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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拉索芦荟组培快繁培养基 

筛选试验研究 
兰红礼 张春才 杨韶华 潘金华 

(河南省渑池县农业局 472400) 

摘要：以库拉索芦荟(Aloe 6 4 )的不定芽为试验材料，接种到以MS培养基为基础组配成的 5 

个培养基上，进行芦荟组培快繁的培养基筛选试验。结果表明：在组培快繁阶段以MS+6一BA2，0+ 

NAA1，0+Su50g／L作培养基最为适宜．其次是 MS+6一BA1，5+NAA0 5+Su5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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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 loe arborescens Mil1)是百合科芦荟属的 

多年生肉质、草本、长绿的热带植物。宜室内盆载，有 

较高的观赏价值。它含有芦荟大黄素等 70多种对人 

体有益的物质．对胃肠病、心脑血管疾病及多种烧伤、 

烫伤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疗效 ，是集食用、药用和美容 

于一体的室内观赏植物。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观念的不断改变，使得芦荟市场需 

求量的增长远远大于生产数量的增加。库拉索芦荟是 

芦荟中生长较快的一个品种，本试验目的在于通过对 

库拉索芦荟微繁植株，用不同改良MS培养基进行培 

养．筛选出适宜库拉索芦荟快繁的改良MS培养基配 

方 ．为其规模化栽培提供快繁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试验所用芦荟微繁植株为我实验室引自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生物细胞实验室脱毒微繁植株。 

1．2 试验方法 

以MS培养基为基础，通过改变激素配比，组成 

5个 MS改良培养基 (表 1)处理，进行 比较实验 。每个 

处理各接 25瓶．每瓶接种数为 1个。接种后分别于 

表 1 芦荟微植株培 养的培养基配 比 

0d、15d、30d观察记录苗高、芽数、叶片数、生根状况、 

变异程度及生长势。培养温度为 26~2~C，日照时数为 

10h／d。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管苗芽增殖 

由培养结果 (表 2)可 以看 出 ，经 30d培养后 ，A 

培养基的芽苗增殖系数达到 4；B、C、D号培养基的芽 

苗增殖系数为 2；E号培养基增殖效果最差 ，未产生 

表 2 不 同处理对芦荟微繁体植株增殖的影响 

处理 A B C D E 

2 3 2 4 4 

4 2 2 2 1 

3．7 1I3 2，2 3．6 1．5 

分裂素／生长素 

增殖 系数 

平均 叶片增加倍数 

新芽。A—E号培养基细胞分裂素和细胞生长素比例 

分别为 2：1、3：1、2：1、4：1、4：1，其中C号培养基加了 

ADO．5mg／L。E号培养基加 了活性炭 0．5g／L。根据细胞 

分裂素／细胞生长素比值高时长芽。比值低时生根的 

规律．应是 D、E号培养基培养的材料增殖系数最高。 

但在试验中，A号培养基却最先出芽，增殖系数和叶 

片增加倍数也最高。 

2．2 试管苗根生长 

结果表明(表 3)：A号和D号培养基中的试管苗 

于第 5d最先生根．其中 A号培养基中的试管苗，后 

期根发生畸变；C号培养基 中的试管苗．根中后期 

(15～30d)发生较严重 畸变 ；而 E号培养基 中的试管 

苗的根未发生畸变。 

2，3 试管苗根畸变 

组培快繁的试管苗中，除 E号培养基正常外，其 

余四种培养基中的根均发生畸变。将 D、E号培养基 

相比较．除相差一种活性炭成分之外，其余成分完全 

相同．说明活性炭对试管苗根的畸变有抑制作用。 

3 小结与讨论 

3．1 芦荟 组培 快繁 中，用 MS+6一BA2．0+NA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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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阿维菌素·四螨嗪悬浮剂 

防治苹果叶螨试验 
董丽梅 

(辽宁省兴城市农村经济发展局果树管理总站 125100) 

农药的合理混配能够提高防效 ．降低农药的使 

用量，延缓害虫抗药性的产生。阿维菌素主要以胃毒 

和触杀为主，对成螨、幼若螨有很好的杀伤作用 ，但 

杀卵作用较差，田间使用时持效期较短。四螨嗪是高 

效杀卵剂，对若螨效果差 。对成螨无效，田间药效迟 

缓。本文主要探讨这 2种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合理 

混配后对苹果叶螨的防治效果．于 2006—2007年用 

10％阿维·四螨嗪悬浮剂对苹果叶螨进行田间药效防 

治试验，取得了较好的防治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的基本情况 

试验于辽宁省兴城市曹屯果园进行 。该园为平 

地果园，棕壤土。肥力中等。园内主栽苹果品种为新 

红星、金矮生、乔纳金等，供试品种为新红星，树龄 11 

年生，株行距 2mx4m，行间清闲，耕作条件一致。 

1．2 试验设计 

供试药剂为 10％阿维·四螨嗪悬浮剂(深圳市诺 

普信农化有限公司提供)。试验设 6个处理：10％阿 

维·四螨嗪悬浮剂 1200、1600、2000倍液；对照药剂 

为 1．8％阿维菌素乳油 (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 

产品)5000倍液、20％四螨嗪悬浮剂 (山东华阳和乐 

农药有限公司产品)2500倍液 ：另设不施药空白对 

照。各药剂处理小区用树 4株 ，4次重复，随机排列。 

试验于 2006年 6月 24日和 20o7年 6月 15日各喷 

1次药，采用踏板式手压喷雾器喷药 。各处理平均单 

株用药液量为 4L(约合每公顷 4920L)，施药当日均 

为晴天 。 

1．3 调查方法 

试验前在各小区内选定 2株调查树．于施药前 

1d调查虫口基数，药后 2、7、15d和25d各调查 1次 

防治效果。方法是在选定调查树的树冠四周及内膛 

各随机取 5片叶，每株 25个叶片。用手持扩大镜检 

查记录其上活动态螨的数量，以叶均螨数和校正防 

治效果表示药效。处理间差异显著性测验采用 DMRT 

法 。 

校正防效 (％)=『l一(空白对照区药前叶均螨数× 

药剂处理区药后叶均螨数)／(空白对照区药后叶均螨 

数×药剂处理区药前叶均螨数)1 xl00 

2 结果与分析 

表 3 不 同处理对芦荟微繁体植株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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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50g／L作培养基最为适宜。 

3．2 试验中出现的试管苗根、叶的畸变现象 ．随着培 

养时间的延长，逐渐减弱。证明试管苗畸变的原因是 

蔗糖和激素浓度过高所造成的。但是，适宜的浓度应 

该是多少，需要通过进一步试验来证明。 

3．3 活性炭能抑制根发生畸变的原因 。究竟是活性 

炭对激素起到了吸附作用，还是吸附了组培代谢产 

物，或者是培养基颜色加深对根的光诱导产生影响， 

需要进一步设计试验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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