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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马蹄莲组培快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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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彩色马蹄莲进行组培快繁研究，结果表明：丛芽增殖的最佳因素组合为 MS+6一BA 0．5 mg／L+TDZ 2 ms／L；在诱导愈伤 

组织出芽时，先用适当浓度的6-BA来诱导愈伤组织产生不定芽，再将其转接到低浓度 的NAA上以促进不定芽成苗。MS+NAA 

0．5 ms／L+活性炭5％有利于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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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Zantedeschia antedschia 

HE Jun．rang ，WU Jie ，YUAN Ning ，YAN Wen．zhao ，PU Zhi．gang ，XU Pei-fang2
，

HE Rui ，LI Ping2 
，WANG Jian-chun 

(1．Institute of Biotechnology and NuclearTechnology，SichuanAcademyofAgricultural Sienccs，Sichuan Chengdu 610066，China；2．South- 

west Jiaotong University，Sichuan Chengdu 610031，China) 

Abstract：Cell culturewasmadeofZaritedeschia antedschiaforits rapid propagation．Orthogonal designindicatedthatMS+6-BA0．5mg／L+ 

TDZ 2mg／L WaS the best culture medium to induce proliferation buds from its tuber．The prime process of inducing buds from the callus was 

to usethe 6-BA atthefirst step andthentreatthe budswithlow concentration ofNAA．The best culture medium formultiplicationof dus~r 

shootswas MS+NAA 0．5 ms／L+AC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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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马蹄莲是天南星科(Araceae)马蹄莲属多 

年生球根花卉，原产于非洲南部，包括黄花马蹄莲 

(Z．albomaculata)，红花马蹄莲(Z．rehmannii)以及 

近几年来国外出现的不少杂交园艺品种。其花型为 

肉穗花序，佛焰苞呈红、黄、粉红、橘红、橙黄或黄红 

复色等，色彩艳丽；叶形独特并带有白色斑点或条 

纹，是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配叶材料，也可作为春秋 

两季花坛或花境的素材。因为彩色马蹄莲色彩富 

丽、形态高雅、用途广泛，所以其被誉为“二十一世 

纪的花卉之星”，是近几年来发展较快、最具有发展 

潜质的球根花卉，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供不应求。 

彩色马蹄莲繁殖方法有种子、分球、组培繁殖等 

多种。用种子繁殖培育出的种球，经2～3年培育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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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开花，但种子繁殖培育的种球变异较大，生产的产 

品商品性差，生产上一般没有使用。分球繁殖是生 

产上采用的常规方法，但分球繁殖法繁殖系数低，且 

经过多年生产繁殖，植株体内病毒含量会不断积累 

增高，易造成后代种性退化，生产的彩色马蹄莲商品 

性下降。利用组培快繁技术生产彩色马蹄莲种苗、 

种球是近几年发展使用的先进技术，而且繁殖系数 

高，在较短时问内就可 以获得大量优质种苗种 

球 ’’】。因此，本试验拟从引进的彩色马蹄莲优 良 

品种人手，研究彩色马蹄莲种苗组培快繁技术，建立 

种球繁育体系，以迅速扩大优良品种的基数，解决生 

产上推广应用的种源问题。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材料为四川省农科院生核所收集的3个彩 

色马蹄莲品种，切取球茎的顶芽作为外殖体。 

1．2 试验方法 

将彩色马蹄莲块茎清洗干净，剥去芽表褐色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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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因数水平表 

I曲 le l Factors and levels 

注 ：十TDZ中文名嚷苯隆。 

层，挖取 0．5 cm 大小的顶芽，为接种芽块，在 0．1 

％的升汞溶液中浸泡20 min，切除四周少许组织，放 

人2％次氯酸钠溶液中浸泡 10 min。无菌水洗 4次， 

以除去残留消毒液，剥取茎尖接种于初代诱导培养 

基中。诱导培养基为：MS+BA 1 mg／L+NAA 0．1 

mg／L，将彩色马蹄莲初代培养成的单苗接人增殖培 

养基，增殖培养基设 3因素 3水平正交试验 9个处 

理(表1，表2)，每种培养基接种苗数为50苗。获得 

的愈伤组织转接人以 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植物 

生长素6-BA和NAA的分化培养基中，每种培养基 

接种 20块愈伤组织，观察愈伤组织出芽的情况。生 

根培养基为2个处理(MS+0．1 mg／L NAA+活性 

炭 5％，MS+0．5 mg／L NAA+活性炭 5％)。培养 

基 pH 5．8，含蔗糖 3％、琼脂 0．65％。在温度 25 

℃、光强 1500—2500 lx、每天光照9—10 h的环境条 

件下进行培养。 

表 2 正交试验设计 

Table 2 Orthogonal design 

2 结果与分析 

2．1 彩色马蹄莲丛芽增殖的正交试验 

在彩色马蹄莲的组织培养中，丛芽的增殖数量 

直接影响到组培效率和繁殖系数。将彩色马蹄莲初 

代培养成的单苗接人上述 9种丛芽增殖培养基中， 

分别在接种第30天和50天时统计彩色马蹄莲的丛 

芽增殖倍数(表3)，并对第50天的丛芽增殖倍数进 

行极差分析(表4)。 

极差分析结果表明：每个因素各水平之间的丛 

表3 粉红色彩色马蹄莲丛芽增殖倍数 

Table 3 The proliferation times of clumpy buds of pink Zantedeschia ame&chm 

注：各因素各水平的平均增殖倍数分别相加得各观察项目的 (i=1，2，3)值，各项目 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为该因毒观测项目的极差。 
表示各因素各观测项目 的最大值；<>表示各观测项目极差的最大值。 
Note： (i=1，2，3)isthe summationofmultiplication average rate of eachfactorlevels．Varianceisthe discrepancyofmaximumandminmumof ． 
denotesthemaximum of of eachfactorlevels．< > denotesthema~mum of variance． 

