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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魔芋快繁体 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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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优良白魔芋新品种—— 大青秆不同组织为外植体，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和植株再生，试验 

结果表明：以叶柄为外植体 ，污染率低 ，愈伤诱导率达 85．71％，继代培养 中以MS+BA2mg／L+NAA 

0．01 mgm作为芽分化增殖的最佳培养基，将芽转接到MS+NAA0．5mg／L生根培养基上诱导生根，生根 

率达 100％。 

关键词：白魔芋：植株再生；污染率；诱导率 

中图分类号：$632．303．6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Rapid Propagation System of Amorphophallus al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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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alli were induced and plantlets were regenerated in vitro from different tissues of 

A morphophallus alb tL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tiole had 1OW contamination and the guidance rate 

amounted to 85．71％，MS+BA2mg／L+NAA0．01 mg／L was the best medium for bud breeding in subculture， 

the adventitious shoots developed extensive rooting system when they were transferred into MS+NAA0．5mg／ 

L，the rooting rate was amounted to 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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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魔芋(／l”wrphophdlus dbus)是天南星科魔芋属 

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块茎内含有大量葡甘露聚糖， 

在食品、医药、化工中具有广泛应用，具有较高开发利 

用价值【 。 

四川省宜宾市屏LLI县属金沙江河谷干热性气候， 

无霜期长，日照强，气温适宜，降雨量充沛，： 壤以成 

土母质形成的紫色土为主，含钾、含钙量较高，这一特 

殊的肾形干热气候带，孕育出这一地区白魔芋特有品 

种资源(大青秆、青麻秆、红麻秆)，其中以大青秆抗性 

好、产量高、品质优(精粉含葡甘露聚糖78．5％)，是目 

前生产上推广的主要品种。但长期以来，当地白魔芋 

耕作、栽培方式粗放，种植水平低，导致优 良魔芋品 

种——大青秆品种退化严重，白魔芋种植资源匮乏。 

采取组织培养技术进行品种复壮、种苗脱毒、种源扩 

繁等魔芋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困难，扩繁种源不仅不受 

自然季节的限制，而且可以解决冈种源需求远距离调 

种造成的种芋腐烂及带病问题，缓解种苗的紧张局 

面，对提高种苗质量，保持优 良品科，资源都具有重要 

意义。 

1．试验材料和方法 

1．1试验材料 

2005年 10月于屏山县大青杆选取表面较为光 

滑、无伤口的种芋，重60g左右，块径3cm左右。试验 

于2005年 10月开始，在四川宜宾职业技术学院生物 

工程技术中心进行。 

1．2 试 验 方 法 

1．2．1外植体处理方式 

f1)块茎处理：轻轻刮去表成泥土，放在干净的三 

基金项目：四川省宣宾市科技局重点项目“魔芋工厂化育苗及其产业化研究”(200401004)，魔芋高产栽培技术体系研究(200601023)。 

第一作者简介：王丽，女，1981年出生，四川农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植物细胞工程。通信地址：625014雅安 四川农业大学。 

通讯作者：傅体华，男，1964年I叶j生，四川安岳县人，四川农业大学教授，博士导师。研究方向：细胞遗传学。通信地址：625014雅安四川农业大学。周 

黎军，男，1965年出生，重庆开县人，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宜宾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作物育种学。通信地址：644003宜宾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E． 

mail： ybzy@163．tom。 

收稿日期：2007．0l-24，修回日期：2007．03．2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92·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Vo1．23 No．5 2007 M ay 

http：／／www．casb．org．cn 

角瓶里，在瓶 口蒙上一层纱布，然后放在水龙头下流 

水冲洗 60min，在 5℃冰箱中放置过夜。切成 2cm~ 

lcm~1cm的大方块在超净工作台上按表 1所示消毒 

方式处理后，在垫有无菌滤纸的培养皿和 2％柠檬酸、 

2％VC溶液的培养皿中下切割成0．5cm~0．5cm~0．2 

cm大小的组织块接种在 MS+BA 0．5mg／L+NAA 

0．5mg／L的培养基上，比较消毒效果。 

(2)叶片、叶柄处理：由魔芋根状茎萌发的叶柄 

表 l 白魔芋块茎的不同消毒方式 

序号 不同消毒方式 

酒精 15s，无菌水洗2次，O．1％HgClz12 min，无菌水洗4次 (每次5min，下同) 

酒精30s，无菌水洗2次，O．1％HgClzl2min，无菌水洗 4次 

酒精 15s，无菌水洗 2次，10％NaC1012rain，无菌水洗4次 

洒精 15s，无菌水洗 2次，10％NaClO6min，无菌水洗 1次，O．1％HgCh6min，无菌水洗 4次 

(10cm长)，经自来水冲洗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经 75％ 

乙醇处理 15s，0．I％HgC12处理 lOmin，将叶片在培养 

皿中切成 lcm 大小，叶柄切成 lcm长，接种于表2所 

示培养基中。 

1．2．2培养条件 

愈伤培养：愈伤诱导在黑暗条件下，观察愈伤组 

织形成情况。 

继代培养：由愈伤组织分化出的芽分别接种于 

6-BA和 NAA不同配 比培养基上，在 25+1℃条件 

下，黑暗培养 2周后，转入光强 1500Lx培养25d，每 

天照明时间为 14h，计量芽分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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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消毒方法对魔芋污染率和愈伤诱导率影响 

