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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辣木种子消毒试验结果表明，用 15％H202浸泡 6—8 h、0．1％升汞处理 25 min后将种子接种于 MS培养基中，l0 

d后种子发芽率达 78．2％。组培试验结果表明，在 MS+6一BA 0．10 mg／L+KT 0．50 mg／L培养基中，辣木茎段产生大量不定芽， 

繁殖系数为 6．0倍，芽生长良好 ；将不定芽切割后接种于 MS+6一BA 0．10 mg／L+KT 0．50 mg／L培养基中，增殖倍数可达 4．8 

倍 ：在 1／2MS+IBA 0．1 mg／L培养基中，小苗生根率高达 98％，平均单株生根数和根长分别为 4．8条和 2．0 cm；将生根苗移 

栽于珍珠岩+营养土(1：2，V／V)的混合基质中，30 d后移栽成活率达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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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sinfectionn effects of Moringa oleifera Lam seeds soaked by 15％ H202 for 6-8 hours，0．1％ HgCI2 for 25 

minutes were preferable．And the germination rate of seeds was up to 78．2％ after being inoculated on MS media for 10 days．On 

the media of MS+6一BA 0．10 mg／L+KT 0．50 mg／L．the segment produced lots of adventious buds。the reproductive coefficient 

was 6．0．On the same media of MS+6-BA 0．1 0 mg／L+KT 0．50 mS／L。the proliferation multiple of cutted adventious buds reached 

4．8．On the media of 1／2MS+IBA 0．1 mg／L．the rooting rate of seedling was up to 98％，the rooting number was 4．8 and length 

was 2．0 cm．Th e survival ratio was 80％ when rooting seedlings were tran splanted on the mixed stroma of pearl stone and 

nutrition soil(1：2，V厂v)f0r 3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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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木(Moringa Oleifera Lam)，又称鼓槌树，为辣木 

科(Moringaceae)辣木属(MoringaAdons)多年生速生乔 

木．原产于印度西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南麓，现广泛种植 

于亚洲、非洲和中美洲的30多个热带、亚热带国家和 

地区【l1。辣木用途广、经济价值高，是一种多功能的经济 

树种．其叶片、果荚、种仁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纤维、 

蛋白质以及钙、镁 、磷、钾等人体必需矿物质元素[21；其 

药用价值也很高，叶片中的糖苷类化合物具有降血压 

功效，果荚可治疗肝、脾疾病和关节炎，树根、树皮、树 

脂等也可用于某些疾病的治疗。 

在辣木原产地，由于资源丰富，通常采用种子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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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扦插进行繁殖。但是，随着辣木使用功效和潜在市场 

价值的发现．种植辣木的地区越来越多，传统的种子育 

苗已不能满足市场需要[21。为此，开展辣木组培快繁技 

术研究可以解决引种初期面临的种苗缺乏问题。在辣 

木组织培养方面，国内仅有一篇相关报道[31；而利用辣 

木种子产生不定芽的微繁殖，国内外尚未见报道。本研 

究对辣木的种子消毒方法，以及不定芽诱导、增殖、生 

根培养基的配方和移栽基质进行了探讨，以期筛选出 

最佳的种子消毒方法和繁殖培养程序，为辣木的组织 

培养和快速微繁殖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种子消毒试验 

选择饱满无皱缩的辣木种子，去除纸质白翼，用清 

水洗净、15％H 0 浸泡 6～8 h后，采用不同消毒方法 

(0．1％升汞 25 min、0．2％升汞 20 min、饱和漂白粉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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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in、75％酒精 0．5 min+0．1％升汞 25 rain、5％高锰酸 

