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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拉索芦荟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祁芳斌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350003) 

摘 要：以库拉索芦荟的茎尖、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培快繁研究，结果表明：库拉索芦荟的诱导 

培养，以MS+6一BA 4．5 mg／L+NAA 0．2 mg／L培养基对芽的诱导效果最佳，芽的诱导分化率最 

高；增殖培养基以MS+KT 2．5 mg／L+IBA 0．1 mg／L的增殖效果最佳；高浓度IBA不利于库拉索 

芦荟试管苗的诱导与增殖；库拉索芦荟试管苗代限为4代，代期在25—3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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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为百合科芦荟属多年生肉质草本植物，迄 

今为止，已发现有500多个种。芦荟含有 l8种微 

量元索、l1种游离氨基酸、21种有机酸，以及糖 

蛋白、维生素、缓激肽等7O多种成分和抗癌物质 
— — 芦荟素A。因此，芦荟被广泛用作药物、制作 

饮料 (如芦荟酒等)和芦荟化妆品⋯。芦荟性味苦 

涩、寒，归经入肝、脾、胃、大肠，具有泻火、通 

经、消炎、杀虫、解毒等作用，可用于治疗白浊、 

尿血、闭经、痈肿、胃溃疡等病症；被用于眼科、 

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儿科及老年病等 j。 

芦荟是集药用、食用、美容及观赏于一身的热带植 

物，有极高的开发应用前景。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将其誉为 “2l世纪人类的最佳保健品”。 

随着芦荟的各种医药、功能食品、美容化妆品相继 

问世并受消费者的喜爱，芦荟种植业也随之得到迅 

速发展。 

然而，芦荟通常采用分株繁殖或扦插繁殖等传 

统的吸芽繁殖方法，繁殖率低，已不能满足芦荟系 

列产品的生产要求，于是人们应用生物技术，组织 

培养快速繁殖芦荟苗 ]，可以在短期内为生产提供 

大量种苗，以加速新品种的推广。有关芦荟的组织 

培养和试管苗繁殖，国内外已进行了较多研究，并 

取得了可喜成效，但同时也碰到了诸多问题，如在 

芦荟试管苗繁殖的不同阶段，其对植物生长调节剂 

种类、浓度、数量的要求不同；6一苄氨基嘌呤 (6 
一 BA)在芦荟组织培养过程中的沉淀现象会降低 

试管苗的生根率；生根苗移栽成活率低；试管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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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生长的速度不及分蘖苗等 ]。 

本研究用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比较对库拉索芦 

荟芽苗分化、增殖的影响，寻找培养库拉索芦荟的 

最佳条件，为其大规模发展提供质优、价廉的种 

苗。 

1 材料与方法 

1．1 取材与消毒 试验材料以库拉索芦荟一、二 

年生的茎段、吸芽或顶芽作为外植体。从田间取回 

芦荟植株，去除外层老叶，并切掉内层较老的叶 

片，保留基部4～5 cm的茎段作外植体；在清水中 

冲洗数次，将外植体置于超净工作台上，用7O％的 

酒精浸泡30 s；无菌水冲洗3—5次，再用2％的次 

氯酸钠溶液或者用 0．1％的升汞溶液消毒 8一l3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3—5次备用。 

1．2 接种与培养 在无菌条件下，将茎段切成o．3 
— 0．5 cm，接种于诱导分化培养基上。培养一个月 

后，可直接诱导出芽丛。用丛生芽切割成2—3小 

块，以增殖培养基诱导增殖芽，比较增殖率。 

1．3 代次商限及代期的设计 切取已分化的芽苗 

转入到培养基，即MS+6一BA 1．0 mg／L+NAA O．5 

mg／L上进行继代培养，观察比较继代培养所需的 

时间 (即代期)，以及在变异许可范围内获得有效 

的增殖个体数量的继代培养次数 (即代次高限)。 

1．4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为25℃，培养光照l 000 

b【，每日光照时间 14 h。 

2 结果与分析 ， 。 

2．1 芽茸的诱导分化 库拉索芦荟通过茎段、茎 

尖能快速地诱导出不定芽，不定芽的诱导受植物生 

长调节剂浓度的调控 (表1)。接种后15 d，在 MS 

+6一BA 2。5 my'L+NAA 0．2 my'L培养基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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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较易分化出芽点。芽苗的分化随着6一BA浓度的 

升高，分化率也随之增加；当6一BA为4．5 mg／L 

时，芽的分化率达到最高值。吲哚 一3一丁酸 

(IBA)浓度对芽的分化影响较大，随着 IBA浓度 

的提高，芽的分化率下降，表明高浓度的IBA对库 

拉索芦荟芽苗的分化有抑制作用。 

裹1 不同培养基对外檀体培养的影响 

注：同一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 

异极显著。 

2．2 芽苗的增殖培养 将诱导生成的芽苗移到增 

殖培养基中，10 d后，每个芽体都能分化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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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芽，25—30 d可形成大量芽丛。不同生长调节 

