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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拉索芦荟组培中的褐变现象及防止 

张 红 (德州学院农学系，山东德州253023) 

摘要 [目的]研究库拉索芦荟组培中的褐变现象，寻求防止褐变的有效措施。[方法]以库拉索芦荟茎尖、中部茎段和根茎为外植体， 
以Ms为基本培养基，分别附加 NAA0．I L和不同浓度的6-BA(1．0、1．5、2．0、3．0、4．0mg／L)，研究不同外植体类型、激素浓度以及培养 

温度、活性炭等因素对芦荟组培褐变的影响。[结果]用库拉索芦荟茎尖做外植体，Ms+6-BA 2．0 mg／L+NAA 0．1 mg／L做培养基，芦荟 

组培褐化程度较轻；培养基 中加入活性炭500．0mg／L，环境温度控制在 25℃有利于减轻褐变。[结论 ]茎尖是最佳的外植体，适宜的 ＆ 

BA浓度(2．0mg／L)可抑制褐变，添加活性炭和适宜的培养温度均能防止褐变死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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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ing PhenOllllenon and its Prevention of A／oe barbadens／s in Tissue Culture 

2H N̂G Hong (Department ofAgronomy，Dezhou University，Dezhou，Shandong 253023) 

Abstract 【ObjectivelⅢle pu~sewasto studythe browning phenomenon ofAbe barMdem／s intissue culture and seekforthe effective uIe ofpro— 

venting browning．[MethodJ With stem tips，middle stem segments and rhizomes of A．barbadens／s as explants，MS Was used as basic mediulTl added 

NAA at0．1 mg／Land6-BA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1．0，1．5，2．0，3．0and4．0mg／L)resp．to studytheinfluenees offactors SUchas different ex— 

plant types，hormone concentrations，culture temperature and active carbon，etc．on the browning of A、barbadens／s in tissue culture．1ResultJ With the 
stem tips ofA．barbadens／s as explants，MS+6-BA2．0mg／L+NAA0．1 mg／Las mediuln，the browning degree ofA．barbadens／s intissue cultttrewas 

lighter．Adding 500．0 mg／L active carbon into mediun3 and controlling environmental temperature at 25 oC was in favor oflightening browning．[Conelu— 

sionl rI1le stem tip was the best explant and the suitable 6-BA concentration(2．0 mg／L)could inhibit browning．Both add咄 active carbon and the suit— 
able culture temperature could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browning and death． · 

K,ey words Abe  barbadens／s；Tissue culture；Brown ing 

库拉索芦荟为百合科芦荟属的多年生肉质植物，其叶片 

厚实多肉，含有多种活性物质，具有医疗、保健、美容等多方 

面的用途，具有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芦荟的常规繁殖不仅 

受季节限制，而且繁殖速度慢，易积累病毒。近年来，通过组 

织培养来达到库拉索芦荟的快速繁殖已成为许多科研机构 

的重要课题，但是褐变是芦荟组培中的一大难题。笔者对库 

拉索芦荟组培中的褐变现象进行了研究，力求找到防止褐变 

的有效措施，为库拉索芦荟的工厂化生产提供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年生库拉索芦荟分蘖苗。 

1．2 方法 

1．2．1 外植体对褐变的影响。将分蘖苗的叶、根去掉，流水 

冲洗干净，再将其茎剪成大小基本相同的3段(茎尖、中部茎 

段、根茎)，经常规灭菌后接种于培养基 Ms+BA 2．0 L+ 

NAA0．1 L，每瓶接 1个外植体，每种外植体分别接种 3o 

瓶，随时观察褐变情况，以获得生长健壮的芽。培养基中加 

蔗糖25 L、琼脂7 L、pH值调为5．8～6．0，培养温度为 25 

℃，光照时数为 12．h／d，光强为21300～31300lx(下同)。 

1．2．2 不同激素浓度对褐变的影响。以MS为基本培养基， 

分别加 0．1 H L NAA和不同浓度的 6．BA，6-BA浓度分为 

1．0、1．5、2．O、3．0、4．0 mg／L 5个水平，将由“1．2．1”获得的生 

长健壮的芽，分别接种到不同的培养基中，每处理接种 1O 

瓶，每瓶 3芽。培养 30 d后统计褐变程度，选出适宜的培 

养基。 

1．2．3 活性炭对褐变的影响。利用“1．2．2”选出的适宜的培 

养基。设置加入活性炭 500．0 mg／L和不加活性炭两个处理。 

每瓶接种生长健壮的芽 3个，每个处理接种 1O瓶。培养 3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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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统计褐变程度。 