生根培养：通过继代增殖产生的魔芋丛生苗接入 

MS+NAA0．5mg／L培养基中光照条件下诱导生根。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消毒方法对魔芋污染率和愈伤诱导率影响 

获得无菌苗是组织培养的第一步，因此选择适当 

的消毒方法是降低污染率的同时保证较高的诱导率 

的关键。对块茎采取(表 1)四种消毒方式，发现约 45d 

后块茎开始膨大，从中间冒出白色突起或从旁边裂 

开，形成白色致密的愈伤组织，不膨大的材料随着培 

养时间的延长而不断褐变死亡。由图1知酒精浓度过 

高对外植体有一定抑制作用，HgC1 的作用效果比 

NaC10好，块茎的处理以酒精 15s，0．1％HgC1212min 

效果最好，而在2％柠檬酸及2％VC溶液的培养皿中 

下切割的块茎全部褐化死亡，可能是葡甘露聚糖遇水 

膨胀，携带了更多菌体所致。 

2．2不同外植体愈伤诱导率 

由于魔芋块茎愈伤组织诱导率低，而顶芽或皮上 

芽孢来源有限，因此通过比较叶片、叶柄、块茎诱导试 

验找出诱导率最高的接种材料。30d后统计愈伤诱导 

率，不同类型外植体愈伤形成不同，叶片扩大呈波浪 

状，最后颜色由绿转黄，但无愈伤组织形成；叶柄末端 

会膨大产生绿豆大小瘤状物，并不断增殖，形成的愈 

伤组织结构致密；块茎皮层和皮下组织顶部形成突起 

表 2 不同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率 

或从旁边开裂，以后体积增大形成的瘤状愈伤组织覆 

盖整个切块。不同类型外植体愈伤诱导率不同，如表2 

所示，叶柄平放置于在 MS+BA2mg／L+NAA0．2mg／L 

培养基表面中诱导率最高，达 85．71％，块茎皮层的诱 

导效果高于块茎内层，还可以发现BA／NAA高时利于 

叶柄的诱导，在 MS+BA1．5mg／L+NAA1．5mg／L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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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即BA／NAA为 1时，对块茎诱导效果较好，与黄远 

新(2003)t31找出的块茎最佳诱导培养基相同。 

2_3激素种类及配比对芽增殖系数影响 

激素种类及配比不同对芽分化影响较大，研究发 

现 BA与NAA配比下对芽的分化达到极显著[41，将以 

诱导发芽的愈伤组织在不同浓度的BA与 NAA配比 

下的培养基中统计芽分化系数如表 3所示，二者浓度 

不同其诱导频率有差异，以BA／NAA为200时增殖系 

数最高，说明BA／NAA浓度比高有利于芽的生长，但 

是 BA浓度过大对芽生长有一定抑制作用，因此选择 

MS+BA2mg／L+NAA0．01mg／L~ 芽分化的最佳培养 

基。 

表 3 BA和 NAA配比对芽分化系数影响 

培养基成分 

BA NAA 

接种数 分化数 分化系数 

2．4 诱 导 生根 

魔芋组培采用较多的途径是用外植体诱导愈伤 

组织，愈伤组织分化成不定芽，最后生根成苗，将丛生 

芽转接到MS+NAA0．5mg／L生根培养基上，生根率达 

100％。基部一般长出2～8条根，芽从鳞片内伸出并展 

开叶，形成完整的植株，与谢庆华(2004)t~研究相一致。 

3讨论 ． 

魔芋组织培养中对外植体消毒方式很多，主要是 

对主芽和皮上芽孢等都找到了较好的消毒方法 【6]，而 

块茎愈伤诱导率较低，主要是因为块茎体眠过长，一 

旦破坏组织，细胞内过氧化氢酶和多酚氧化酶活性增 

加，组织易出现褐化。尽管选取的球茎以表面较为光 

滑、无伤口、健康的球茎材料，但是从外皮到内部组织 

带病菌较多，通过不同的消毒方式目的在于找出魔芋 

块茎生长的最适处理方法，对块茎的处理以酒精 

15s，0．I％HgC1 12min，效果最好，同时也比较了在无 

菌滤纸上切割和 2％柠檬酸及 2％VC溶液中切割效 

果，发现柠檬酸和 VC对抑制褐化作用不大，甚至污 

染率更大，与刘贵周【7]研究不一致，其原因可能是因为 

大青秆块茎内葡甘露聚糖含量高，葡甘露聚糖遇水膨 

胀，携带了更多菌体所致。 

对于长期暴露于大田中的各种各样的污染源，致 

使所取材料严重被污染，用其做试验材料，外植体的 

灭菌的时间相对较长、难度相对较大，结果污染率较 

高，而通过在室内栽培由根状茎萌发的子叶是受污染 

较轻的试验材料。叶柄具愈伤组织诱导频率高，试验 

重复性好，易消毒等优点，是魔芋起始培养较理想的 

材料，建议以魔芋原原种萌发的叶柄为最佳接种材料 

取材易、诱导率高，而且不影响下面微型芋的生长。 

激素浓度配比对魔芋继代增殖系数增大有明显的作 

用【8]，BA和NAA对魔芋组织培养继代增殖系数的影 

响，以MS+BA2mg／L+NAA0．01mg／L最佳，既可以使愈 

伤组织旺盛生长，又可以一次分化出较多的芽，便于 

扩繁和分次出苗的批量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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