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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巴戟的组织培养及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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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海巴戟(Morinda citrifolia L．)。 

2材料类别 从美国加里福尼亚叶启恩先生处得到 

大溪种海巴戟种子，擦伤外壳后播种于砂盆中， 

可比未用粗砂擦伤外壳的提前4个月发芽(后者为6 

个月)，植株长出2片完全叶时，取茎段和顶芽 

作实验材料。 

3培养条件 芽诱导培养基：(1)MS+6一BA 1．5 

mg．L0(单位下同)，(2)MS+6一BA 1．0+NAA 0．2； 

芽增殖培养基：(3)MS+6一BA 0．5+NAA 0．5；生 

根培养基：(4)1／2MS+NAA 0．5。上述培养基中 

均加入 3％蔗糖和0．7％琼脂粉，pH 5．8。培养 

温度为(26±2)℃，光照时间 12 h．d～，光强为30-40 

lamol·m-2．s～。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无菌外植体的获得 选取健壮海巴戟幼苗，用 

刀去掉根部，余下的全作为外植体，置烧杯中， 

用自来水流水冲洗 30～60 min。在无菌条件下， 

先用75％酒精浸泡 10 S，再用0．1％的升汞(HgC12) 

消毒8~10 min，无菌水冲洗 5~6次。 

4．2芽的诱导和增殖 外植体以无菌滤纸吸干水分， 

手术刀分割茎段、顶芽，每段约 1．0 cm，分别 

接入培养基(1)、(2)上，每瓶接 1个外植体。在 

培养基(1)上，接种 15 d，茎段、顶芽切口处开 

始膨大并出现浅绿色组织，培养25~30 d，形成 

小丛生芽；而在培养基(2)上丛生芽出现较缓慢。 

培养约40 d，丛生芽长到 1 cm(图 1一a)时切取， 

接到培养基(3)上进行继代培养。一般每隔30~40 

d继代 1次，芽的平均增殖系数约为 5倍。 

4．3生根诱导 丛生芽继代培养后，将长势一致、健 

壮的无根小苗(苗高2～3 cm)进行生根培养。分割 

丛生芽，接种到培养基(4)上。10 d可生根，30 d 

后生根率可达85％(图 1_b)，每株的根数有4 条。 

4．4试管苗移栽 当生根试管苗长到3 cm高时， 

先在室温下培养7 d，而后打开瓶盖炼苗 3～4 d， 

小心地从瓶中将试管苗取出，用 自来水洗净根部 

的培养基，移栽到已消毒过的珍珠岩与砂石的混 

合基质中，并覆盖塑料薄膜，控制好温度和湿 

度，成活率达 90．5％。 

5意义与进展 海巴戟是茜草科巴戟属热带多年生 

小乔木，发源于太平洋南部岛屿，我国南海诸岛 

也有生长，是南太平洋群岛居民主食之一，也是 

许多热带地区居民的保健食品。其果实、根、 

茎、叶和花均可食用，含有上百种有机和无机的 

有效物质，含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及各种强还原物 

质 ，具有修复功能，对癌症、肿瘤、心脏病、 

中风 、高血压、关节炎、消化不 良、糖尿病、 

痛风、肝炎有一定的疗效，是一种珍贵的药材。 

太平洋群岛波利尼西亚人用海巴戟治疗疾病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海巴戟常规繁殖系数极低，且 

生长缓慢，难以形成规模。采用组织培养快速繁 

殖技术对解决上述难题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海巴戟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尚未见报道。 

图 1海巴戟的丛生芽(a)和生根培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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