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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克万年青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技术研究 

张 超 ．陈立 思 

(广州化卉研究 中心 ，广东 广州 510360) 

摘 要：以克克万年青带侧芽的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及诱导植株再生研究，结果表明：适宜的芽启动培养基为 

MS+6一BA 1．5 mg／L+NAA 0．05 mg／L；最适增殖培养基为 1／2MS+6-BA 2．0 mg／L+NAA 0．1 mg／L，增 殖系数达 3．6倍 ；适 宜 

的生根培养基为 1／2MS+IBA 0．2 mg／L，生根率达 88．5％；生根试管苗移栽到 Klasmann泥炭 422+Klasmann泥炭 413(2：1) 

混合基质巾，成活牢高达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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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Dieffenbachia 

amoena ．Kiki 

ZHANG Chao，CHEN Li—si 

(Guangzhou Flower Research Cent~，Guangzhou 5 10360，China) 

Abstract：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Dieffenbachia amoena CV．Kiki was studied with stem nodes with axillary 

buds taken as explan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ropriate medium for axilliary bud germination was MS +6～BA 1．5 

mg／L+NAA 0．05 mg／L．the best medium for shoot proliferation was 1／2MS+6-BA 2．0 mg／L+NAA 0．1 mg／L．and each plant 

produced 3．6 shoots，the most suitable medium for shoot rooting was 1／2MS+ IBA 0．2 mg／L．and the rooting rate was 88．5％， 

plantlets survival rate reached 94．3％ when transplanted otlto the mixed substrates of Klasmann 422 and 41 3 f2：1)for 42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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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克万年青(Dieffenbachia amoena c ．Kiki)为天南 

星科花叶万年青属植物，叶缘墨绿色，中央有大小不 

等的黄白色斑纹，是极具观赏价值的室内耐阴观叶植 

物。在生产上，花叶万年青属植物主要靠茎段侧芽萌发 

和分株繁殖⋯，但繁殖系数低 、速度慢 ，很难满足商品 

化生产需求。为此，圉内外许多学者开始探索利用组 

织培养技术快速繁殖花叶万年青属植物，但由于其外 

植体彻底消毒困难、培养周期长及品种差异较大等原 

因，以致进展比较缓慢 -̈5]。本研究 以克克万年青带侧 

芽 的茎段 为外植体 ，建立高效的离体再生体系 以期 

为该品种的种苗工厂化生产提供技术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无菌外植体获得和无菌苗诱导 

于广州花卉研究中心种质资源圃切取温室 中春季 

生长的克克万年青茎段，剥去外层叶片，切成长约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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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l的带侧芽茎 ，用 自来水冲洗 30 min，然后在超净 

T作台上先用 6％次氯酸钠消毒 5 min、无菌水冲洗 2 

次 ，再用 0．I％HgC1 (加 2滴吐温)消毒 10 min、无菌水 

冲洗 5次。将经灭菌的外植体取出，放在无菌纸上，吸 

干水分，接种于 MS+6一BA 1．5 mg／L+NAA 0．05 mg／C培 

养基中诱导侧芽萌发，建立无菌培养体系。 

1．2 丛生芽增殖培养 

1．2-1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芽增 殖的影响 将初代培养 

的无菌苗接种于附加不同浓度 6一BA(0．5、1．0、2．0、4．0 

mg／L)、KT(0．5、1．0、2．0、4．0 mg／L)和 2ip(O．5、1．0、2．0、4．0 

mg／L)的 1／2MS+NAA 0．1 mg／L培养基中进行增殖培 

养，每隔40 d继代 1次，连续继代转接 3次，统计增殖 

系数和芽高 

1．2．2 不同生长素对芽增殖的影响 将初代培养的无 

菌苗接种到分别附加不同浓度 NAA(0．05、0．1、0．2、0．5 

mg／L)和 IBA(0．05、0．1、0．2、0．5 mg／L)的 1／2MS+6一BA 

2．0 mg／L培养基中进行增殖培养，每隔 40 d继代转接 

1次，连续继代转接 3次，统计增殖系数和芽高。 

1．3 生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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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生长一致、高约 2．5 3．0 on的无根试管苗． 

