场处理的绿苗中均产生叶片卷曲、矮化等

崎形现象，但经过 9←3 星期的培养又可逐渐恢

复正常生长，它们的抽穗期也相似( 5 月 26 日

温室材科)，证明这种磁效应是暂时的、可逆的。

另外，由磁处理过的花粉所产生的愈伤组织，其

绿茵分化率与其对照基本相似可能与此有关。

李国栋(1975)指出磁场能够通过对金属元

素(Mn ， Fe , Co , Cu 等)的影响而促进那些

含有这些金属元素的酶和蛋白质的功能[1] 。

D'Souzn 等证明 1000 奥磁场能显著改变液相

中物质的扩散性和化学反应[叶。磁场对水稻花

精愈伤组织诱导和分化的促进作用，可能是由

于磁场影响花粉细胞及其愈伤组织细胞中某些

酶的质体的活性，增强培养基中各种离子的扩

散性能和对细胞膜的渗透能力，以促进花粉细

胞及其愈伤组织对培养基有效成份的吸收和利

用。从而加速花胁细胞和愈仿组织细胞的诱

导、分化和生长.当然影响花粉愈伤组织的诱

导和分化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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