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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头 芋 的 组 织 培 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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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农学院 海南儋州 571737) 

摘 要 以海南野生大头芋 (itmorphophdlus dunnii Tutcher。也称南蛇棒)的叶柄、主叶脉为外植体，筛选适宜各 

培养阶段的培养基。结果表明 ：以叶柄 、主叶脉为外植体进行愈伤组织诱导，诱导率和分化率均可达 100％。且 

增殖系数较高 ；MS+6-BA 4．0 mg／L+N从 0．1 tng／L+蔗糖 30 g／L培养基适宜愈伤组织诱导及继代增殖培养 ； 

MS+6一BA 4．0 ing／LA-NAA 0．01 mg／L+蔗糖 30 g／L培养基适宜不定芽诱导及增殖培养 ；MS+N从 0．2 mg／L+蔗糖 

30 g／L培养基适宜壮苗及生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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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of Amorphophaiius dunnii Tutcher 

LU0 Yuanhua ZHU Wenli WU Lifeng M0 Rao 

(College of Agronomy，SCUTA，I)anzhou，Hainan 571737) 

Abstract Media for tissue culture of A morphophallus dunnii Tutcher with the petiole and midrib 8,8 the 

explants were screen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ducing and differentiation rates of the explants were 

upto 1 00％ on the media screened， and that the propagation coefficient was very high．The optimum 

media found at each culture stages were： MS+ 6-BA 4．0 mg／L+ NAA 0．1 mg／L + sucrose 3％ for 

formation of callus and multipllication；MS+6-BA 4．0ragE+NAA 0．01 mg／L+sucrose 3％for formation 

of adventitious buds and multiplication．and MS+NAA 0．2 mg／L+sucrose 3％ for robust growth of the 

seedlings and for rooting． 

Keywords A morphophallus dunnii Tutcher；konjac；tissue culture；petiole；midrib 

魔芋(konjac，磨芋)为天南星科(Araceae)魔芋(磨 

芋)属 morphophdlus Blume ex Decne)多年生宿根 

性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以花魔芋分布 

最广。其产品器官为球茎，内含丰富的葡萄甘露聚 

糖、果胶、生物碱、淀粉、灰粉及 17种氨基酸和多 

种微量元素，可食用、药用及工业用It]。魔芋的大 

田生产需要大量的种芋(球茎)，但其 自然繁殖系数 

低，且易导致种质退化。开展魔芋组织培养研究， 

有利于试管育种和良种繁育。 

魔芋的组织培养研究已有报道[2 。主要采用 

白魔 芋 ．rivieri Liu et Chen)、花魔 芋 ．rivieri 

Durieu)等主栽培品系(种)的球茎、茎尖、幼芽、叶 

柄基、幼鳞片等进行组织培养，其愈伤组织诱导 

率 、分化率及生根率普遍不高。野生品种的组织培 

养技术研究及开发利用还未见报道。大头芋 ． 

dunnii Tutcher)又名南蛇棒 to]，是野生品种。多生 

长在深山，具有很高的开发和利用价值。研究大头 

芋的组织培养技术，对野生魔芋资源保护、新品种 

选育及快繁等具有积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材料采自海南五指山林问湿地。选取健壮、无 

病虫害的大头芋叶柄、主叶脉作为外植体。 

1．2 方 法 

用洗衣粉将材料洗净；流水冲洗干净，置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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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工作台上；75％(体积分数)酒精浸泡 30 s；无菌水 

