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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竹芋共生菌的抑制及离体培养体系的建立 

张永平 。，乔永旭 ，陈 超 ，李小六 ，陶 猛 

(1．唐山师范学院生命科学系，河北唐山 063000；2．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浙江杭州 310029) 

摘要：以女王竹芋分蘖芽为材料，通过在培养基中添加抗生素来抑制共生菌造成的污染，建立了再生体系。 

结果表明，抗生素能有效抑制分蘖芽中共生菌的繁殖，不同种类抗生素及其浓度对共生菌的抑制效果存在较大差 

异，庆大霉素较其他抗生素效果好，庆大霉素最佳抑菌浓度为 60 mg／r,。适合分蘖芽增殖的培养基为 MS+4．0 

mg／r,6一BA+0．02 mg／L NAA，增殖系数为3．64；适合生根的培养基为 1／2MS+2 rflg／r,NAA，平均每株根数为 

8．7条，平均根长5．07 C／T／。生根后的幼苗，移栽成活率高达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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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竹芋(Calathea maul Queen)是竹芋科肖竹 

芋属观叶植物，性耐阴，叶形叶色图案美妙，适合盆 

栽或庭园阴蔽处美化，为室内观赏植物的上品。近 

年来，女王竹芋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仅凭进口已远 

远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女王竹芋是靠分蘖繁殖，速 

度较慢，同时由于病毒病等原因，在种植过程中退化 

和逐渐死亡的现象较为严重，致使许多引进的名贵 

品种逐渐减少 ，因此采取组织培养繁殖女王竹芋 

成为较合理的方法。但组织培养过程中，由于共生 

菌的存在，大大增加了组织培养的难度，再生体系很 

难建立 』。目前关于女王竹芋的组织培养和共生 

菌的抑制尚无人研究。基于此，本试验选用女王竹 

芋分蘖芽为试验材料，通过在培养基中添加抗生素 

抑制共生菌的生长，以期建立起完整的再生体系，为 

女王竹芋的大量繁殖提供技术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品种 

所用品种女王竹芋(图 1)，由唐山师范学院花 

卉示范基地提供。 

1．2 试验材料 

取女王竹芋分蘖产生的分蘖芽(图2)，除去芽 

体周围的杂质，先用洗衣粉水浸泡2 h，然后用 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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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冲洗干净，再依次用 75％酒精和0．1％升汞消毒 

30 S和8 rain，无菌水冲洗5～6遍，然后在无菌操作 

台上去除芽体表皮，然后将分蘖芽切到 0．5～1．0 

i?m待用。 

1．3 共生菌的抑制与芽的诱导 

将已消毒的分蘖芽接种到含有不同浓度抗生素 

的培养基上，每种培养基接 30瓶，每瓶 1个芽，重复 

3次。光照 12 h／d，光照强度2 000 lx，培养温度(25 

±1)oC。分析比较抗生素的种类和浓度对分蘖芽 

共生菌的抑制效果。培养基配方分别为：(1)CK： 

MS+6一BA 4 mg／I~+NAA 0．2 mg／I~；(2)MS+6一 

BA 4 mg／I~+NAA 0．2 mg／I~+庆大霉素 20 mg／I．； 

(3)MS+6一BA 4 mg／I~+NAA 0．2 mg／I~+青霉素 

钠 20 mg／L；(4)MS+6一BA 4 mg／r,+NAA 0．2 

mg／I~+硫酸链霉素 20 mg／I~；(5)MS+6一BA 4 

mg／L+NAA 0．2 mg／L+卡那霉素20 mg／I~；(6)MS 

+6一BA 4 mg／I~+NAA 0．2 mg／I~+庆大霉素 4O 

mg／I~；(7)MS+6一BA 4 mg／I~+NAA 0．2 mg／I~+ 

庆大霉素60 mg／I~；(8)MS+6一BA 4 mg／I~+NAA 

0．2 mg／I~+庆大霉素 80 mg／I~。各培养基均添加30 

g／L蔗糖，6 g／L琼脂，pH值 5．8。 

1．4 芽的增殖 

筛选出适合芽体诱导的抗生素的种类和浓度， 

将分蘖芽接人含有一定浓度该抗生素的 MS培养基 

中进行增殖。芽的增殖培养基为：(9)MS+6一BA 2 

mg／L；(10)MS+6一BA 4 mg／I~；(11)MS+6一BA 2 

mg／L+NAA 0．2 mg／L；(12)MS+6一BA 2 mg／r,+ 

NAA 0．02 mg／I~；(13)MS+6一BA 4 mg／I~+NAA 

0．2 mg／I~；(14)MS+6一BA 4 mg／I~+ NAA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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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抗生素不同浓度对共生菌的抑制效果 

培养基中，分蘖芽都有不同程度的增殖(图3～图 

5)。在只加6一BA的培养基中芽体生长较弱，叶色 

偏黄，卷叶程度高。添加 NAA之后，芽体长势明显 

好转，叶色偏绿，卷 叶程度较轻。另外 6一BA和 

NAA浓度的比值影响芽体的繁殖系数。当6一BA／ 

NAA的比值较低时，芽体的繁殖系数较低(分别为 

2．15和2．47)，比值增加后，芽体的繁殖系数分别增 

加了54％和47％。其中以(14)培养基中的芽体繁 

殖系数最高，达 3．64。所以(14)培养基无论是对于 

芽体增殖，还是对于芽体生长，都是非常理想的。 

2．2．2 试管苗的生根 丛生芽分株后转入生根培 

表 3 培养基附加的激素种类及比例 

对女王竹芋分蘖芽增殖的影响 

养基中，15 d后部分试管苗生根(图6)，新生根为乳 

白色。其中(17)培养基最好，生根最早，30 d时生 

根数为8．7条，生根率达到95．4％，平均根长 5．07 

cm，并且根系白嫩，生长健壮，无论是生根率还是长 

势均明显优于其他3种培养基；其次为(18)培养基 

(表4)。另外，在没有添加 NAA的情况下，1／2MS 

培养基中的生根率高于 MS培养基，说明较少的营 

养元素更有助于刺激根系发生。添加 NAA之后，试 

管苗的生根率明显上升，适当浓度 NAA促进根系 

发生。 

表4 培养基激素对女王竹芋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2．2．3 试管苗的移栽 试管苗生根后，洗净根系， 

栽植到消过毒的蛭石培养基上，用塑料薄膜保湿，上 

面盖遮阳网，喷水3次／d，保持湿度。10 d后打开盖 

膜，喷施2％的氮肥，每 10 d施肥 1次，直至植株成 

活。成活率达到90％，并且生长健壮。 

3 讨论 

由于竹芋分蘖芽中存在共生菌，在培养基上往 

往大量繁殖造成污染，严重影响了组织培养中芽体 

的生长和分化 j，所以竹芋类植物的再生体系至今 

都很难建立 。本研究则通过在培养基中添加抗 

生素等办法，有效地抑制了共生菌的繁殖，在此基础 

上，建立了比较理想的女王竹芋的再生体系，并且筛 

选出了抑制共生菌的最佳的抗生素种类及其浓度， 

为女王竹芋的组培快繁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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