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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大芋艿脱毒苗的组培快繁研究 

詹忠根 徐 程 

(1．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 310018； 2．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杭州 310012) 

摘要：组织培养试验表明，培养在Ms+6-BA 2 ms／L+NAb_0．2 ms／L上的奉化大芋艿茎尖，不定芽诱导率可迭75％，月 

增殖系数为4倍。若在上述培养基中添加芋头汁、椰子汁等有机物则可实现不定芽继代繁殖和诱导生根一步完成， 

0．5～1 ms／L的三十烷醇在壮苗过程中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芋苗的根数、根长、苗高和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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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hoot tips as explants of field Colocasia esculenta(CV．Fenghuayunaitou)were cultured on MS 

basal salt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2．0 mg／L 6-BA and 0．2 mg／L NAA．75％ ，New buds can be obtained， 

and 4-times new buds were proliferated within one month．If 10％organism(such as taro or coconut milk)is 

added in media，the new buds were proliferated faster and plantlets with roots were obtained．In addition， 

0．5—1 ms／L triacontanol increased the number and length of roots，also enhan ced shoot th and frest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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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大芋艿(Colocasia esculenta CV．Fenghuayunaitou)为国产芋中众多优良品种之一，由于长期采用种芋 

直接繁殖导致病毒感染现象十分普遍，陈集双等⋯的调查表明奉化大芋艿的自然感病检出率接近100％。病毒 

侵染不仅使植物生长衰退、块茎逐年变小，而且使部分芋头变成僵芋而“煮不熟”，严重影响了产量和品质。在目 

前对病毒感染尚无有效药剂防治的情况下，为保持品种的优良性状，非常有必要通过组织培养技术进行脱毒复壮 

研究 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处理 

将收获后的奉化大芋头放置于阴暗和干燥处贮藏 1个月，然后在25℃、光照和保持充足湿度条件下进行催 

芽。当芋芽长至2—3 am时小心切取其顶芽和腋芽，经洗洁精浸泡5 min及流水冲洗 30 min后置于含 1滴 

吐温．80的70％酒精溶液中浸泡2 min，再放入0．1％的HgC1 溶液中浸泡15 min后用无菌水冲洗4次后置解剖镜 

下小心剥去芋芽外面的包叶，切取直径茎尖作外植体。 

1．2 外植体培养 

以MS为分化培养基，观察BA、KT、NAA、三十烷醇及马铃薯汁、芋头汁、椰子汁和香焦汁等因素对不定芽的 

分化与增殖的影响。以上培养基中均加入30 g／L的蔗糖作碳源，pH 5．8，培养温度为(25±1)℃，日光灯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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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300~mol／(ITI ·s)，16 h。 

2 结果与分析 

2．1 激素对不定芽诱导及增殖的影响 

接种于MS+2 mg／L 6-BA固体培养基上茎尖在培养过程中褐化率较高，尤其是直径较小的茎尖褐化率更 

高。成活的茎尖培养 10 d后明显变绿并开始膨大生长，50 d后会长出球状的组织块，从茎尖到球状体的生长过 

程中并未见到愈伤组织的形成。将球状组织块一分为四后接种在含有不同激素及配比的MS培养基上，30 d后 

均有数量不等的不定芽长出。不定芽增殖时，在其芽基周围也相继分化出新芽，并且在个别生长较快的芽茎上也 

会长出数个新芽，逐渐形成丛生小苗。不定芽的诱导及增殖与培养基中激素的种类、浓度与配比有很大的关系 

(见图1，2)。从图l可以看出，激素对不定芽的诱导极为重要，在没有激素的情况下几乎看不到不定芽形成。而 

激素的种类及配比对不定芽的发生也有明显的不同。如 KT对不定芽的诱导不及6-BA的一半，而6-BA与NAA 

配合使用后，不定芽的诱导率达到65．O％ ～75．O％。在本试验中，芋芽诱导与增殖的最佳配方为 MS+6-BA 

2 mg／L+NAA 0．2 mg／L。在这一培养条件下，当不定芽长成丛生小苗后，有的小苗不再继续增殖，而出现长根现 

象。试验表明，若将这种小苗转接在MS+6-BA 2 mg／L的培养基上可以抑制生根，从而保持快速增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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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激素与不定芽分化的关系 

