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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马蹄莲高效组培增殖条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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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彩色马蹄莲的品种‘Golden Affairs’为试材，在9种培养基上进行增殖培养，分20 d、30 d、40 d三阶段称 

重，计算增重率，研究激素对增殖的影响及适宜的增殖周期。结果表明：高浓度BA不利于丛生芽增殖，可促进苗的 

形成；丛生芽的增殖则受BA／NAA的比值调节；30 d为增殖周期进行培养，可获得最大增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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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ushiness variety of calla lily ‘Go lden Affairs’was cultured in nine media and weighed after 20．30．40 

days respectively to study e~ cts of hormone on proliferation of calla lily．Th e result showed that high concentration of 6- 

benzylaminopurine reduced the proliferation of axillary buds whil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eedling．Th e proliferation 

of axillary buds was mainly controlled by suitable ratio of 6-benzylaminopu ne to anaphthaleneacetic acid．The greatest 

proliferation rate could be obtained in 30 days of proliferatio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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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马蹄莲(Zatedechia elliotiana或 Zatedechia 

rehmannii)又称彩色海芋，原产南非，是天南星科马蹄 

莲属球根花卉⋯。彩色马蹄莲自进人中国以来，以 

其艳丽的色彩、高雅的形态，深受人们的喜爱，被公认 

为2l世纪的“花卉之星”，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但 

是，彩色马蹄莲的常规繁殖主要通过播种法和分生法 

进行。播种法周期长，繁殖系数小，而且变异大，很难 

保持彩色马蹄莲原有的优良性状；而分生法一般仅在 

休眠期进行，取小块茎种植，第2年方可开花，时间也 

比较长，且繁殖系数很小，因此，这两种繁殖方法远不 

能满足生产上的需要。而组培离体繁殖可以大大加 

快种苗繁育进程，这方面的研究国内较多 J，但对 

增殖培养条件的研究仅局限于激素影响，而缺乏动态 

的增殖情况观察。本文详细比较了彩色马蹄莲的丛 

生芽在 4种培养基上的各阶段增殖情况。 

1 材料与方法 

以彩色马蹄莲的橙黄色品种 ‘Golden Affairs’为 

试材。块茎保存在 4—10cI=。接种前洗净块茎表面 

泥土，挖取 1 cm×1 cm的芽眼，洗洁精刷洗表面后流 

水冲洗30 min，无菌条件下，经70％酒精浸泡30 S，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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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升汞处理，无菌水洗 5—8遍后，用无菌滤纸吸 

干水分，切去少许四周组织，将幼芽接种于 MS+BA 

0．5 mg／L+NAA 0．1 mg／L培养中。培养于 25±l℃ 

环境中，每天光照 12 h。长出愈伤组织后，转入不同 

的增殖培养基中，每种培养基接种 30小块。4种增 

殖培养基分别为：Z1：MS+BA 2mg／L+NAA 0．5ms／ 

L；Z2：MS+BA 0．5mg／L +NAA 0．1ms／L；Z3：MS+ 

BA 1mg／L+NAA 0．2mg／L；Z4：MS+BA 0．5mg／L+ 

NAA 0．5mg／L，培养后 20 d、30 d、40 d分别统计丛生 

芽重，计算增重率和生长速率。其中增重率为(培养 

后从生芽重 一培养前丛生芽重)／培养前丛生芽重； 

生长速率 ：增重率／培养天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激素对增殖培养的影响 

芽眼在初代培养基上经 7 d的培养，芽开始伸 

长，一般 1月后可形成愈伤组织，这时可转入增殖分 

化培养基中，诱导形成丛生芽。培养20 d后结果见 

表 1。结果表明z1、z2较适于苗形成，成苗数远多于 

Z3、Z4。根的形成与苗数成正相关，苗数多的块茎中 

产生的根也较多，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培养基 

中，同一培养基中的根形成数、根长也符合这一规律。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培养基间的差异达显著水平， 

进一步进行两两比较发现，z2与所有其他培养基间均 

有显著差异，而其他 3种培养基间差异达不到显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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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30 d后再次进行统计，发现 z3上的增重率 

远高于z1、z4，而与 z2相当，结果见表 2。 

表 2 彩色马蹄莲增殖培养 30 d后情况 

经40 d培养后，有些苗的叶片开始发黄，丛生芽 

已布满容器，称重后比较发现 z2、Z4的增重率高于 

另两种培养基，但方差分析结果却表明各培养基间的 

差异不显著。具体见表3。 

表 3 彩色马蹄莲增殖培养 40d后情况 

2．2 培养天数对增殖速率的影响 

将3阶段结果汇总后，计算生长速率，绘制增殖 

速率图见图 1。从图 l可见，zl、Z4表现出相似的规 

律，在30 d呈下降趋势后，经40 d培养反而出现增殖 

速率上升趋势。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其中的苗数较 

多，叶片生长较快引起重量的增加。z2、z3差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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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苗数也较少，可见成苗受 BA影响较大，高浓度 

BA不利于丛生芽增殖，可促进苗的形成；丛生芽的增 

殖则受 BA／NAA的比值调节，因此，从增殖 目的出 

发，应选用 z2、z3(BA／NAA=5)。计算平均 日增重 

率发现，z3培养基在 30 d达到最大增殖率，rZ2在培 

养 20 d时达到最大，40 d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如为 

获得最大程度的增殖，应以z2或 z3为增殖培养基， 

以30d为增殖周期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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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彩色马蹄莲增殖速率图 

3 结 论 

(1)Z1(MS+BA 2 mg／L+NAA 0．5 mg／L)、Z2 

(MS+BA 0．5 mg／L+NAA 0．1 mg／L)两种激素配比 

有利于丛生芽的形成，而 z2更有利于苗的增重。 

(2)丛生芽成苗受 BA／NAA的比值调节，最佳比 

值还需进一步研究。 

(3)在增殖培养时间方面，随着时间的延长，叶 

片出现黄化等现象，对植株的生长有不利影响。本试 

验表明以不超过30 d为宜，可获得较高的增殖效率。 

当前，在彩色马蹄莲的种苗产业化中，利用组织 

培养快繁获得种苗是主要繁殖手段。因此，获得高效 

的增殖效果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保证。本研究表明，在 

分析激素对丛生芽诱导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对增殖所 

需时间及对重量的影响，为进一步形成小籽球奠定基 

础，从而达到高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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