冲洗 2次 ；1 g／L的升汞 (HgCb)溶液振荡消毒 10 

min；无菌水漂洗 4～6次。剥去消毒后外植体的表 

皮；切取0．8～1．5 cm长的外植体，接种(浅插)到 

MS培养基上。 

6-BA的添加浓度为 1．0～6．0 mg／L，N从 的为 

0．O1～0．3 mg／L，另加 5．6 g／L卡拉胶进行固化 ， 

pH 5．8，培养温度 25"--28℃，光照强度 1 500 lx， 

光照时间 12 h／d。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诱导与继代培养 

外植体培养约3周后，切口表面明显膨大，并 

出现乳白或乳黄色愈伤组织；4周后，愈伤组织增 

大至外植体的 3～5倍，且组织致密。将诱导出的 

愈伤组织切割后进行继代培养，l周后可见愈伤组 

织开始增殖；4周后，愈伤组织增殖为原来的2～4 

倍(见图 1)。MS+6一BA 4．0 mg／L+NAA 0．1 mg／L+ 

蔗糖 30 g／L诱导的愈伤组织致密，且继代培养 6 

代后仍具有分化能力。说明这种配方的培养基最适 

宜愈伤组织诱导与继代培养。 

图 1 增殖培养的愈伤组织 

2．2 不定芽的诱导及增殖培养 

不定芽诱导发现，经过约 4周的分化培养，均 

能分化出淡绿色的不定芽。将其切割后进行增殖培 

养，30 d增殖 3---4倍 (见图 2)。在相同的新鲜培 

养基上不断分化继代培养，芽苗大量增殖，长势旺 

盛。但 MS+6一BA 4．0 mg／L+NAA 0．O1 mg／L+蔗糖 

30 g／L培养基最适宜不定芽的诱导及增殖。 

2．3 壮苗及生根培养 

图 2 增殖培养的不定芽 

将 3～4 cm长的不定芽分切成单芽接种到壮苗 

及生根培养基中，1周后可见不定根突起，30 d后 

长出 5～8条白色带有根毛的不定根，形成完整根 

系，生根率达 100％，苗高达 8 cm以上(见图 3)。 

MS+NAA 0．2 mg／L+蔗糖 30 g／L培养基最适宜幼芽 

壮苗及生根。生根的同时又壮苗。 

图 3 生根 培 养 的冉 生 苗 

2．4 试管苗的移栽 

将具有完整根系的试管苗移置荫棚内，炼苗2 

周后，打开瓶塞再炼苗2 d。清水洗净附着在根系 

上的培养基后，将试管苗浸泡在 2 g／L的多菌灵溶 

液中，20min后假植在沙床上(注意保湿、遮阴)，成 

活率可达 00％以上。6周后移栽于营养杯中，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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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育苗方法管理。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MS+6一BA 4．0 mg／L+NAA 0．1 mg／L+蔗糖 30 

g／L培养基适宜愈伤组织诱导及继代增殖培养； 

MS+6-BA 4．0 mg／L+N从 0．O1 mg／L+蔗糖 30 g／L 

培养基适宜不定芽诱导及增殖培养；MS+NAA 0．2 

mg／L+蔗糖 30 g／L培养基适宜壮苗及生根培养 ， 

生根率可达 l0o％。合理的 6一BA与 NAA的浓度比是 

影响愈伤组织诱导、增殖和分化以及不定芽增殖的 

关键因素。6_BA用量低 ，则外植体膨大不够 ，愈 

伤组织诱导率、增殖率低，形成的不定芽粗壮，但 

数量少，不利于大量增殖；6一BA用量过高，则愈 

伤组织过于膨大、疏松，且分化率低，形成的不定 

芽虽多，但生长细弱。 

3．2 讨论 

外植体的合理选择是植物组织培养成功与否的 

重要因素。已报道的魔芋组织培养所用外植体，主 

要是球茎、茎尖、幼芽、叶柄基、幼鳞片、花器、种 

子、幼根等。除苏承刚等报道的桂平魔芋(Albus 

guripingensis)球茎、鳞片的愈伤组织诱导频率可达 

100％外，其它的愈伤组织诱导率一般在80％以下， 

分化率 60％~97％【2 。本研究首次用大头芋的叶 

柄、主叶脉作为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其诱导率和 

分化率均可达 100％，增殖系数也较高。且选取叶 

柄、主叶脉作为外植体对母株伤害小，操作简便， 

是理想的快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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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由于受大雨影响，25％叶面净 I WP 800倍液的 

防效较 15％叶面净I1 wP的低，但二者差异不显著。 

因此，若无雨水影响，25％叶面净 I WP 800倍液也 

是防治香蕉褐缘灰斑病的有效药剂。建议使用浓度 

为300~500倍，每公顷施药量为3 kg。 

15％叶面净 I1 wP沟施、淋灌均对香蕉褐缘灰 

斑病有明显防效。在用量为 lO g／株的情况下 ，防 

效可达85％~88％，与对照药剂 25％敌力脱Ec 1 000 

倍液的防效相当。在试验浓度范围内对作物安全， 

可作为防治香蕉褐缘灰斑病的有效药剂。在雨季初 

期、香蕉树将要封行时施药，一造香蕉施药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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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有效防治病害；病害严重流行年份，香蕉挂果 

后，视病害情况，叶面喷施 1次其它药剂，如多菌 

灵、敌力脱等，即可有效防治病害，又可降低劳动 

强度，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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