剂对芽的增殖有很大影响。图1表明，在 IBA浓度 

(0．1 mg／L)一定时，使用较高浓度的6一KT 2．5 
— 3．5 mg／L有利于芽的增殖，且随着 KT浓度进一 

步提高，不定芽的分化数增多，但易产生大量的玻 

璃化苗；当 KT浓度 (2．5 mg／L)一定时，随着 

IBA浓度增加，芦荟芽的增殖率呈递减趋势；当玉 

米素 (ze)浓度 (1．0 mg／L)一定时，增加 IBA 

的浓度，芽苗增殖率下降。当 IBA浓度 (0．5 

mg／L)一定时，低浓度的ze促进芽苗增殖，但ze 

浓度超过 1．2 mg／L时，芽苗增殖率下降，且芽基 

部愈伤组织增多，出现玻璃化苗。 

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均能诱导外植体形成愈伤 

组织，并由愈伤组织再分化出球状体和不定芽。当 

生长素IBA或KT、Ze配合使用时，对球状体的发 

生和不定芽的增殖均有一定作用。库拉索芦荟芽的 

增殖，以MS基本培养基，附加生长调节剂KT 2．5 

mg／L+IBA 0．1 mg／L为最佳，Ze 1．0mg／L+IBA 

0．5 mg／L次之，其增殖的芽较多且粗壮。从图l可 

知，较高浓度IBA对库拉索芦荟芽的增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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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 不同檀物生长调节剂浓度对芽增殪的影响 

2．3 代次高限的界定 在 MS+6一BA 3．5 mg／L+ 

NAA 0．2 mg／L+糖3％+琼脂0．7％、pH 5．8的培 

养基上，进行库拉索芦荟无菌苗继代培养。图2表 

明，在前3代，增殖率逐渐提高，到第4代达到最 

高峰，第5代增殖率呈明显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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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继代次数对增殖率影响 

2．4 代期对芽苗的影响 无菌芽苗培养代期低于 

25 d，芽苗生长不充分，不利于增殖培养 (图3)。 

培养时间在25～35 d，芽苗生长势旺盛，增殖率 

高。当培养至35 d时，苗的长势最好，苗高可达到 

7 em，45 d后苗不再长高。无菌苗培养时限在55 d 

左右，超过这个时间，叶尖开始出现黄化，培养至 

65 d后，出现全叶黄化，苗逐渐衰老。培养超过25 

d的根数与25 d的相差无几，但根变长，变得粗 

壮。根与苗的生长势基本同步，45 d达到生长最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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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代期对芽苗影响 

注：叶色描述：浅绿一2，绿色一3．5。浓绿一5，叶 

尖黄一1，全叶黄一0．5 

3 讨论 

芦荟外殖体的诱导，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 

过茎尖或茎段诱导腋芽产生不定芽而获得无菌苗增 

殖；二是通过茎尖或茎段诱导愈伤组织，再从愈伤 

组织诱导分化出不定芽，然后用不定芽增殖。从快 

速繁殖种苗的角度来看，以茎尖或茎段诱导腋芽产 

生不定芽的途径效果较好，因为芦荟通过茎尖诱导 

很容易诱导出不定芽，省去了诱导愈伤组织步骤， 

缩短了诱导时间，而且可以减少种苗变异率 J。不 

同芦荟品种进行组织培养时，其培养基最佳成分和 

比例不同。6一BA 2．5l mg／L和 NAA 0．2 me,／L有 

利于库拉索芦荟不定芽的诱导，而IBA对芽的分化 

影响较大，尤其是高的浓度IBA不利于库拉索芦荟 

的增殖，对芽苗的分化有抑制作用。 

库拉索芦荟在开始启动分化及随后的1—2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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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中，可适当使用较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有利 

于加快繁殖，但如果长期使用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 

容易使分化芽肿胀，愈伤组织增加，甚至出现白化 

苗现象。在第4代之后，需要逐渐减少生长调节剂 

使用量，以提高芽苗的增殖率。库拉索芦荟每一代 

培养最适宜天数在25—35 d，小于25 d或大于35 d 

都不利芽苗生长；培养时期限在55 d左右，若超过 

这个时限，芽苗呈现衰老迹象。 

在大规模生产中，常常需要考虑降低生产成 

本，通常可采用食用糖代替蔗糖 (化学纯或分析 

纯)，自来水代替蒸馏水，自然光照代替人工光照 

等方法。黄贞光等人报道，组织培养中用食用糖代 

替蔗糖、用自来水代替蒸馏水，培养成本可降低 

30％ 。芦荟对光照条件要求不高，芦荟的增殖期 

采用自然光照或人工光照皆可，但如果光照过强， 

加上温度过高，分化苗容易出现僵化，不利于芦荟 

苗快速繁殖。在工厂化生产过程中应采取自然光 

照，以节省生产成本。此外，温度也对芦荟分化产 

生重要影响，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分化。 

为扩大生产，实现工厂化作业，还需开展以下 

几方面工作：一是组培苗遗传稳定性问题，要研究 

组培苗各培养阶段的特性以便确定继代培养合适的 

代数和培养时间，适时把握更新培养材料；二是注 

意组培中经常性的技术难题如污染、褐变、玻璃化 

等；三是应考虑市场和生产成本问题，这是制约组 

培苗工厂化生产的一大难题"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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