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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奥尼维拉斯蝎尾蕉(Heliconia stricta 

Huber CV．Oliveiras Sharonii)。 

2材料类别 吸 芽 。 

3培养条件 不定芽启动和丛生芽增殖培养基 ： 

(1)MS+6一BA 10．0 mg．L (单位下同)+NAA 1．0； 

(2)MS+6一BA 5．0+NAA 0．5；(3)MS+6一BA 5．o+NAA 

0．5+椰子水 100 g．L～。壮苗培养基：(4)MS+6一 

BA 2．0+NAA 0．2；(5)MS+6一BA 1．0+NAA 0．1。生 

根培养基：(6)MS+NAA 0．5：(7)MS+NAA 0．5+ 

0．2％活性炭；(8)MS+IBA 2．0：(9)MS+IBA 2．O+ 

0．2％活性炭。以上培养基均含 3O g．L 蔗糖和6．7 

g．L 琼脂，pH 5．5-5．8。培养温度为(25~1)℃， 

光强 27～36 umo1．m-2．s～，光照时间 12 h．d～。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不定芽启动和丛生芽的诱导 从田问挖取生长 

旺盛的蝎尾蕉根状茎，除去根与叶，用自来水冲 

洗干净后，用 0．1％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5 min， 

取出，用毛巾将根状茎抹干，再放入 0．1％的多 

菌灵溶液浸泡5 min，带少量药剂用黑色的塑料袋 

包装好，放在 3O℃左右的恒温箱中暗培养 10 d， 

在茎节处形成4～6 cm的新芽作外植体。消毒时， 

先用酒精浸泡30 S，再用0．1％升汞浸泡 10 min， 

无菌水冲洗3次，用解剖刀剥除芽鳞片，每剥一 

层鳞片，用 0．1％升汞浸泡 1 min，无菌水冲洗 

3次，剥至露出生长点。切取5 mmx5 mmx5 mm 

左右的带生长点的组织块，接种到不定芽启动培 

养基上。采用上述方法，外植体的消毒成功率可 

达35％左右。20 d左右，在不定芽启动培养基 

上均能萌动生长。60 d时，培养基(1)中的芽最 

多：(2)的萌动效果也较好；(3)中形成的不定芽生 

长 快 ，长 势好 。 

4．2继代培养 将诱导出的不定芽切割后继代培养 

在培养基(1)～(3)中，(1)中的丛生芽数量较多，生 

长快，但多次继代后芽过密 ，生长不健壮，有 

时基部会产生较多愈伤组织；(2)中的增殖倍率较 

低，但多次继代后逐渐升高；(3)中不定芽增殖较 

快，长出的丛生芽长势较好。因此，继代初期 

可用6一BA浓度较高的培养基(1)，多次继代后可用 

培养基(2)：生长不 良时可用培养基(3)。 

4．3壮苗培养 将较细弱的芽转移到壮苗培养(4)和 

(5)中，均有较好的效果，(4)中不定芽仍能进行少 

量 增 殖 。 

4．4生根培养 将 2～3 cm高的生长正常的丛生芽 

切成单芽后转入生根培养基(6)～(9)上，均能生 

根，形成完整植株，生根率 90％ 以上，其中(9) 

的效果最好，根系发达 。 

4．5试管苗的移栽 在生根培养基上培养30 d，试 

管苗长至34 cm高时已形成完整根系，转移到 自 

然光下炼苗5 d后，将其从瓶中取出，洗净根部 

的培养基，移入泥炭和河沙(体积比3：1)的混合基 

质中，保持适当通风和足够的湿度。1周左右， 

试管苗可恢复生长，移栽成活率达 85％ 以上。 

5意义与进展 奥尼维拉斯蝎尾蕉原产美国佛罗里 

达与哥斯达黎加等地区。株型中等，高 1～2 m， 

叶背和叶脉紫红色，花期 1 0月至翌年2月。花 

柱轴微 曲，黄 白色，苞片宽大，基部沿舟状平 

底至中部为黄色，中间至顶端为红色，边缘浅绿 

色，苞片内为橙黄色，十分艳丽，是近年我园 

引进的最难繁殖和最具观赏价值的蝎尾蕉品种之 
一

， 可作盆栽或切花观赏。常规繁殖常采用分株 

繁殖，但速度慢，采用组织培养技术快速繁殖可 

大大提高繁殖系数。奥尼维拉斯蝎尾蕉的组织培 

养和快速繁殖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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