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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效唑在生姜组织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陈传红 余志坚 李荣同 包水明 

摘 要 以兴 国九 山姜为材料，研 究多效唑在生姜试管苗快繁 、壮 苗、移栽及种质保 存中的应 用。结果表 明 ：在生姜试 管苗 

扩繁培养基 中．附加 I．5 mg／L多效唑 可使试管苗增殖与壮 苗同步进行 ，大大提 高移栽成 活率。在 MS+8．0～10．0 mg／L多效唑 的培 

养基 中，生姜试 管苗的种质保存期可延长至 4～5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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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pplication of Paclbutrazol in Ginger Tiss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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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xperiment，using MS medium as basic medium and Xingguojiushan ginger as material，the effects of PP3”on 

multiplication，strengthening，transplant，and conservation in vitro a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dding 1．5 mg，L PPm to mul— 

tiplication medium，strengthening can be finished with multiplication of seedling in vitro．The seedlings in vitro get lower and stronger， 

roots developed．The smwival rate of transplant is highly increased．Adding 8—10 mg／L PP333 to MS medium，the period of conservation 

of ginger in vitro at non'hal temperature can be prolonged to 4-5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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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属姜科 多 年生草 

本植物。目前，运用组织培养技术可解决生姜品种 

退化问题，并能减少病虫害，提高产量和品质，现已 

有应用于农业生产中 。但在组织培养条件下 ，试 

管苗生长迅速但细弱 ，影响试管苗的生根 、壮苗及 

移栽成活率 ，致使生产成本提高 ，限制 了该技术在 

农业生产中的推广 。 

多效唑 (PP )属三唑类 化合物 ，是一种广谱 、 

高效 、低毒 的植物生长延缓剂 ，可使试管苗生长健 

壮 ，抗逆性增强 ，移栽成活率提高 ，在香蕉 、山药 、 

非洲菊等植物的组织培养中已有应用I l。本试验以 

兴 国九山姜试管苗为材料 ，研究多效唑在其组织培 

养中的应用，以降低生产成本，促进生姜种苗的工 

厂化生产。 

l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兴国九山姜试管苗，由南昌大学植物细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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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提供。多效唑为张家港七洲农药化工有限公 

司生产的 15％可湿性粉剂。 

1．2 试验方法 

①培养基的配制 试验以 MS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 蔗糖 4％、琼脂 0．7％、活性炭 0．01％，pH 值 

5．8～6．0，高压蒸汽灭菌 ，冷却备用。 

． 试验 中所用的培养基编 号 ：1～6号培养基 是在 

MS中分别加 0，3．0，5．0，8．0，10．0，15．0 mg／L的多效 

唑 ；7～11号培养基为：MS+6一BA 2．0 mg／L+NAA 

0．2 mg／L的基 础 上分 别加 0，0．5，1．5，2．0，2．5 mg／L 

的多效唑 ；其 中 1，7号为所在组的对照(CK)。 

②接种及培养 在 1～6号培养基中接种高约 

3．5 cm的试管苗，每一处理接种 5瓶，每瓶 4株．60 

天后统计试管苗生长情况 ，继续培养以统计最长保 

存时间。在7～11号培养基中接种同样高度的试管 

苗 ，每一处理接种 10瓶 ，每瓶 4株 ，定期观察，30天 

后 ，统计试管苗的增殖及壮苗情况。培养条件为 ：温 

度 26+1oC，光照时间 12 h／d，光照强度 2 000 lx 

⑧ 炼苗和移栽试 验 7号 (CK)与 9号试管苗 

经 2～3天炼苗后，取出洗净根部残留培养基，移栽 

到蛭石中，浇透水 ，用聚丙烯薄膜盖好 以保湿 ，室 内 

培养 2～3天后再移至具有很强散射光的地方 ．定期 

喷水保持一定的湿度 。20天后 ，观察长势及生根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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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浓度多效唑对试管苗增殖、壮苗及生根的影响 

况 ，并统计移栽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生姜试管苗生长的影响及种质常温保存的 

效果 

观测结果表明，一定浓度 多效唑可抑制生姜试 

管苗的纵向生长，促进其横向生长，使试管苗矮化， 

茎段加粗 ，叶片变宽加厚 ，叶色鲜绿 。随着多效唑浓 

度增高 ，作用加强 ，但 当浓度达到 15．0 mg／L时 ，对 

试管苗的生长表 现出轻微毒害作用 ，使植株茎叶变 

黄，叶片卷曲甚至畸形，植株矮小，不利于生姜试管 

苗的生长。 

对 于种质保存 效果 ，以 5号效果最好 ，保存 时 

间最长 ，达 5个月 ，且试管 苗长势 良好 、浓绿 、矮壮 ， 

从苗基部萌发出许多绿色健壮幼芽 ；4号次之 ，长势 

和 5号培养基相 同，但保存时间不如 5号 。综上所 

述，MS+8～10 mg／L多效唑 ，既能获得健壮试管苗保 

证种质质量 ，又可最大限度地延缓试管苗生长 ，在 

常温下试管种质有效保存期可延长至4～5个月。 

2．2 对生姜试管苗增殖、壮苗及生根的影响 

由表 1可见 ，一定浓度的多效唑有利于试管苗 

的增殖 。当多效唑为 1．5 mg／L时，增殖倍数最高 ，达 

6．4倍 ，且其中的芽健壮浓绿 ，生长状况表现最好 ； 

当浓度超过 2．0后，增殖又呈下降趋势。 

随着多效唑浓度升高，试管苗的株高增幅呈不 

断减小趋势，尤以 9～ll号与对照相比矮化效果明 

显 ，均达 24．67％以上；同时 ，试管苗地上部 变粗 ，叶 

片变得宽 、厚 、伸展 ，色绿 ；多效唑浓度在 2．5 mg／L 

之内时 ，生根数呈增 多趋势 ；而以在 1．5～2．0 mg／L 

时 ，根系发达 ，根色乳 白，粗细 、长度适宜 ，这样的试 

管苗质量好，抗逆性强，易于移栽成活。综合考虑， 

采用 MS+6一BA 2．0 mg／L+NAA 0．2 mr_／L+PP 1．5 

mg／L作为扩繁培养基 ，既可提高试管苗的增殖倍 

数 ，又可达 到矮化壮苗 的效果 ，使试管苗 的增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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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苗同步进行。 

2．3 多效唑对试管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将 7号和9号中的试管苗进行相同的移栽管 

理 。20天后观察发现 ，9号培养基上的试管苗移栽 

后 长势好 ，植株茁壮 ，20天后有新 叶抽 出 ，叶片舒 

展，叶色鲜绿。而 7号上的苗较脆弱，叶片卷曲、淡 

绿，少数呈水浸状。统计结果 ，9号移栽成活率 

85％，所生新根数平均为 2条 ，而对照 的分别 为 

63％和 0．6条 

3 小结 

试验表 明，在生姜试管苗扩繁培养基 中加入适 

宜浓度(1．5 mg／L)的多效唑可提 高增殖率 ，同时植 

株矮化健壮 ，根系发达 ，这与多效唑的生物学效应 

相吻合。与对照相比，试管苗的适应性和抗性加强， 

其移栽成活率明显提高，新根萌动快 ，长势 良好。 

将组织培养方法应用于种质保存 ，可 以大大地 

节省人力 、物力和空间。在 MS培养基中附加 8～10 

mg／L的多效唑可保证试管苗的正常生长，同时大大 

延长了试管苗在室温下的保存时间，减少接种次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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