1．2．4 培养温度对褐变的影响。将生长健壮的芽接种到选 

出的适宜的培养基上，每瓶接 3个芽，分别取 1O瓶在 l8、25、 

3O℃3种不同环境温度下培养，30 d后统计褐变程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对褐变的影响 将茎尖、中部茎段、根茎3种不 

同的外植体接种到相同的培养基上培养。由于不同外植体 

的茎芽分化、再生能力不同，其褐变发生时期与程度也不同。 

茎尖具有较强的分生能力，整个外植体生长较日王盛，不仅诱 

导的再生芽数明显多于根茎和茎段，且褐变发生晚，褐变程 

度低(表 1)。 

表 1 不同外植体在培养过程中的褐变情况 

Ie 1Brow,,ingi瑙；taⅢl∞ ofdiffermt extlinnlsintis锄e culture 

注：褐变程度参照《树木组织培养》[ 。+代表轻微褐变；++代表中 

度褐变；+++代表严重褐变；一代表褐变死亡。 

Note：Browningdegree referredto{Tissue CultureofTrees} ．+Ⅱ slight— 

lybmwrting；+ +rrlearls moderately browning； + + +rrlearls severely 

browning；一㈣ s browning and death．The sa／ne asbelow． 

2．2 不同激素浓度对褐变的影响 不同激素浓度对库拉索 

芦荟组培中的褐变具有较大的影响，6-BA浓度过高或过低都 

对库拉索芦荟的生长分化不利，表现为芽体暗绿，褐化重。 

只有适宜的激素浓度才能使库拉索芦荟生长旺盛，同时有效 

地抑制褐化的发生。试验发现，2．0 mg／L 6-BA对库拉索芦 

荟的生长分化比较适宜，且褐变发生较轻(表2)。 

2．3 活性炭对褐变的影响 在培养基中加入500．0 mg／L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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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炭，能有效降低外植体的褐变(表3)。由表3可知，加入活 

性炭后，基本未褐变，但苗的增殖率有所下降。 

表2 不同激素浓度对褐变的影响 

1t~ble 2Effects ofditTerelat hormone c0lMm tr'd廿on 013 browning 

表3 活性炭对褐变的影响 

'Fllble 3Effects 0f aclJve carbon On browning 

加活性炭 

Wit}l active carbon 

不加活性炭 

生长健壮，分化出苗数有所 F降 

Bu& ass~ned robust铲 tl1．No．0f djf- 

ferenti~ seedling d~tined sli dy 

分化较多，芽鲜绿、细长 

With~t acti c 
Ires a nd S1．1 

“ 

n 田‘een 印 m ess 

N 

+ 

注：N代表不发生褐变。 
N0te：N rn既1as no broumng。 

2．4 培养温度对褐变率的影响 库拉索芦荟培养过程中温 

(上接第2252页) 

度应恒定。温度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其生长，从而导致褐变 

的发生。研究认为，培养温度25℃可降低褐变程度(表4)。 

表 4 不同培养温度对褐变的影响 

'Fllble 4Effects 0fditTerlmtta叫 ．m lissue culture On browning 

3 结论与讨论 

从库拉索芦荟不同外植体类型的褐变情况来看，几种类 

型的外植体材料均有不同程度的褐变，特别是随着时间的积 

累，外植体的褐变程度无一例外地加深，轻则抑制材料的生 

长，重则导致死亡。由于茎尖具有较强的分生能力，整个外 

植体生长较旺盛，其褐变程度较低，因此，茎尖是最佳外植 

体。培养基中适宜的细胞分裂素浓度可以减轻或抑制褐变， 

这在很多植物的组培研究中都得到证实l2-3J，该试验也表 

明，适宜的6-BA浓度(2．0 L)对库拉索芦荟的褐变现象有 

较好的抑制作用。研究还发现，在培养基中添加 500．0 mg／L 

的活性炭，采用适宜的培养温度(25℃)，均能较好地防止库 

拉索芦荟褐变死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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