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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红早熟芋茎尖脱毒研究初报 

张志勇 

(龙岩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福建 龙岩 364000) 

摘 要：对福建永定县六月红早熟芋的茎尖脱毒技术进行了初步研究。采用正交设计试验，分析了 6-BA与NAA互作 

对茎尖组培快繁效果的影响 ，筛选 出适 宜六月红早熟芋茎尖诱导 、增殖 的培养基分别为 MS+6一BAI．0 mg／L+NAA0．5 mg／L 

和 MS+6-BA1．0 mg／L+NAA0．2 mg／L；芋花叶病毒检测结果表明 ，获得的茎尖组培苗脱毒率达 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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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shoot tip for virus-free of 

Liuyuehong early maturity taro 

ZHANG Zhi—yong 

(Longyon Institute ofAgricultural Sciences，Longyon 364000，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virus—eliminating with shoot—tip culture，rapid propagation and virus detection of taro were 

studied．The effects of the combination of 6-BA and NAA on differentiation and shoot propagation of taro were studied with 

orthogonal experimen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itable medium for shoot differentiation of taro was MS+6-BA1．0 mg／L+ 

NAA0．5 mg，L’the optimal medium for rapid propagation was MS+6一BA 1．0 mg／L+NAA0．2 mg／L．The plantlets of taro were 

detected for Dasheen mosaic viru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ate of virus—free was 9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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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艿[Colocasia esculenta(L．)Schott]又称芋头 ，是 

天南星科芋属多年生草本 植物 ，原产于中 国、印度马 

来半岛等热带沼泽地区【l】。福建省永定县种植的六月 

红早熟芋属多子芋类型，是该省最早上市的芋子品 

种 ，也是 闽西特色优 良品种 ，其营养成分中抗衰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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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一vitE含量比国内其他芋品种高，为5．2 ms／ks，深 

受消费者青睐固。近年来，六月红早熟芋成为永定县农 

业主要出口创汇产品，市场开发前景广阔。但是，在长 

期利用球茎进行营养繁殖的过程 中，栽培芋已普遍受 

病毒侵染 ．目前芋病毒 中分布最广 、危害最大的是芋花 

叶病毒(Dasheen mosaic virus，简称 DMV)，感染芋花叶 

病毒的植株生活力降低，球茎大小、数量和品质下降， 

产量损失约 60％[31。2007年，笔者在永定县仙师乡大明 

村 、务田村六月红芋生产基地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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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 85．90％；其次是广温 7号、初秋 1号，生物转化率 

分别为 77．55％和 74．28％；产量最低 的是高平 900，生 

物转化率仅为62．63％：而其他品种第 l潮菇的生物转 

化率在 63．25％～73．28％之间。 

3 结语 

本试验结果表明，供试的 9个平菇品种采用 PDA 

培养基培养时 ．以初秋 1号 、广温 7号 、平菇 40的综合 

表现较好。菌丝洁白粗壮、生长快，在不同梯度琼脂量 

的培养基中生长差异小 ．说明可以采用 PDA培养基培 

养这3个品种；其余 6个品种在 PDA培养基上菌丝生 

长相对较弱。需要重新筛选合适的母种培养基 。 

本试验结果还表明，供试的 9个平菇品种采用木 

屑培养基培养时 ，第 1潮菇的生物转化率较高 ，均在 

60％以上，其中黑丰 204、广温 7号、初秋 l号的菌丝生 

长速度快、洁白粗壮，且出菇整齐、菇形正、生物转化率 

相对比其他品种高 ．初步判断这 3个品种 比较适宜在 

海南栽培 ，但需通过生产栽培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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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发病严重 田块病毒病显症率达 24％~58％，一般 田 

块显症率为 6％～20％。病毒病对芋的危害是生产上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关芋的茎尖脱毒研究及应用也 

曾有一些报道 。本试验对永定县六月红早熟芋茎尖 

的诱导分化、增殖快繁以及组培苗的病毒检测等进行 

了研究 ．旨在为其产业推广应用脱毒种苗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芋品种为六月红早熟芋，由永定县仙师镇农 