接种于附加不同浓度 IBA (0．05、0．1、0．2、0．5 mg／L)和 

NAA(0．05、0．1、0．2、0．5 mg／L)的 1／2MS培养基中进行生 

根培养，培养 30 d后观察生根情况，统计生根率和平 

均生根数 

在试管苗诱导、丛生芽增殖和试管苗生根培养中 

采用的所有培养基均附加白砂糖 30 g／L、卡拉胶 5．8 

g／L，pH值5．8，培养室温度为 (25+2)~c、光照强度为 

2 000 lx、光照时间为 l6 h／d。 

1．4 炼苗与移栽 

将生根的试管苗连瓶置于遮阴率为 70％的温室 

内闭口炼苗，7 d后取出，洗净附着的培养基 ，放人多 

菌灵 1 000倍溶液中浸泡 30 s，然后移栽 于 Klasmann 

泥炭 422+Klasmann泥炭 413(2：1)混合基质中，放人遮 

阴棚内覆盖保湿，每隔5 d淋水 1次，15 d后撤去遮阴 

棚进行正常的肥水管理 (相对湿度保持在 80％ 90％． 

温度为23—25oC)，42 d后调查移栽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l1诱导培养 

克克万年青茎段外植体用 6％次氯酸钠消毒 5 

min和 0．I％HgC1：消毒 10 min后 ，接种在诱导培养基 

上．接种 8 d后茎基部明显膨大．20 d后大部分腋芽开 

始萌动，接种 32 d后腋芽高 1～2 O1TI、萌发率达 90％左 

右。 

2．2 增殖培养 

克克万年青初代培养小芽长至 1．5～2．0 on时转 

接到附加不同浓度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的 1／2MS培 

养基中进行增殖培养，研究不同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 

对芽增殖和生长的影响，结果见表 l和表 2。 

由表 l可知 ，当 6一BA浓度低至 0．5 mg／L时 ，增 

殖系数仅为 1．2倍 ；6一BA浓度升至 2．0 mg／L时芽增 

殖效果最好 ，增殖系数达 3．6倍，芽高 3．71 cm，且芽 

生长迅速、健壮 ，叶色浓绿；6一BA浓度达到 4．0 mg／L 

时。部分植株开始出现叶片黄化、生长畸形的现象；而 

当6一BA浓度高于 4．0 mg／L时。丛生芽大量出现玻璃 

化现象，芽节问缩短，叶片展开困难，芽基部 现大量 

愈伤组织团块。由表 1还可以看 。随着 KT浓度的 

升高。芽增殖系数逐渐升高，当 KT浓度达 4．0 mg／L 

时增殖系数最高 。达 2．4倍 ，且植株生长正常；而当 

2ip浓度小于 4．0 mg／L时芽高和增殖系数差异均不 

明显．但 2ip浓度为 4．0 mg／L时增殖系数和芽高显著 

降低，但植株均生长正常。6一BA、KT和 2ip对克克万 

年青试管苗的增殖效果比较说明，在添加 2ip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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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中植株生长正常，但芽增殖系数较低，芽较矮；在添 

加 KT的培养基中，低浓度f0．5—2．0 mg／L)处理的植株 

节问生长过长、长势弱，高浓度(4．0 mg／L)处理的植株 

生长正常但增殖系数较低；而在添加 6一BA的培养基 

中．浓度为 2．0 mg／L时的增殖系数最高 ，且芽生长最 

好 。 

由表 2可知，随着 NAA附加浓度的提高，丛生芽 

增殖系数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 ．当NAA浓度 

为 0．1 mg／L时增殖系数表现最高，但 NAA浓度继续 

升高时增殖系数逐渐降低，当 NAA浓度达 0．5 mg／L 

时靠近培养基的芽切口处产生大量愈伤组织。从表2 

还可以看出，增殖培养基中加入IBA，随着附加浓度的 

升高 ．增殖 系数和芽高均 出现逐渐降低 的变化趋势。 

其中，当IBA浓度为 0．05 mg／L时，增殖系数和芽高均 

表现最好 ：当IBA浓度为 0．5 mg／L时，芽基部产生大 

量愈伤组织 ，部分植株生长畸形。从试管苗生长情况 

来看．NAA 0．05 0．2 mg／L处理的试管苗生长健壮，而 

IBA 0．05 0．2 mg／L处理的试管苗比较纤细。 

表 1 不 同细胞分 裂素对 克克万年青丛生芽增殖的影响 

注：基本培养基为 1／2MS+NAA 0 1 mg／L。 

表 2 不 同生长素对克克万年青丛生芽增殖的影响 

注 ：基本培养基为 1／2MS+6一BA 2．0 m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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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表明，有利于克克万年青增殖的植物生 

