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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露组培增殖培养基配方研究
曾卫静，王健，单义翔

（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摘要：以 MS+6- BA 0.5 mg/ l+NAA 0.1mg/ l 为基本配方，通过加入香蕉泥、椰子水和活性炭，研究不同培养基配

方对玉露增殖的效果。结果表明，在培养基中加入 15%的椰子水对玉露增殖的效果最佳，其次是添加了 10%和 5%椰

子水的配方。添加香蕉泥的效果稍逊于椰子水，其作用随香蕉泥含量的减少而减小。添加活性炭的作用最小，与对照

组相比不明显。研究对玉露产业化育苗中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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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Proliferation Formula on Tissue culture of Haworthia cooperi

ZengWeijing，Wang Jian，Shan Yixiang

Abstract: The multiplication formula on rapid propagation of Haworthia cooperi were studied by adding dif-
ferent substances，such as coconut water（CW），banana mud，active charcoal（AC），to basic formula MS+6- BA
0.5 mg/L+NAA 0.1mg/l，and then the difference in growth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were observ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greatest effect on the proliferation was promoted by adding 15% coconut water，followed by
10% and 5%. The promoting effect by adding banana mud is better too. As for coconut water，promoting effects
went down along with the decrease of concentration. The active charcoal showed less promotion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It will be beneficial to plant cultivation ofHaworthia coop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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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露(Haworthia cooperi Var.)为百合科瓦苇属

（也称十二卷属）中软叶类多肉植物，原产于南非，植

株低矮，叶片呈莲座状紧凑排列，叶色碧绿，叶片顶

端具晶莹剔透的透明状，故名为“玉露”。近年来玉

露倍受园艺工作者和花卉爱好者的青睐。常见的有

姬玉露、大型玉露、毛玉露、帝玉露、蝉翼玉露、白斑

玉露等。组织培养是快速繁殖玉露的最有效方法，

该研究在前期诱导出外植体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不同培养基添加物与玉露增殖效果的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将实验室已有的 8 瓶玉露愈伤组织，扩繁到 74

瓶，获得充分的实验材料。准备足量椰子水、香蕉泥，

再从实验室称取 300g 活性炭备用。
1.2 实验方法与设计

通过多次预备试验，确定出基础诱导增殖培养

基为 MS+6-BA 0.5mg/l+NAA 0.1mg/l。以此为对照

培养基，在此基础上分别加入椰子水、香蕉泥和活性

炭。添加物浓度梯度分别为 5%、10%和 15%。
选取长势均一、健康的愈伤组织进行继代增殖

（College of Tropical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Hainan University，Haikou Hainan 57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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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以椰子水、香蕉泥、活性炭为影响因素，采用 3

因素 3 水平，外加对照组，每处理重复 3 次。
表 1 实验因素及水平

1.3 数据处理

培养 30d 后取出组织块，计算它们的质量和体

积增殖倍数并进行分析。
计算公式：

质量增殖倍数 = 培养 30d 瓶内组织的鲜重 / 接

种时瓶内组织的鲜重；

体积增殖倍数 = 培养 30d 瓶内组织的体积 / 接

种时瓶内组织的体积

应用 Excel 2016 软件和 SPSS 23 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组合增殖效果

不同处理组合对于玉露增殖效果体现出了差异

化（表 2）。同时不同浓度处理的差异也较为明显地

出现在椰子水和香蕉泥两类处理中。其中，15%的椰

子水配方对质量和体积增殖效果明显要优于其它处

理组合。
表 2 试验结果

2.2 不同处理的增殖效果分析

2.2.1 质量增殖

表 3、表 4 是不同处理对玉露质量增殖的影响。
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添加物的处理之间体积增殖具

有显著差异。加入椰子水的培养基，质量增殖效果最

好，平均提高了 7.47 倍，显著高于其它处理组合。香
蕉泥的处理组合质量增殖倍数次之，平均增加了

6.31 倍，显著高于活性炭和对照组处理。而活性炭

组处理的质量增殖倍数为 5.90 倍，与对照组的

5.83 倍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3 直观分析 K 值表(质量)

