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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快繁体系建立的研究 

安永辉，薛俊，魏健 (长春师范学院，吉林长春l30032) 

摘要 [目的]为大规模快速生产芦荟组培苗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方法]以3个芦荟品种的茎尖分生组织为外植体，用含不同浓度 

6-BA和NAA的增殖培养基和含不同浓度NAA的生根培养基进行组织培养，研究不同培养基对芦荟组织发育的影响。【结果]在诱导芦 

荟侧芽分化的过程中，增殖培养基成分为Ms+6-BA 3．0 nc／L+NAA 0．2 mg／L时，诱导效果比较理想，平均诱导出3．6个芽；在诱导生根 

的过程中，生根培养基成分为 MS+ NAA 0．2～0．3 ms／L时，生根率较高，平均生根数为 7．8～8．2条，根较长且都为正常根。[结论]芦荟 

组织培养和快繁的培养基最佳配方为：增殖培养基 MS+6-BA 3．0mg／L十NAA0．2 nc／L、生根培养基 MS+NAA0．2～0．3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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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y on the Estab~ t ofP．~ id Propagation System of A／oe i,,elra 

AN Yong-lmi et al (Changchun Teachers University，Chan hun，Jilin 130032) 

【Objective]111e study aimed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rapid production oftissue culture seedli“ ofA／be uera on 1aI 

scale．1Methodf Wit}l the shoot apical meristem of3 A／oe uega varieties as explants，they were put in multiplication m~llll3S with different coucn．of6- 

BA andNAA and rooting n~ ulTIswith different conch．ofNAAfortissue cultrite andthe effect ofdifferent nlediuil~ oHtissue development ofA／oet 

was studied．IResultI 1heinduction effectWas I／IO1~idealwhenthe corcr~osition ofmultiplication nlo2liulnwasMS+6-BA 3．0 rw／L+NAA0．2 nv-／Lin 
the process of indueing lateral bud differentiation ofA／oe uel'a．and the average buds induced Was 3．6．，Ihe rooting rate was higherwhen the composition of 

rootinginediumwasMS+NAA0．2—0．3mg／L，andthe average nllmber of rootingwas 7．8—8．2and allthe rootswerelong andnorma1．【ConclusionJ 
The optimum fornmlaof themedium fortissue cultureand rapid propagation ofA／oe∞Drn wasthatthemultiplicationmedium ofMS+6-BA 3．0 n瑶／L+ 

NAA 0．2Ⅱl L and the rooting medium of MS +NAA 0．2—0．3 r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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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是一种多年生常绿肉质草本植物⋯1，含有数十种 

营养元素，具有抗菌消炎、清热解毒、提高机体免疫力及抗肿 

瘤、抗过敏、抗病毒、促进伤口愈合等作用，还具有减肥和美 

容的作用_2j。传统的芦荟繁殖一般采用扦插和分株的方法， 

但繁殖系数低，繁殖速度慢[3-4]。植物组织培养是利用细胞 

全能性，用无菌方法使植物体的离体器官、组织和细胞在人 

为条件下生长和发育的所有培养技术的总称，也称为离体培 

养l5-61。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可以有效去除病毒，提高繁殖系 

数，加快繁殖速度 J。笔者从材料的选取、芽的增殖、根的 

诱导和炼苗等方面对芦荟的组织培养进行了研究，旨在为大 

规模快速生产芦荟组培苗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_9 I1引。 

1 材料与方法 ． 

1．1 材料 试验材料芦荟来源于国联花卉，3个品种，选取 

富含优质健壮 1或2年生植株上端或吸芽的植株。 

1．2 方法 

1．2．1 取材与消毒。将材料中心部分切成小拇指大小，放 

入烧杯中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用浓度 2％洗洁精摇动 5 min， 

倒去洗涤剂，用自来水冲洗 30 min，然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浓度75％的酒精浸泡 1 min，以无菌水冲洗2～3次后，迅速倒 

人浓度 0．1％ngc12液中浸泡 10min，倾去 ngC12液再用无菌 

水冲洗4～5次，沥干水后接种备用lHI1 。 

1．2．2 培养条件。培养温度一般在25℃左右的恒温条件下， 

光照条件一般是 1 0130—1 500 lx，每日12～16 h，培养室要求清 

洁卫生，紫外线消毒，减少污染_】 J。 

在培养过程中，如出现杂菌污染，应及时将污染的培养基 

倒掉。对局部污染的试管或单三角瓶，可在无菌条件下，将愈 

伤组织或试管苗取出，接种到新鲜培养基中，继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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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试验设计。 

