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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培抗菌剂 (PPM™) 是用于植物组织培养的广谱性杀菌剂。PPM™可最终解决由空气、水和内源性

微生物引起的污染。     

 

产品描述：  

储存环境：4℃ 产品货号 PPM  

 

植物组培抗菌剂 (PPMTM) 是用于植物组织培养的广谱性杀菌剂。PPM™通过抑制微生物的柠檬酸循环和

电子传递链中的关键酶的活性，能有效抑制植物组织培养基中的细菌、真菌和外植体自带的微生物的生

长。PPM™使用剂量依赖于受污染的程度，在植物组织培养基中是一种生物抑菌剂。此外，PPM™也作为

一种生物静态化合物起作用，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当用植物组织培养基稀释 PPM™作为微生物杀菌剂

（比如杀细菌剂和杀真菌剂）来抑制固体或半固体植物组织培养基中的非人类健康病原体是非常有效的。  

PPMTM 对大多数的种子暴露的植物都是有效的-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然而我们并不推荐将其用于蕨类、

苔藓类、藻类和水生植物上。为了达到抑菌效能最大化则需要优化试验体系，虽然 PPM™是一种预防和

抑制培养污染物的优秀工具，但这并不能取代无菌的实验室技术和合适的空气处理系统。  

 

物理性质  

物理形式：液体  

外观：无色到琥珀色  

pH：3.8  

稳定性 : 4℃储存  

PPM™可以在灭菌前加入培养基中，也可以直接加入已灭菌的培养基中。  

耐高温高压，1.05kg/cm2(15pis),121°C, 20min。  

在含蛋白质的培养基灭菌后应该再加入 PPM™。  

PPM™的最终的浓度（溶解在培养基中）在室温下能稳定保存长达 1 个月。  

 

常规用法  

以下使用说明是一个常规的使用方法。最优的使用方案需要进一步优化。  

PPM 快速入门  预防  消毒  农杆菌  

浓度 (v/v)  0.05 – 0.2%  5.0% （见注释） 0.05%  

处理时间  持续  4 – 12 h  持续  

注释  

a.针对植物组织类型

不同，试验方案需要

进一步优化。  

b.用于刚分离的原声

质体和愈伤组织用 

0.05%。 

a.将植物材料放入 3×MS* 培养基中搅

拌 4-12h。  

b.不要结合其他的杀菌剂一起使用。不

要调节 pH 值。  

c.用 PPM 处理过的组织可以直接放置 

0.05%PPM 的培养基中。  

可以和抗生素配

合使用。 

MS*这里的 MS 培养基只是泛指，根据您的具体材料可选择相应的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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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专利信息  

专利号：5,750,402-- PPM 在组织培养基中某一特定浓度下的配方以及在特定浓度下使用防止或消除微生物

的污染是受到美国专利保护的，专利号为：No. 5,750,402。此项专利已经在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欧

盟，以色列和其它国家发布。世界其它国家也正在申请中。  

 

PPM 介绍  

PPM™ (Plant Preservative Mixture)是一种热稳定的抑菌剂，根据不同的使用剂量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植物

组织培养中的微生物污染。 在最佳的使用剂量，PPM™不会损害体外种子的萌发、愈伤组织的增殖和愈

伤组织的再生。 尽管采用最严格的无菌技术和无菌条件，但是植物细胞和组织培养的污染问题依然是一

个持续存在问题。  

PPM™抑制细菌繁殖和真菌孢子的萌发。由于其具有热稳定性，他能和培养基一起灭菌。 

PPM™可以作为标准的植物组织培养基成分。PPM™比抗生素价格低并能同时抑制真菌污染。 

PPM™作为一种生物抑菌剂，除了能抑制空气、水和人接触性污染外也能降低外植体的内源性污

染。  

 

作用机理  

PPM™是一种广谱性抑菌剂，能杀死细菌和真菌，抑制真菌孢子萌发，且高浓度的 PPM 能抑制外植体的

内源性污染。  

研究表明，PPM™的活性成分能渗透到真菌和细菌的细胞壁中通过抑制代谢中心如柠檬酸循环和电子传递

链中关键酶的活性来杀死微生物。我们的研究数据显示 PPM™也能抑制培养基中的单糖和氨基酸向细菌

和真菌的细胞中运输。  

无论何种杀菌剂，为了杀死细菌和真菌对应的杀死每个微生物所需要的 PPM™分子的临界值是需要知道

的。  

  