表 4 邓肯分析表（质量）

2.2.2 体积增殖

不同处理组合对玉露体积增殖的影响差异明显

（表 5、表 6）。其中，对体积增殖效果最好的依然是加

入椰子水的培养基，体积平均增加了 7.83 倍，显著

高于其它处理组合。其次是加入香蕉泥的培养基，增

殖倍数为 6.51 倍，显著高于活性炭和对照组处理组

合。体积增殖最小的是加入活性炭的培养基，经过

30d 培养其体积增加了 5.56 倍，与对照组的 5.44

倍相比差异不显著。
表 5 直观分析 K 值表（体积）

表 6 邓肯分析表（体积）

2.3 添加物浓度对玉露组培增殖影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添加物浓度对玉露增殖的

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2.3.1 椰子水

对添加椰子水的配方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玉

露质量和体积增殖均随着椰子水浓度的升高而增

加。各浓度椰子水处理之间增殖效果均存在显著差

异。其中，以浓度为 15%的配方增殖效果最好，其质

量增殖倍数为 8.14 倍，体积增殖倍数为 8.33 倍，均

显著高于其它浓度的处理（图 1、表 7、表 8），分别比

对照组多增殖了 2.31 倍和 2.89 倍，提升率达到了

39.62%和 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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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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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增殖效果

体积增殖倍数
6.92
7.34
8.14
5.88
6.32
6.72
5.84
5.88
5.98
5.83

7.18
7.98
8.33
5.45
6.97
7.11
5.33
5.79
5.57
5.44

质量增殖倍数

1
2
3

水平
因素

椰子水 A 浓度 香蕉泥 B 浓度
5%
10%
15%

5%
10%
15%

5%
10%
15%

活性炭 C 浓度

K1
K2
K3
R

K 值
体积增殖倍数（倍）

椰子水 香蕉泥
7.18
7.98
8.33
1.15

5.45
6.97
7.11
1.66

5.44

空白
5.33
5.79
5.57
0.46

活性炭

对照组
活性炭
香蕉泥
椰子水
显著性

添加物
子集

个案数
3

10
30
30
30

5.44
5.56

0.526
7.83
1.000

21

6.51

1.000

K1
K2
K3
R

K 值
质量增殖倍数（倍）

椰子水 香蕉泥
6.92
7.34
8.14
1.22

5.88
6.32
6.72
0.84

5.83

空白
5.84
5.88
5.98
0.14

活性炭

对照组
活性炭
香蕉泥
椰子水
显著性

添加物
子集

个案数
3

10
30
30
30

5.83
5.90

0.672
7.47
1.000

21

6.3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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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培养基中椰子水浓度与玉露增殖效果的关系

表 7 浓度对质量影响显著性分析

表 8 浓度对体积影响显著性分析

2.3.2 香蕉泥

对添加香蕉泥的配方与玉露增殖效果的分析表

明，增殖效果与香蕉泥的浓度成正比，添加 15%香蕉

泥的配方增殖效果最好，玉露质量增殖为 6.72 倍，

体积增殖 7.11 倍。各浓度处理之间看，15%和 10%浓

度处理皆显著高于 5%处理，5%处理与对照组不存在

差异显著性（图 2、表 9、表 10）。

图 2 培养基中添加香蕉泥量与玉露增殖效果的关系

表 9 浓度对质量影响显著性分析

表 10 浓度对体积影响显著性分析

2.3.3 活性炭

对添加活性炭的不同培养基配方处理分析表

明，质量增殖效果与活性炭浓度成正比，其中以添加

15%活性炭的培养基增殖效果最好为 5.98 倍。从体

积增值效果看，10%浓度的处理配方质量增殖效果最

好，为 5.79 倍，但四个浓度水平间增殖效果差异并

不显著（图 3、表 11、表 12）。

图 3 培养基中活性炭浓度与玉露增殖效果的关系

表 11 浓度对质量影响显著性分析

表 12 浓度对体积影响显著性分析

3 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组培配方处理对玉露增殖

影响差异明显，综合看来，各因素对玉露增殖效果影

响力大小的顺序是：椰子水＞香蕉泥＞活性炭。最为

适宜的添加物与浓度组合是加入 15%的椰子水，其

对玉露的质量增殖和体积增殖影响最大。其增殖倍

数质量上达到 8.14，体积上达到 8.33，显著高于其

他的处理组合。
椰子水和香蕉泥对玉露增殖倍数的影响达到了

显著水平。而活性炭对增殖的效果与对照差异不大，

且无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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