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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薯优良品种 “华南 1 24”的组织培养 

李 斌 黄永才 覃剑锋 杨美纯 

( 广西中医学院，南宁 530001； 广西药用植物园；。广西大学) 

摘 要：以 “华南124”带腋芽的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分别在无性培养系建立，芽的增 

殖，生根和移栽4个阶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MS+6一BA 1．0 mg·L 培养基较适合诱导腋芽萌 

发；MS+6一BA 2．0 mg·L 适合作为组培苗的增殖培养基；1／2MS+NAA 0．1mg-L 作为组培苗的 

生根培养基较好。组培苗移栽成活率在 70％左右，气温低，基质水分多易造成移栽组培苗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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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薯 (Manihot esculenta Crantz)又名树薯，树 

番薯 ，木番薯，是 大戟科 (Euphorbiaceae)木薯 属 

(Manihot)植物。木薯是重要的淀粉作 物，是世界 

三大薯类作物 (木薯、甘薯、马铃薯)之一，是仅 

次于水稻 、玉米、高粱的第 四大热带作物。木薯具 

有全 年可种植，易栽 培，高度 耐旱，病虫 害较少 ， 

单产较高等优 良特性 ，广 泛分布在全球 的热带 和亚 

热带地区。 

种植木薯要想获得高产量和高淀粉含量，选用 

优良品种是关 键。目前 生产上木薯多采用成熟 的茎 

段进行繁殖 ，这种方式繁殖率低 ，不利于优 良品种 

大规模迅速推广。随着木薯优 良品种不断推出，品 

种更新速度加快。利用组织培养技 术快速繁殖木薯 

优良的无性系 ，是加速木薯 良种大面积推广的有效 

途径。由于木薯品种不同 ，其基 因型也不相 同，组 

织培养方法也不尽相 同。本试验研究优 良品种 “华 

南 124”无性系组织培养技术，为其种苗的快速繁殖 

和推广提供参考依据。 

“华南 124”简介：株高 1．8～3．0 ITI，主茎分枝 

部位高，分枝角度小 ，节间密 ，株型好 ，茎灰绿色。 

裂叶狭长 ，厚而浓绿 ，叶柄紫色。薯块大而长，薯 

皮薄，浅黄 色．肉质 细 嫩。鲜薯 淀粉 含量 27％ ～ 

30％。对土质要求不严，适应性广，抗寒、耐旱力 

强，氢氰酸 (HCN)含量低，属甜昧种。种植后 9 

个月可收获，一般 667 ITI 产可达 3～4 t。 

收稿 日期 ：2008—03一O2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华南 124”健壮植株上的腋芽。 

1．2 试验方法 

取主芽或侧 芽约 10 cm 长 的茎段，切除 叶片， 

用洗衣粉溶液浸泡 10～15 min，自来水冲洗 10～15 

min，然后切成带有 1～3个腋芽约 1 cm长的小段 ， 

在超净工作台中用 75％酒精进行表面灭菌 45 S，无 

菌水冲洗 1次 ，再放人 0．1％ HgC1，溶液中分别灭菌 

8 min、9 min，期 间不时地摇动，无菌水漂洗 5～6 

次，接种到初代诱导培养基中，培养 7 d后统计污染 

率和萌芽率。将初代培养获得 的无菌苗切成带有 1 

节的茎段接种至增殖培养基 中，30 d后统计芽增殖 

系数 、芽基部愈伤组织发 生程度和 芽生 长情 况等。 

将约 2 cm长的单芽插人生根培养基，20 d后统计平 

均苗高、平均根数、平均根长和苗生长情况。 

以上各试验均重复 3次，均以 MS为基本培养 

基。试验材料均在 25±5℃ 的培养室 中培养，每天 

光照 12 h，光照强度 1600～2000 lx。 

2 结果与分析 

2．1 无性培养系的建立 

外植体接种后 3～4 d腋芽开始萌发，芽生长快。 

在 6～BA 0．5 mg·L 的培养基 中，芽较细，培养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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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后，芽高2～4 cm，茎节问长，茎段基部切El处稍 