(1)初代培养。在无菌条件下，将经过消毒处理，切成小 

拇指大小的备用材料接种到 ÎS+6-B 1．0mg／L+NAA 0．2 

mg／L(A1)、MS+6-BA 3．0 mg／L+NAA 0．2 mg／L(A2)、MS+ 

6-BA 5．0 mg／L+NAA 0．2 ms／L(A3)、MS+6-BA 7．0 mg／L+ 

NAA 0．2 mg／L(A4)4种培养基上进行增殖培养，接种到M_s+ 

NAA 0．1ms／L(B1)、MS+NAA O．2mg／L(B2)、MS+NAA0．3 

mg／L(B3)、Ms+NAA 0．5 ms／L(B4)4种培养基上进行生根 

培养，培养基中都含有蔗糖 3．0％，琼脂 0．7％。芦荟组织培 

养的整个过程中温度控制在25℃左右，每天光照 12 h，光照 

强度 1(130～1 500 lx。 

(2)继代培养。当在初代培养基上培养 15 d时，将愈伤 

组织在无菌条件下从试管中取出，用无菌水冲洗数次，愈伤 

块上应无残留培养基。用解剖刀将愈伤块切成数个小块，再 

接种到装有新鲜愈伤培养基的三角瓶中，在与诱导愈伤组织 

相同的培养条件下继续培养。约 10 d后，小愈伤块即可长 

大。通过愈伤组织的继代培养可繁殖出大量接种材料，用于 

分化及增殖培养。 

(3)分化增殖培养。在无菌条件下，将愈伤组织取出，用 

无菌水冲净 ，切成小块 ，接种到分化培养基中进行培养 ，培养 

条件同愈伤组织培养。 

(4)诱导生根培养。待叶片长至2 cm左右时，将幼苗取 

出，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生根培养基中继续培养。 

(5)炼苗与移栽。移栽前 2—3 d将瓶盖打开，让组培苗 

逐渐适应外界环境，移栽时小心取出组培苗，洗净基部培养 

基，塞于河沙、腐殖土、田园土的混合基质中，移栽时深不埋 

心，浅不露根，炼苗 3—5 d，炼苗期间要防止阳光直射和基质 

过湿，保持温度 15～25℃，空气湿度70％～8o％。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的 6-BA和 NAA对芦荟芽的分化与增殖的影 

响 试验结果表明，MS培养基上的外殖体于接种后 25 d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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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开始萌动，培养40 d时统计结果见表 1。 

在芦荟诱导侧芽分化的过程中，采用 MS+6-BA 3．0 

m#L+NAA 0．2 L培养基效果比较理想。当在初代培养 

基上培养 40 d左右时，侧芽转接到 MS+6-BA 3．0 L+ 

NAA 0．2 H L的培养基上培养，20 d后每个芽周围又长出4 

～ 6个侧芽，此时即可切下进行继代培养。分化增殖培养约 

20 d后，愈伤组织可分化为小芽，并继续长出小叶片。 

2．2 不同浓度 NAA对芦荟生根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芦 

荟生根培养 15 d后分化出不定根，20 d后组织苗高6～10 cIIl， 

叶3～5片，叶色浓绿，有2～5 dn长的粗壮白根4～6条(图 1～ 

2)。由表2可知，NAA促进生根的最佳浓度为0．2～0．3 rr Ln 

表 1 不同浓度6-BA和 NAA对芦荟增殖的影响 

l~lble 1 Effects of6-BA and NAA at differont ec~ tions O11file propagation of A．Fera 

图 1 诱导生根 15 d后的芦荟 

rig．1 A／oe yera after root induction 15 d 

图 2 诱导生根 25 d后的芦荟 

rtg．2 A．ve／-a after root hl血K知 25 d 

表 2 不同浓度 NAA对芦荟生根的影响 

lhble 2 Eff eas of NAA atdifferent 130n~ oIlS∞ the rooang ofA．v唧  

2．3 炼苗与移栽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组培苗炼苗20 d左 

右，即可盆栽或移入大田，成活率可达70％。 

3 结论与讨论 

(1)从芽的分化与增殖情况来看，不同的培养基配方，芦 

荟芽的生长情况有所不同。有的叶色嫩绿，生长正常，有的 

叶色暗淡，生长缓慢，可见植物激素对植物的影响。从试验 

中可以看出，适合芦荟快速繁殖的最佳增殖培养基为 MS+6- 

BA 3．0mg／L+NAA 0．2mg／L。 

(2)在生根试验中，基本培养基为培养物提供了充足的 

营养，在根的培养阶段，大多数植物生根都需要生长激素。 

在一定范围内，生长素对离体根和芽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 

表现为，在较低浓度下可促进生长，较高浓度时抑制生长，不 

同器官对生长素的敏感性不同。试验中，生根培养基 MS+ 

NAA 0．2—0．3 mg／L上芦荟生根较好，生根率高，根数多，根 

长，并且为正常根。 

(3)试验发现，当接种芦荟苗过长(>2 era)时，生根效果 

不理想，这可能是过长的苗生理年龄较大，形态发生和器官 

形成能力下降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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