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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叶木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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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山西太谷 030801) 

摘要：以变叶木的茎段作为外植体进行组培快速繁殖，选用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 

度及种类的激素，接种后进行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变叶木最佳的初代培养基为MS+6一BA0．5mg／L+ 

IBA0．5mg／L，继代培养以培养基Ms+6一BA1mg／L+IBA0．2mg／L增殖效果最好，生根培养的最佳培养 

基为 1／2MS+IBA1，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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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of Variegatum 

W ANG Yu-xuan．YU Na 

(Agronomy College，Shanxi n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gu，Shanxi 030801，China) 

Abstract：The stems of variegatum as explants tissue culture for rapid propagation test：MS culture medium as the basic medium， 

ad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types of hormone，a controlled trial after inocul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best early medium for 

MS +6一 BA0．5 mg／L + IBA0，5mg／L．a subculture ofmedium MS +6一 BA1mg／L + IBA0，2mg／L proliferation the best 

effect，the best rooting culture medium for 1／2 MS + IBA1．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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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叶木为变叶木属(Codiaeum A．Juss．)植物，共 15种。 

我国引进栽培的有 C．variegatum(L．)B1．1种，南方各地常 

见栽培。变叶木原产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至澳大利亚，喜高 

温、湿润和阳光充足的环境，不耐寒。 

变叶木是一种珍贵的热带观叶 。其奇特的形态、绚丽 

斑谰的色彩招人喜爱。在华南一带可用于公园、绿地和庭 

园的美化与彩化；同时它也是良好的盆栽观叶 ，可用以美化 

房间、过道 、厅堂和会场，美化装饰效果 良好。笔者对变叶 

木的组织繁育技术进行了试验研究，试图摸索出变叶木的 

最佳组培条件。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人工种植的变叶木实生苗 。由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组 

培试验室提供。 

1．2 材料处理 

选择生长旺盛的新枝，剪去变叶木叶片，茎段用 自来水 

冲洗后置于75％酒精中30 S，倒去酒精，用无菌水漂洗，转 

入0．1％升汞中?肖毒6—8rain，然后用无菌水漂洗 5—8次。 

并在无菌水中浸泡20 rain，最后取出将茎段切为0．5—2 cm 

的小段备用。 

1．3 培养基配制 

采用 MS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的蔗糖、6一BA、 

IBA、NAA、2，4一D，加琼脂 6 g／L。培养基煮沸后调 pH5．8 

后注入容器中，加棉塞后高压灭菌30 rain”-3]。 

初代培养基：蔗糖为 30 L。(1)MS+6一BA0．2 mg／L 

+NAA 0．2 mg／L；(2)MS+2，4一D 1 mg／L +6一BA0．1 

mg／L+NAA0．1 mg／L；(3)MS+6一BA2 mg／L+IBA1 mg／ 

L；(4)MS+6一BA1 mg／L+IBA0．5 mg／L；(5)MS+6一 

BA1．5 mg／L+IBA0．5 mg／L；(6)MS+6一BA0．5 mg／L 

IBA0．5 mg／L。 

继代培养基：蔗糖为 30 L。(7)MS+6一BA1 mg／L+ 

IBA0．2 mg／L；(8)MS+6一BA0．5 mg／L+IBA0．5 mg／L； 

(9)MS+6一BA2 mg／L+IBA1．5 mg／L；(10)MS+6一BA1． 

5 mg／L+IBA0．5 mg／L；(11)MS+6一BA2．5 mg／L+IBA2 

mg／L。 

生根培养基 ：蔗糖为 15 g 1 L。(12)1／2MS+IBA 1．5 

mg／L；(13)1／2MS+IBA 2 mg／L；(14)1／2MS+IBA 3 mg／ 

L；(15)1／2MS+ IBA4 mg／L。 

1．4 培养条件 

将接种了外植体的三角瓶置于光照培养室内，室温 25 

℃左右，光照度 1 000—2 000 lx，每天光照时间 12 h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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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愈伤组织形成。20 d后继代培养，40 d后生根培养 J。 

1．5 观察记载 

在组织培养的不 同时期观测记录组织发育情况、幼苗 

长势及生根状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培养基对变叶木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由表 1可知，在不同培养基上变叶木愈伤组织产生的 

时间略有差异，总体上在 15—20 d切口处均产生了愈伤组 

织或不定芽。接种于处理(2)和(6)的外植体产生愈伤组织 

最快 ，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诱导出较多的愈伤组织，并且愈 

伤组织生长旺盛很快产生不定芽。其他处理在随后的3～4 

d内也都产生了愈伤组织或不定芽，且各处理间产生的不定 

芽数量差异不显著。 

表 1 不同培养基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2．2 不同培养基对变叶木继代培养的影响 

由表2可知 ，在5种不同配比的培养基下继代培养，幼 

苗的分化结果差异很大。(7)和(8)培养基分化较好，20 d 

分化2—3苗，且苗生长正常，处理(7)的苗比处理(8)的苗 

长势略好但不显著。与(7)、(8)相比其他培养基条件下分 

化结果很不理想，分化苗数较低或不分化。 

表 2 不同培养基处理下继代培养分化结果 

2．3 不同培养基对变叶木生根培养的影响 

由表3可知，在4种不同生根培养基中生根效果有明显 

的差异性，处理(12)的培养基生根效果最好，随着培养基中 

IBA浓度的增高生根效果逐渐变差，在培养基 1／2MS+ 

IBA3 mg／L中已经不能生根，在培养基 1／2MS+ IBA4 mg／L 

中也不能生根，同时在根部产生了大量的愈伤组织。 

表3 不同培养基处理下生根培养结果 

3 结论与讨论 

激素浓度、种类及不同的配比组合对植物外植体的诱导 

及分化起着重要作用。本试验选用的 6一BA为细胞分裂 

素，NAA和IBA为生长素类物质，各有其不同的作用和特 

点。生长激素的添加量过低时，愈伤组织生长缓慢；浓度过 

高时，生长受到抑制。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的协同调控在组 

织培养中起着重要作用，即“激素杠杆”。生长素生物学效 

应高于细胞分裂素时，诱导植物组织脱分化和根原基的形 

成；细胞分裂素的效应高于生长素时，诱导植物组织再分化 

和芽原基的形成 。 

在本试验中初代培养最佳的配方是MS+6一BA 0．5 mg／L 

+IBA0．5 mg／L，相对低浓度的 BA和 IBA组合更有利于变 

叶木愈伤组织的产生。6一BA具有扩大细胞，促进细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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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打破休眠芽，促进侧芽萌发的作用。 

变叶木继代培养时其最佳的培养基是(7)，与初代培养 

基不同的是适当增加了6一BA浓度同时降低了IBA浓度， 

这样更有利于细胞的分裂和芽的分化，细胞分裂素的效应高 

于生长素的效应 ，但如果同时增加 6一BA与 IBA浓度，6一 

BA的效应会显著降低，导致芽不分化或分化较弱。 

IBA有利于促进形成长而细的不定根，低浓度的 IBA作 

用效果优于高浓度的。在本试验当中1／2MS+IBA1．5 ms／ 

L为最佳的生根培养基配方，随 IBA浓度的增加生根的条数 

和长度减少，IBA浓度达 3．0 mg／L时变叶木 已不能生根。 

因此在实际应用时一定要注意各激素的使用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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