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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对香蕉组织培养的影响 

赵丽华 

(西昌学院园艺系 ，四川 西 昌 61 5013) 

[摘 要]对广东2号组织培养的 3个阶段进行了不同植物激素浓度的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其组织培养各阶段 的较适 

宜的植物激素浓度为，诱导芽分化的BAP浓度为 10／~mol／I 、KT为 50／~mol／I ，增殖培养基 BAP为22／~mol／I ，生根的 NAA 
浓度 为 l tz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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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Hormone Concentration on Tissue Culture of Banana 

ZHAO I i—hua 

(Horticultural Department，Xichang College，Sichuan 615013，China) 

Abstract：The tissue culture of Guangdong 2(banana variety)with thre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different hormone concentration on tissue culture of Bana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um 

concentrations of BAP and KT are 10 tLmol／L and 50／~mpl／I for inducing the bud differentiation of banana respectively，the 

optimum BAP concentration is 22 tLmol／L for reproductive culture and the optimum NAA concentration is l／~mol／I for 

r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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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Musa cavendishii)属芭蕉科的长绿多年 

生大型草本植物 ，是热带主要水果之一 ，传统种植香 

蕉的方式是采用吸芽和地下茎切块繁殖 ，这样的繁 

殖方法繁殖效率低，容易传播病害而引起种性退化， 

不容易取得纯种而导致品质和产量下降。对香蕉采 

用组织培养技术可使香蕉的繁殖率大大提高，一年 

中繁殖率可达几千倍，而且有利于提高种性。目前， 

香蕉工厂化育苗在许多国家已普遍应用于生产，在 

我国始于 20世纪 8O年代中期，广东、广西、海南等 

许多地区已相继建立工厂化育苗的商品性生产体 

系，不少组培厂家较深入地研究了光照、气体环境， 

特别是容器中 CO：对分化苗的增殖、生长和苗质量 

的影响。近年来生产上采用的香蕉种苗 9O 以上 

是组培苗。香蕉广东 2号因其具有产量高，抗性强 

等优点，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已进行大面积推广， 

对广东 2号组培技术进行研究，可以为香蕉产业 化 

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材料取自云南省大沙坝村乡农家果园广东 

2号(原名 631)茎尖。 

1．2 方法 

1．2．1 外植体的消毒方法及培养条件 选取植株 

表型良好、生长健壮、优质高产、没有病虫害的香蕉 

作母体。在吸芽茎尖处用 7O 酒精进行表面消毒， 

切取带有生长点的茎尖，将香蕉吸芽切成 2 CITI× 

2 ClTI×2 ClTI带有生长点的小块 ，洗净后放入 7O 酒 

精中，浸泡 1～2min，用蒸馏水冲洗 3～4次，将茎尖 

切成厚 1 ITIITI、5 ITIlTl×5 ITlm 带有生长点的薄片待 

用。 

培养温度 28～3O℃，诱芽阶段光强 1 000～ 

1 200I x；增殖阶段进行暗培养；生根阶段控制光强 

在 1 300～1 500Lx。培养基 pH 5．8～6．0l_lj。 

1．2．2 诱导芽培养 将带有生长点的薄片移植到 

不同BAP浓度培养基上，接种 5周后统计出芽率， 

从诱导培养基 中选 出最优 BAP浓度，以此为基础， 

配制不同 KT浓度的培养基，将带有生长点的薄片 

移植到 KT培养基上，接种 5周后统计出芽率，选出 

最优的诱导培养基。每次每种诱导培养基培养 3O 

瓶，3次重复。 

1．2．3 增殖培养、生根培养 将诱导芽培养基培 

养的芽移植到增殖培养基中，3周后统计愈伤组织 

的存活率。将增殖培养的无根苗转入生根培养基 

中，培养 5周后统计成苗百分率。每次每种培养基 

培养 30瓶，3次重复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 BAP、KT浓度的培养基诱导芽效果 

接种 5周后统计出芽率。对结果进行 SSR法 

差异显著性测验可知 ，4种不同 BAP浓度处理对香 

蕉诱芽培养的出芽率均达极显著水平(表 1)。不同 

KT浓度：处理 7与处理 5、6、8达极显著水平，处理 

5、6、8三者间不显著(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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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BAP浓度的培养基诱导芽的效果 

表2 不同KT浓度的培养基的出芽数 

由图 1可知，不 同 BAP处理的出芽率在无 

BAP时很低 ，BAP为 0～10~mol／L时出芽率渐增 

加，当 BAP超过 10~mol／L后开始下降。试验表 

明：促进香蕉芽分化的 BAP最佳浓度为 10 tool／ 

L，低浓度的 BAP促进香蕉芽分化 ，高浓度 的 BAP 

抑制香蕉芽分化，这可能与香蕉品种、外植体的部位 

和大小、外植体与培养基的接触程度有关。不同 

KT浓度处理中，在 KT浓度为 0～50~mol／L时出 

芽率逐渐增加，在浓度为 50“mol／L时香蕉芽的出 

芽率最高，当 KT浓度超过 50~mol／L时，随着 KT 

浓度的继续增加，出芽率下降。KT的浓度对芽的 

影 响 较 大，其 促 进 香 蕉 芽 分 化 的 最 佳 浓 度 为 

50~mol／L，当浓度不合适时则产生抑制作用。 

幽 1 不 同 BAP 厦、KT 厦诱 导牙的 出牙翠 

2．2 增殖培养 

增殖培养愈伤组织的存活率、生根培养苗的成 

苗率见图 2，对图 2的结果进行差异显著性测验，增 

殖培养处理 1O与处理 9、11、12达极显著水平，处理 

9与处 理 11达 显著差异 、与处理 12达极显 著水平 

表 3 不同 BAP浓度的生根培养基的效 果 

表 4 不同 NAA浓度的生根培养基的效果 

(表 3)。生根培养处理 14与处理 13、15、16均达极 

显著水平，处理 15与处理 13、16达极显著水平，处 

理 13、16两者间不显著(表 4)。 

由图 2可知，增殖培养 BAP的浓度从 2．2～ 

22~mol／L香蕉芽 的存 活率 逐级增加 ，当浓 度超过 

22~mol／I 时，香蕉愈伤组织的存活率随之下降，结 

果表明，增殖培养基 BAP的最佳浓度为22 mol／L； 

生根培养随生长素 NAA用量在 0～1 mol／L时， 

苗的生根率逐渐增加，当浓度继续增加，苗的生根率 

逐渐下降 ，结果表 明，其最 佳生 根的 NAA 浓度为 

1~mol／L。 

BAP(p,mol／L) NAA(p,mol／L) 

图2 不同BAP浓度培养基愈伤组织的存活率和不同 · 

NAA浓度培养基的成苗百分率 

3 小结 

对香蕉进行组织培养有利于提高香蕉的繁殖速 

度，提高种性。本实验对广东2号的茎尖进行组织培 

养时，采用不同植物激素浓度做对比实验，结果表明， 

在组织培养不同阶段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的用量不 

同，其结果有很大的差异，生长素促进根的生长，细胞 

分裂素促进芽的生长，但浓度过高会起抑制作用。通 

过实验得出，诱导发芽最佳培养基为：MS+BAP 

10~mol／L+KT 50~mol／L+IAA 1／．tmol／L+蔗糖 

30g／L；增殖最佳培养基为：MS+IAA 1 mol／L+ 

BAP 22~mol／L+2，4-D 0．4~mol／L+蔗糖 30 g／L； 

生根最佳培养基为 MS+NAA 1 mol／L+BAP 

1 ttmol／L+KT 4．5 timol／L+蔗糖 3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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