表5 不同彩色马蹄莲丛芽增殖倍数 

Table 5 Th e proliferation times of clumpy buds ofdifferent Zantedeschia anteds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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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粉红色彩马蹄莲丛芽增殖 

Fig．1 The proliferation of clumpy buds of pink Zantedeschia anted- 

schia 

生芽增殖倍数都有一定差异，其中培养基不同产生 

的极差最大为 6．88。增殖倍数随培养基从 MS到花 

宝 1号再到 1／2 MS逐渐减小。说明培养基是影响 

丛生芽增殖的主导因子。其次是6-BA，T 、T：和T3 

之间的差异均较大。再次是TDZ，其各水平在此过 

程中差异相对较小，说明对丛生芽增殖的效应不突 

出。从以上数据可得出，丛生芽增殖倍数的最佳培 

养基为 MS+6一BA 0．5 mg／L+TDZ 2 mg／L(图 1)。 

2．2 不同品种彩色马蹄莲丛芽增殖 

将黄色和黄色黑心2个品种的彩色马蹄莲接人 

表 1所示正交试验的9种处理中进行丛芽增殖试 

验，在第 5O天时统计其丛芽增殖倍数(表5)。并与 

粉色品种进行对照，结果发现，这2种彩色马蹄莲的 

丛芽增殖效果并不理想，最高增值倍数仅为1．12和 

0．68。因此 ，要达到组培快繁黄色和黄色黑心这两 

个彩色马蹄莲品种，需要再进一步研究。 

2．3 愈伤组织不定芽诱导结果 

在 MS和花宝 1号培养基上的粉色马蹄莲在 1 

周以后基部出现了愈伤组织，在第 3O天时将愈伤组 

织块切成 0．5 cm×1．0 cm，接入以 MS为基本培养 

基、植物生长素为 6一BA和 NAA的分化培养基中，每 
一 种培养基接种2O块愈伤组织，观察愈伤组织出芽 

的情况(图2)，并得到不定芽和愈伤组织成苗的平 

均结果(表 6)。 

从表6中可知，一定浓度的6-BA能促进愈伤组 

织胚性化，在6-BA浓度为4．0 mg／L时最高，每块愈 

图2 彩色马蹄莲愈伤组织诱导成苗 

Fig．2 Th e seedling from callus ofZantedeschia antedschia 

图3 生根情况 

Fig．3 Rooting 

伤组织块上平均达到了35个不定芽，但是在 6-BA 

浓度为8．0 mg／L时，不定芽数目反而有所下降，说 

明6-BA浓度太高，会抑制愈伤组织形成不定芽。 

另外，当 NAA浓度较低时，不定芽能正常生长 

成苗。如在 NAA为0．05 mg／L，6·BA为 1．0 mg／L 

时的，每块愈伤组织平均有 l0个不定芽成苗，6-BA 

为2．0 mg／L时，有 8．8个不定芽成苗。随着 NAA 

的浓度提高，成苗的数 目减少了，说明低浓度的 

NAA能促进不定芽成苗，高浓度的 NAA有抑制作 

用。 

2．4 不同NAA浓度对生根的影响 

无菌苗在瓶内生长高度达3 cm时，转人生根培 

养基进行生根培养，7 d后 3O％以上的幼苗生根，20 

d后生根率达 100％。在 MS+NAA 0．5 mg／L+活 

表6 愈伤组织在分化培养基上形成的不定芽及成苗数 

Table 6 No．of clumy buds and seedlingfrom callus in differentia— 

tion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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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炭5％培养基中，幼苗产生的平均根数与平均根 

长都高于在 MS+NAA 0．1 mg／L+活性炭5％，且 

在 MS+N从 0．5 mg／L+活性炭5％培养基中幼苗 

产生的幼根粗壮，新叶也较浓绿。MS+NAA 0．1 

mg／L+活性炭 5％培养基中幼苗产生的幼根相对 

较细弱，叶色也较淡(图3)。 

3 讨论与小结 

TDZ(塞苯隆)是一种是已被广泛用于植物组织 

培养形态发生的新型高效生物调节剂。它能诱导外 

植体从愈伤组织形成到体细胞胚胎发生的一系列不 

同反应，还能有效诱导侧芽和不定芽的生成，具有生 

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双重作用的特殊功能L8 J。在本 

试验中发现，TDZ与6-BA配合使用时，6-BA对于彩 

色马蹄莲的丛芽诱导作用大于TDZ。对这两种植物 

生长素分别对彩色马蹄莲的丛芽诱导作用还有待进 
一 步研究。因此，建议在彩色马蹄莲组培快繁体系 

中，用 MS+6一BA0．5 mg／L+TDZ 2 mg／L与 MS+6． 

BA0．5 mg／L+NAA 0．1 mg／L培养基中二者轮用， 

效果更佳，马蹄莲组培苗既有丛生芽增殖，又有愈伤 

组织的产生。 

实验发现BA浓度高，利于愈伤组织的增殖，不 

利于芽的分化，随着BA浓度降低，可促进愈伤组织 

分化成苗。故若要愈伤组织增殖较多不定芽，可以 

在 MS培养基中加 6一BA 4．0 mg／L+NAA 0．5 mg／ 

L，然后再将不定芽转接到 MS培养基加 6．BA 1．O 

mg／L+NAA 0．05 mg／L中，便可形成丛生苗。通过 

此两种培养基的培养，可获得大量的分生苗，且苗的 

长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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