技站提供。选取顶芽发达 、球茎性状 良好的种芋作为试 

验材料 

1．2 试 验方法 

试验以 MS为基本培养基(每升附加蔗糖 30 g、琼 

脂粉 6．5 g，pH值调节至 5．8～6．0)，根据试验 目的添加 

不同种类和浓度的激素。将外植体接种于相应的培养 

基后 ，置于培养室中培养 ，培养温度为(25+2)cc，光照 

强度为 l 500～2 000 lx，每天连续光照 10～12 h。 

1．2-1 诱导培养 将六月红种芋进行催芽 ，取长 0．5 

c，n左有的顶芽 ，先用 自来水冲洗 0．5 h、表面消毒灭菌 

后用无菌水漂洗 3次．然后在超净T作台的解剖镜下 ， 

用解剖刀剥取带 】～2个叶原基 、长 0．2～0．5 mm的茎尖 

作外植体 ，最后接种于添加 了不同激素组合(NAA0．2 

mg／L、6一BA0．5 mg／L+NAA0．2 mg／L、6-BA1．0 mg／L+ 

NAA0．2 mg／L、6一BA2．0 mg／L+NAAO．2 mg／L、NAAO．5 

mg／L、6一BA0．5 mg／L+NAA0．5 mg／L、6一BA1．0 mg／L+ 

NAA0．5 mg／L、6一BA2．0 mg／L+NAAO．5 mg／I )的 MS培 

养基中进行茎尖诱导分化培养 试验期间观察茎尖 的 

分化情况 ．接种后 40 d调查茎尖成活率以及愈伤组织 

和丛芽的分化率 

1．2．2 增殖培养 茎尖外植体分化成苗后 ，将丛芽切 

割成单芽 ，接 种于添加 了不 同激 素组合 (6一BA0．5 

ITIg／L+NAA0．2 mg／L、6一BA1．0 mg／L+NAAO．2 mg／L、6一 

BA 1．5 m +NAA0．2 mg／L、6一BA2．0 mg／L+NAA0．2 mg／L、 

6一BA0．5 mg／L+NAA0．5 mg／L、6一BA1．0 mg／L+NAA0．5 

Ing／L、6一BA 1．5 rag／L+NAA0．5 n7Ig／L、6一BA2．0 mg／L+ 

NAAO．5 mg／L)的 MS培养基上进行芽的增殖培养。试 

验期间观察芽的增殖情况和组培苗的生长情况 ．接种 

后 30 d统汁增殖系数和组培苗高度。 

1．2．3 组培苗的病毒检测 茎尖组培苗委托福建农林 

大学植物病毒研究所检测，检测方法采用间接 ELISA 

法和 PCR法 ，以永定县仙师镇 乡大明村 、务田村受病 

毒病侵染的具有典型花叶症状的六月红早熟芋植株作 

阳性对照 ．以田间表现健状无花叶症状的六月红早熟 

31 

芋植株作阴性对照 ，每个样品检测 2次，每次设 2个重 

复。按照酶联检测判断原则 ，间接 ELISA法 以样 品 

0D椰≥阴性对照 0D师2倍时为阳性 ，PCR法检测结果 

以是否出现 目的条带为标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组合对六月红早熟芋茎尖诱导分化的影响 

据调查．将六月红种芋茎尖外植体接种于诱导培 

养基上 7～8 d后茎尖开始转绿并逐渐生长 ，接种后 30 

d茎尖基部内侧长 小突点，然后继续分化形成不定 

芽 从不同激素组合对六月红早熟芋茎尖诱导分化的 

影响结果 (表 1)可知 ，不同激素配比对芋茎尖分化有 

较大影响 ．接种后 40 d，茎尖组织在 8种培养基上均能 

产生愈伤组织 。其中 ，当培养基中没有添加 6一BA时 ， 

茎尖成活率最低(10．0％)，且丛芽不分化 ；在 NAA浓 

度为 0．2 mg／L或 0．5 mg／L的情况下 ，茎尖成活率随着 

6一BA浓度在 0～1．0 mg／L范围内增加而提高 、且丛芽 

分化率也随之提高 ，但 6一BA浓度增加至 2．0 mg／L时 

茎尖成活率及丛芽分化率反而下降。试验结果 (表 1) 