有些膨大。在 6一BA 1．0 mg·LI1的培养基中，芽较 

粗，培养 12 d后，芽高 1～2 cm，茎节问短，茎段基 

部形成少量愈伤组织。萌发的小苗具有 3～5片正常 

叶，叶片绿色，茎淡绿色。2种诱导培养基中，MS 

+6一BA 1．0 mg·LI1培养基较适合诱导腋芽萌发。 

升汞不同灭菌时间的灭菌效果具体见表1。 

表 1 灭菌效果及腋芽萌发情况 

2．2 芽的增殖培养 

在增殖培养基 中添加 6～BA，不 同浓度 的 6一 

BA均能诱导丛芽形成 ，结果见表 2。随着 6一BA浓 

度的增加，芽基部黄白色的愈伤组织体积也随着增 

大。当 6一BA浓度高于 2．5 mg．L|1时，丛生芽下部 

的叶片上也产生愈伤组织。在不添加 6一BA、NAA 

的 MS培养基中，腋芽生长较快 ，但不能形成丛芽。 

在 6一BA浓度为 0．5 mg·L。。，能诱导产生少量丛 

芽 ，但芽生长较弱 。当 6一BA浓度为 2．0 mg·LI1 

时，芽生长较好，芽健壮，节问较短。而当 6一BA 

浓度达 3．0 mg·L|1时，丛芽有些茎叶生长畸形 ，出 

现玻璃化现象。在较适合诱导丛芽形成的含有 6一 

BA的增殖培养基 中，即 6一BA浓度为 1．0 mg·L。。、 

1．5 mg·L。。、2．0 mg·LI1培养基 中添加 NAA 0．05 

mg·LI1进行 比较。实验结 果表 明培 养基 中添加 了 

NAA后 ，丛芽下部的愈伤组织增加 ，多呈松散颗粒 

状，芽的数量有所减少，芽的平均高度略有增高， 

芽稍弱。这说明 NAA促进芽伸长生长和愈伤组织形 

成 ，使芽细弱 ，产生 的芽数减少 。可见芽的增殖培 

养基 中不需要附加 NAA ，加 入合适浓 度的 6一BA 

即可。经过分析比较，MS+6一BA 2．0 mg·LI1较适 

合芽增殖，该培养基能诱导形成丛芽，芽的增殖系 

数较高 ，部分丛芽有 8～12个芽，生长健壮。丛芽 

25～30 d继代 1次较好，这样丛芽生长速度快，健 

壮。本试验中的组培苗继代了十几代，生长 良好， 

未发现有退化现象。 

表 2 6一BA和 NAA对诱导芽增 殖及生长的影响 

注：一：无愈伤组 织或很 少 ；+：愈伤组 织直径 <0．5 cm； ++：愈伤组织 直径介 于 0．5～1．0 cm之 间；+ ++：愈伤组 

织直径介 于 1．0～1．5 cm之 间； ++++：愈伤组 织直径 >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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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根的诱导 

2．3．1 IBA、NAA对生根的影响 

在本试验设计的各处理组中，所有苗都是 100％ 

生根 ，而且 出根 的时间 大致相 同 (见表 3)，可见 

“华南 124”生根很容易。经 IBA诱导的苗虽然根数 

较多，但是苗细弱 ，根 细长 ，不 如纯 MS和添加有 

NAA处理的苗壮 ，因此 NAA 诱导生根 的效果优于 

IBA。在 NAA的处理中，芽的切 口处长出一些 白色 

的愈伤组织。随着 NAA浓度 的升高，则愈伤组织增 

多。经比较，在 MS+NAA0．1 mg·L 培养基中， 

幼苗较健壮，根的长度和数量较适合。 

表 3 IBA、NAA对生根的影响 

2．3．2 大量元素和活性炭 (AC)对生根 的影响 

将较适合生根的MS+NAA 0．1 mg·L 培养基 

中的大量元素减半，即 1／2MS+NAA 0．1 nag·L 培 

养基进行诱导生根试验，结果表明 1／2MS培养基对 

生根的诱导效果与 MS相差不大，因此用 1／2MS+ 

NAA 0．1 nag·L 进行生根培养较为经济。在生根培 

养基 1／2 MS+NAA 0．1 nag·L 中附加 0．1％活性 

炭，结果表明生根培养基中加入活性炭后，茎切口 

处无愈伤组织，平均苗高、根数 、根 长与对 照相差 

不大。由此可见，生根培养基中可不附加活性炭。 

2．4 移栽 

在木薯组培苗假植之前，对沙床进行灭菌，本 

试验采用山东绿丰农药 有限公司生产的土菌灵 (强 

力敌克松)20％可湿性粉剂按 4～7 g·m 的用量与 

沙混合均匀 ，3 d后进行假植。 

移栽之前，把苗高2 C1TI以上，每株根数 3条以 

上，根长约 1 C1TI以上的瓶苗移到室外荫棚 内 (自然 

散射光光强5000～7000 lx)炼苗 1周左右以后，将 

小苗从固体培养基中取出，洗干净苗根部的培养基， 

再用 0．1％的 KMnO4溶液浸泡灭菌 5 S左右 ，立即 

将小苗假植于细沙沙床中，然后覆盖塑料薄膜保湿。 

由于膜内湿度大，假植 1～2 d后，每天的中午前后 

要适 当的通风透气。2周后 ，组培苗的假植成活率在 

70％左右 。 

当假植成活的木薯小苗有新根、新叶长出时， 

取出小苗，移栽人菜园熟土与细沙按 1：1混合的基 

质中，置人塑料大棚 内，每天要通风透气 ，一周 以 

后可放置 于露天环境 ，移栽 5 d后要 喷施 0．1％～ 

0．2％的复合肥。假植苗移栽成活率达90％以上，小 

苗的长势 良好。 

3 讨 论 

在木薯组培苗假植过程 中，温度和水分对成活 

率影响较大。气温低、基质水分多易造成幼苗死亡。 

“华南 124”假植成活率在 70％左右，假植基质只用 

了河沙一种，其它基质 (珍珠岩、蛭石、塘泥等) 

对组培苗移栽的影响有待于研究。另外，假植试验 

最好在温室中进行，方便管理和控制。 

在木薯组培快繁技术 比较成熟的情 况下，应进 

一 步进行木薯的脱毒培养研究，以获得更加高产优 

质的木薯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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