与抗生素相比的优点：  

PPM™是广谱、高效抗细菌/真菌剂。  

PPM™的性价比更高，可以作为植物组织培养中的标准成分，广泛地用于常规试验。  

PPM™的作用原理是抑制多种酶活性，因此 PPM 引起外植体突变的机率很小。    

PPM™具有热稳定性，可以和培养基一起灭菌。        

 

PPM™使用技术指南  

以下描述的使用方法是通用的，对于具体的植物材料可能需要稍加改动。  

PPM™极其简化地组织培养的工作流程如下：  

1. 含 PPM 的培养基可以在超净工作台外分装，等琼脂凝固后要尽快盖上盖子。如果培养基是采用分装

器分装的，我们建议在分装前后先将热压处理过的热水处理分装管。  

2. 含有 PPM 的热敏感或热稳定的培养基不需要过滤灭菌或高压灭菌，前提是储存在无菌的容器中，这

样培养基也不会被污染。如果培养基中含有大于等于 200mg/L 的氨基酸或蛋白质，我们建议在加入 

PPM 后培养基需要过滤灭菌。  

3. 在超净工作台上里的器具（钳子或解剖刀）不需要用火灼烧，但在使用前需要定期地在 70%酒精里蘸

一下。超净工作台无需验证，可以在超净工作台外环境较干净的台面工作，但不要超过 1 小时。  

4. 不建议 PPM 直接用于种皮暴露在高密度细菌和真菌孢子环境下的种子。为了体外种子萌发，种子需

要先经过传统漂白剂进行表面消毒。因此，在含有 PPM 的萌发培养基里，种子可以先用自来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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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在超净工作台内晾干，如果器皿两端接触了细菌和真菌或疑似污染物，则这些器具应该通过高压