2．2 有机添加物对不定芽增殖及根诱导的影响 

将高约1．5 cm的无根芽苗分别接转到含有6-BA 

2 mg／L+NAA 0．2 mg／L+10％马铃薯汁、芋头汁、椰 

子汁或香焦汁的MS培养基上培养45 d后发现有机添 

加物对芋芽增殖及根诱导有明显的影响，其中添加 

10％的椰子汁对不定芽的增殖最为有利；添加 10％的 

香焦汁有利于芋苗长高，但不定芽的增殖量较少；而添 

加10％的马铃薯汁或 10％的芋头汁可以实现继代繁 

殖和诱导生根一步完成，且根的生长状态较好，移栽试 

验也表明这类苗的移栽成活率也较高(图3)。 

2．3 三十烷醇对试管苗壮苗的影响 

三十烷醇(tfiacontanol，简称 TA)是由3O个碳原 

子组成的长链伯醇，其作为增产剂它已在多种作物中 

得到应用，但在组织培养中的应用极少。TA处理 23 d 

后测定植株生物量，获得了芋再生苗的株高、根数、最 

长根长和鲜重的数据，用DPS软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 

分析表明不同浓度的TA对芋苗生长的影响有显著的 

差异(图 4)。即在芋苗生根培养过程中，0．5 mg／L、 

l mg／L TA处理后能使芋再生苗的株高、根数、最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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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激素与不定芽增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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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有机添加物与不定芽增殖、苗高和生根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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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三十烷醇对芋苗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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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鲜重都显著性地高于对照，即促进了芋再生苗的生长，其中以0．5 mg／L的TA处理效果最佳；相反，5 mg／L、 

10 mg／L TA处理则显著性地抑制芋再生苗的生长。 

2．4 试管苗移栽 

在试管苗移栽前，先在培养瓶中炼苗4—5 d后再打开瓶盖继续炼苗2—3 d，洗去琼脂后移栽到已灭菌过的 

蛭石和珍珠岩(1：1)的营养钵中。移栽后的芋苗放在25℃的温室中培养，在培养的前2周用1／10 MS大量元素 

营养液浇灌蛭石和珍珠岩，并加盖塑料薄膜保湿，移栽成活率最高可达90％。当移栽苗长到具4～5片叶，株高 

达15 cm左右时，以DsMV基因组和CMV基因组RNA的cDNA探针，对芋组培苗进行DsMV和CMV检测表明经 

过茎尖培养处理，约 10％的组培苗已无 DsMV和CMV。 

3 小 结 

脱毒苗的离体快繁不受地区、气候的影响，其繁殖速度比常规方法提高数万倍到数百万种，能在短时间内提 

供大量优质种苗。芋脱毒苗的使用不但能达到芋病害防治和品质改良的目的，也解决了常规育种所需大量商品 

芋的问题，并为国际间种质资源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本试验中，将茎尖在MS+2 mg／L 6-BA培养基中所形成不 

定芽转移至MS培养基中能迅速生根而长成完整的小植株，炼苗的成活率为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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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播种试验中发现，春、夏、秋播种时间在实践中可作适当调整：在承德市区，春播时间选在谷雨前后2 d；第 
一 批夏播时间选在夏至前2 d，第二批选在大暑前2 d；秋播时间选在立秋后2 d。 

3．3 由表2可见，春播苗应季生长，附合“春播秋收”规律，但由于初春气温偏低，出苗经过较长。秋播时间气温 

适宜，墒情好，出苗快而齐，当年不能开花，但翌年与春播苗相比，能提早2个月开花，收获期也相应提前。夏播苗 

正值雨季，易被雨水冲没；另外，由于2l℃1)A_k的高温即抑制野罂粟幼苗生长【6】，遇高温多湿环境，还易生病。故 

生产中不宜采用夏播；采用春播、秋播均可，而以秋播最好。生产中可将春播与秋播结合起来应用，还可以延长赏 

花期。 

3．4 由表3可见，野罂粟播种后20 d内，施肥区与不施肥区无差别；30 d后略有差别；40 d后施肥区长势明显优 

于不施肥区。由此认为，有条件的地区在种植野罂粟前，应施用有机肥。 

3．5 野罂粟幼苗移植后也应用了“缓苗期”一词，但有别于蔬菜定植中的“缓苗期” ]。野罂粟幼苗移植适期主 

要以其叶片数的多少来确定。春播苗夏移最适时期是Ⅱ期苗(6月6日左右移植)，此时的野罂粟幼苗叶片数在 

1 1片左右。野罂粟幼苗移植成活率虽高，但与播种相比，幼苗移植费工费时，成本相对较高。 

3．6 育苗时带纸袋或切块，移植时操作方便，幼苗不易露根，缓苗快。叶片数长到7—8片即可进行移植。移植 

面积比约为1：25，即1 hm 地的幼苗可移植25 hm 大田。此法育苗成本虽高，但由于移植成活率高，集中育苗易 

管理，可节约大田用水等多项开支。从移植面积比分析，浇灌1 hm 地幼苗用水就可代替25 hm 大田用水。从这 

个角度考虑，此法宜在生产中推广应用，因为它的综合经济效益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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