长调节剂组合为 6一BA 2．0 mg／L+NAA 0．1 mg／L，即最 

适增 殖培养 基 为 1／2MS+6一BA 2,0 mg／L+NAA 0．1 

mg／L，增殖系数可达 3．6倍 。 

2．3 生根培养 

对生根率 的调查结果显示 ．培养基中附加的 IBA 

浓度为 0．2 mg／L时最有利于克克万年青试管苗生根． 

生根率达 88．5％：而 NAA浓度为 0．5 mg／L时最不利于 

试管苗生根，生根率仅为40．0％：在一定范同内，克克 

万年青生根率随IBA浓度升高而逐渐升高，但当IBA 

浓度增加到0．5 mg／L时．生根率反而显著降低。从 

NAA的不同浓度来看，随着 NAA浓度的升高生根率 

逐渐降低。 

从平均单株生根数来看 ．培养基中附加的 IBA 

浓度为 0．5 mg／L时单株生根数 最多 可达 4．2条 ，且 

随着 IBA浓度的升高 ，平均生根数有增加的趋势 ； 

而附加 NAA的单株 生根数最多 只为 2．6条 ，并 随着 

NAA浓 度 的升高 ．平均 生根数 表现 为先增 加后减 

少 。 

从根的生长状态来看，NAA诱导形成的不定根短 

而粗，当 NAA浓度大于0．1 mg／I 时，芽基部产生较多 

愈伤组织；而在含有 IBA的培养基中，接种后 5~6 d可 

见不定根原基突起 ．IBA浓度低至 0．05 mg／L时根长而 

细弱 ，当浓度达到 0．1～0．2 mg／L时根生长健壮 ，但当浓 

度增加至0．5 mg／L时则于接种后 8 d可见试管苗基部 

形成较多灰白色致密的愈伤组织。从总体上看，IBA有 

利于根 的诱导 ，生根数量多 ，生长状态好 ，附加浓度 以 

0．2 mg／L为宜。 

表 3不同生长素种类和浓度对克克万年青幼苗生根的影响 

2．4炼苗与移栽 

在炼苗温室中闭 口炼苗 7 d，取 出小苗 ，用 自来水 

洗净附着的培养基，移栽到 Klasmann泥炭 422和 413 

f2：1)的混合基质中，然后置于相对湿度为 80％一90％、 

温度为23 25℃的环境中培养． 移栽 42 d后成活率达 

94．3％ 。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克克万年青组培繁殖中，细胞 

分裂素的增殖效果大小顺序为：6一BA>KT>2ip，而生长 

素NAA的增殖效果则优于IBA，其中当培养基附加的 

6一BA浓度为 2．0 mg／L、NAA浓度为 0．1 mg／L时可获 

得大量生长健壮的丛生芽。王怀宇等[21研究认为6一BA 

浓度为 l0 mg／L时有利于花叶万年青增殖．而本研究 

则显示 6一BA浓度达到4．0 mg／L时花叶万年青丛生芽 

已经 现黄叶和生长畸形的现象，更高浓度的 6一BA 

容易导致玻璃化芽产生，同时芽基部会 现大量愈伤 

组织。 

本研究结果还表 明，IBA诱导克克万年青产生不 

定根的效果比 NAA更有效 ，且以 IBA浓度为 0．2 mg／L 

时的生根效果最佳：另外，IBA诱发的根多而细，而 

NAA诱发根少而粗且易产生愈伤组织，该研究结果与 

韩美丽等I 3j的报道相一致。但张苏锋等 的研究结果表 

明NAA比IBA更适合玛丽安万年青生根，这可能与 

品种不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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