还表 明．MS+6一BA 1．0 mg／L+NAA 0．5 mg／L培养 基最 

适宜用于六月红早熟芋的茎尖诱导分化 ，在该培养基 

上 的茎尖成活率和丛芽分 化率最高，分别为 66．7％、 

54．2％。而产生的愈伤组织较少，既能保证茎尖组织再 

生植株快速生成 ，又能降低愈伤组织可能带来的变异。 

表 1 不同激素组合对六月红早熟芋茎尖诱导分化的影 响 

6_BA NAA 接种外植 成活数 成活 丛芽分 愈伤组织 
处理 (m (I11 体数(个) (个) 率( 化率(％)分化率( 

1 0．0 0-2 20 2 l0．0 0．0 10．0 

2 0．5 0l2 22 8 36．4 13．6 22．7 

3 1．0 0-2 18 10 55．6 44-4 11．1 

4 2．0 0．2 26 12 46．2 34．5 27．6 

5 0．O 0．5 24 5 20．8 0．0 20．8 

6 0．5 0．5 3l 19 6l-3 41．9 19．4 

7 1．0 0．5 24 16 66．7 54．2 16．7 

8 2．0 0．5 27 14 51．9 48．1 11．1 

2．2 不同激素组合对六月红早熟芋丛芽增殖效果的影响 

据观察。在增殖培养过程中，六月红早熟芋的芽基 

部均会长出小突点．小突点长成小苗 ，然后小苗基部又 

长出小突点，如此反复进行增殖。从表 2可见，在 NAA 

浓度为 0．2 mg／L或 0．5 mg／L的情况下 ，在 6一BA 0．5～ 

1．0 mg／L范围内．增殖系数随着 6一BA浓度的提高而 

明显增加 ：但当 6一BA浓度在 1．0～2．0 mg／L范围内时， 

有效芽数的增殖效果不明显。试验结果(表 2)还表明， 

当 NAA浓度为 0．2 mg／L或 0．5 mg／L的情况下，在 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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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激素组合对六月红早熟芋丛芽增殖效果 的影 响 

6一BA NAA 接种芽数 增殖芽数 增殖系数 苗高 
处理 (ms／L)(mg (爪) (个) (倍) (。m) 

Ⅱ 1．0 0．2 21 141 6．7 3．4 

Ⅲ 1．5 0．2 23 156 6．8 2．9 

Ⅳ 2．0 0．2 19 144 7．6 2．3 

V O．5 0．5 21 61 2．9 4-3 

VI 1．0 0．5 l7 97 5．7 3．7 

Ⅶ 1．5 0．5 20 125 6．3 3．3 

Ⅷ 2．0 0．5 22 147 6．7 2．6 

BA 0．5—2．0 mv4L范围内。六月红早熟芋组培苗的高度 

有递减 的趋势 ；而在 6一BA浓度相 同的情况下，组培苗 

的高度也随着 NAA浓度的提高而增加。此外，在试验 

中还发现，6一BA与NAA的比值越小，越容易产生徒长 

苗。在添加了6-BA0．5 mg／L+NAA0．5 mg／L的培养基上 

的组培苗较纤细，移栽成活率很低。因此，综合考虑增 

殖系数和增殖芽苗的生长情况，认为MS+6一BA1．0 mg／L 

+NAA0．2 mg／L培养基最适宜用于六月红早熟 芋丛芽 

增殖培养，的增殖系数较高，芽苗生长健壮、移栽成活 

率高。 

2．3 组培苗病毒检测 

在送检的 41个六月红茎尖组培株系样品中，呈阳 

性反应的样品有 4个，表 明有 4个株系携带芋花叶病 

毒，阳性率为 9．76％；其他 37个株系样品均呈阴性反 

应，表明未携带芋花叶病毒。可见，本研究培养的组培 

苗脱毒率达91．24％。 

3 结论与讨论 

3．1 六月红早熟芋的茎尖诱导分化试验结果显示 ，在 

添加一定浓度 NAA的情况下 ．随着 6一BA浓度在 0～ 

1．0 mg／L范围内的增加。茎尖成活率和丛芽分化均显 

著提高；而当6一BA浓度增加至 2．0 mg／L时，茎尖成活 

率和丛芽分化率反而下降。本试验结果表明，六月红早 

熟芋茎尖诱 导分化的最适培养基为 MS+6一BA1．0 ms／ 

L+NAA0．5 mg，L。 

3．2 6一BA与 NAA不 同浓度配比对六月红芋的增殖 

快繁影响较大。一般认为，在组培快繁中，细胞分裂素 

比率高时可提高繁殖系数，但是在实际生产中。衡量组 

培快繁的效果往往应同时考虑繁殖系数和组培苗质 

量，既具有一定高度又健壮的芽苗才是有效芽苗。此 

外，虽然细胞分裂素可促进芽的分化增殖。但是过高的 

细胞分裂素反而抑制芽苗的生长：而添加适量的生长 

素也有利于芽苗的生长，但浓度过高也可能导致苗的 

细弱徒长。综合分析结果表 明，六月红早熟芋从芽增殖 

快繁的最适培养基为 MS+6_BA1．0 mga~NAA0．2 mg／L。 

3．3 目前已鉴定的感染芋的病毒有芋花叶病毒、香蕉 

束顶病毒、大杆(菌)状病毒、小杆(菌)状病毒、芋瘦小病 

毒和芋叶脉缺绿病毒等，其中芋花叶病毒分布最广、危 

害最大，严重影响芋的生产罔。本试验获得的六月红早 

熟芋茎尖组培苗，经福建农林大学植物病毒研究所进 

行芋花叶病毒检测，脱毒率达 91．24％，证实已成功脱 

除芋花叶病毒，这为芋脱毒技术的应用奠定了基础。但 

有关脱毒六月红早熟芋在田间的实际增产效果及如何 

降低脱毒种芋的生产成本、确保脱毒种芋供应的数量 

和质量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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