蒸汽或电热设备进行灭菌。  

5. 一般的剂量水平：除了内源性污染，推荐使用的剂量为 0.05%-0.2%（一般用于愈伤组织的增殖，器官

形成和胚胎形成所推荐的剂量为 0.05-0.075%）。为抑制较高密度的内源性污染，则需要较高剂量的 

PPM（请参看以下第 6 条）  

6. 内源性污染：  

a） 种子：不建议 PPM 直接用于种皮暴露在高密度细菌和真菌孢子环境下的种子。为了体外种子萌

发，种子需要先用传统方法用漂白剂进行表面消毒。然后置于含有 2~3% （v/v） PPM 的培养基

里，但千万不要添加 Tween 20 和 pH 调整剂，轻轻地搅拌 8~12 小时，之后直接拿出放入含有 

PPM 的培养基里，若是草本植物换至 0.05~0.1% PPM 的萌发培养基即可；而木本植物则换至 

0.2% PPM 的萌发培养基。对于种皮较硬的种子（比如芦笋、羽扇豆属植物、观赏棕榈、玫瑰

等）应该在用 PPM 灭菌前先在水中浸泡 2-4 个小时。  

b） 外植体：以 1cm 长的外植体（或者更短）为例，添加 4~5% （v/v）PPM 到全 MS 基盐中，但

不要添加 Tween 20 和 pH 调整剂，搅拌 4~12 h 之后无需冲洗直接插入含有 PPM 的培养基

里，若是草本植物换至含 0.05~0.1% PPM 的培养基即可；而木本植物则换至含 0.2% PPM 的培

养基。  

c） 观赏植物的块茎、鳞茎和鳞状物：把整个块茎/球茎/鳞状物在漂白剂里摇或搅拌。然后用水冲洗

（可以在非无菌条件下操作）。把块茎/球茎/鳞状物切成薄片，在含有 4-5%（v/v）PPM 的全基盐

中摇或搅拌 12-24 h，不要加 pH 调整剂和 Tween 20。无需冲洗直接插入到含有 0.1-0.2% PPM 

的培养基中。  

7.  如果按照以上操作流程没有得到满意的试验结果（尤其是特别厚的，污染较严重的外植体，种子），

我们建议采用以下方法：  

a) 将外植体于水中搅拌浸泡（柔软的组织 1 小时，较硬的组织 2 小时）  

b) 把外植体放置于含有 50% PPMTM 的 MS 基盐中浸泡 5-10 min（无需加 pH 调整剂和 

Tween 20）。  

c) 无需冲洗直接将外植体放于培养基中。如果有真菌污染，可以选择额外再加入 PPM 到 

培养基中。然而，如果有细菌或混合污染，外植体培养的第一个月在培养基里加入 0.05 - 0.2% 

PPMTM 是必要的。不要丢掉高度氧化的外植体，因为约 4-6 周后 50%的外植体都会得到恢复。  

注意：请参考第 9 段下面的注意事项 2 和 3  

8.  拯救在培养中严重污染的植物材料（注：明显严重污染不超过 1 周的组织）  

a)  用软的毛刷在自来水的冲洗下冲洗材料，把材料放置于含有 50% PPMTM 的溶液（用无菌水配置）中

搅拌 5-15 min。对于细菌性或混合性污染，我们建议用低 pH 值 2.8-3.2 的溶液处理，即 100% PPMTM

和 0.6 gr./l 的柠檬酸溶液（用灭菌水配置）以 1:1 的比例混合。  

b) 将处理好的材料直接取出，无需冲洗直接插入含 0.05 - 0.2% PPMTM 的培养基中培养至少 1 个月， 

在前 10 天需弱光培养，和前面描述的相同，不要丢掉高度氧化的外植体，因为约 4-6 周后 50%的外植

体都会得到恢复。  

有时真菌或细菌孢子在外植体的内部是 PPM 无法接触到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先用水对材料浸泡一段

时间，然后将外植体切成小块并放于 50% PPM 中搅拌 5-15 min。 通过以上所有的消毒过程，确保 

PPM 能接触到外植体的整个表面。  

9. 消除农杆菌  

共培养之后，先用水将外植体冲洗干净，然后将转染的外植体放于含 100% PPM 的全基盐中约 2min。取

出之后用无菌纸将外植体上的 PPM 吸干，将其放于含抗生素的培养基中继续培养。三周后将外植体转入

只含 0.05- 0.075% PPM 的培养基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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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注意事项：  

1、 对于首次对外植体用 PPM 消毒后，我们建议将外植体完整地插入半固体培养基中。  

2、 虽然 50%的 PPM 可以重复利用但是我们不建议。使用次数和效果依赖于处理外植体的体积和接种

的密度。将 PPM 保存在 4℃可以延长其活性。如果有必要，准备好两份 PPM 溶液，第一种用于

灭菌内源性污染，第二种用于处理“组织培养过程中”的污染，第二种 PPM 溶液每次使用后，需用 

0.2 um 的滤膜滤灭。过滤时可在非灭菌条件下进行， 同 

一个滤器能用于滤灭的整个过程。  

3、 如果用 50% PPM 处理植物的效果不理想，你可以用 100% PPM 消毒。处理方法跟 50%  

PPM 相似，然而，用 100% PPM 处理的时间不要超过 10 min。  

  

总结  

PPM™ 能够为任何一个植物组织培养实验室带来便利，并极大地提高技术人员和实验室的工作效率。然

而，每个实验室的条件有所不同，可能影响到 PPM™的使用效果，我们建议实验人员最好能遵循上述指

导方针，并相应地调整参数。  

推荐使用:  

 PPM™能够有效地抑制空气、水和人类接触带来的微生物污染。  

 如果使用得当，PPM™能有效地消除外植体的内源性污染。  

 按照推荐剂量（0.5-2 ml/L）， PPM™不会影响体外种子萌发、愈伤组织的增殖、愈伤组织的再生和

不定芽的诱导。  

  

安全说明  

安全问题：PPMTM 是无毒的，然而，避免吸入，皮肤和眼睛接触，因为 PPM 是酸性的。PPMTM 对皮

肤，眼睛，鼻子和喉咙有刺激。  

预防措施：我们推荐使用者配戴手套和防护镜，避免皮肤和眼睛接触，避免吸入。使用适当的/足够的通

风设备。不应喷洒使用除非有直接流通，正压通风和防护设备。  

急救措施：如果吞咽摄入，给予两杯水喝下，立即看医生。眼睛和皮肤接触立即用大量的水冲洗至少 15 

min。用肥皂水彻底冲洗受影响的皮肤，脱去并彻底清洗污染的衣物。如果吸入立即转移到新鲜空气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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