钾 25 min)进行消毒。消毒灭菌后在无菌操作台上用 

无菌水冲洗种子 4～5次(每次 5 rain)，然后用干燥无 

菌滤纸吸干表面水分。最后将种子接种于 MS培养基 

(每升附加蔗糖 30 g、琼脂 6 g，pH值为 5．8)中，接种后 

置于培养室(自然光照、室温)中培养。每个处理 3次重 

复，每个重复 30瓶以上，每瓶接种 1粒种子。接种后 

10 d调查种子的污染率、死亡率和发芽率。 

1．2 诱导培养试验 

1．2-1 不同激素种类诱导培养试验 以 MS培养基为 

基本培养基 ，设 6一BA、NAA、KT (均设 0．2、0．5、0．8 

mg，L等 3个浓度)不同激素种类处理，将种子发芽得到 

的无菌苗切成 2段接种于同一个培养瓶中。培养条件 

同 1．1。每个处理 3次重复，每个重复 30瓶 ，每瓶接种 

2段。接种后 15 d调查不定芽的繁殖系数芽和长。 

1．2．2 不同激素配比诱导培养试验 根据预处理试验 

结果和相关资料翻。将辣木无菌苗茎段接种于添加了不 

同激素配比 fNAA 0．05 mg／L+6一BA 0．10 mg／L+KT0．50 

mg／L、NAA0．20 mg／L+6一BA0．20 mg]L+KT1．50 mg／L、 

6-BA0．10 mg]L+KT0．50 mg／L、NAA1．00mg]L+6-BA0．50 

mg／L+ KT5．00 mg／L、NAA0．50 mg／L+ 6一BA 1．00 mg／L 

+KT5．00 mg，L)的MS培养基中培养，接种方法和培养 

条件同 1．2．1。每个处理 3次重复，每个重复 30瓶，每 

瓶接种 2段。接种后 15 d调查愈伤组织和不定芽的生 

长情况，统计繁殖系数。 

1．3 增殖培养试验 

将诱导的单芽或丛生芽切割后接种于增殖培养基 

中，增殖培养基的设置同 1．2，培养条件同 1．1。每个处 

理 3次重复，每个重复 30瓶，每瓶接种 4个芽。接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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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d统计芽的增殖倍数。 

1．4 生根培养试验 

将增殖形成的 1～2 cm的健壮小苗接种于分别添 

加了 IBA、NAA (均设 0．05、0．10、0．20、0．50 mg／L等 4 

个浓度)的 1／2MS培养基(每升附加蔗糖 15 g、琼脂 6 

g，pH值为 5．8)中，培养条件同 1．1。每个处理 3次重 

复 ，每个重复 30瓶 ，每瓶接种 4株小苗。接种后 15 d 

统计生根率、单株生根数和根长。 

1．5 移栽试验 

将辣木生根苗置于露天炼苗 7 d后取出．用自来 

水洗净根部琼脂 ，然后用 50％多菌灵 1 000倍液浸泡 

20 S。用湿毛巾吸干表面水分后移栽于经消毒的珍珠 

岩+营养土(1：2，V／v)混合基质中，移栽后 30 d统计小 

苗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种子消毒试验 

从不同消毒方法对辣木种子的消毒效果(表 1)可 

见，5种消毒方法均能达到一定的消毒效果。其中，饱 

和漂白粉溶液 20 min处理和 5％高锰酸钾 25 min处 

理的种子污染较严重。污染率分别达 53．2％和 38．9％， 

种子周围出现一层白色不透明的物质。据观察是种子 

内部的分泌物感染细菌后引起的；升汞消毒处理的种 

子污染较轻 ，0．2％升汞 20 rain处理和 75％酒精 0．5 

min+0．1％升汞 25 rain处理的污染率仅为 l1．2％和 

9．4％、但死亡率却高达 31．8％和 50．0％，而 0．1％升汞 

25 rain处理的种子发芽率较理想，达 78．2％。说明辣木 

种子消毒采用0．1％升汞处理 25 rain较适宜。 

2．2 诱导培养试验 

表 1 不同消毒方法对种子的消毒效果 

2．2．1不同激素种类对辣木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据观 

察 。同一株苗的上段茎尖诱导出的腋芽在接种后 5 d 

开始萌动 ，下段茎段在接种后 3 d开始膨大、产生少量 

愈伤组织。接种后 10 d愈伤组织长出大量不定芽。既 

有单芽，也有丛生芽。从接种后 15 d的诱导结果 (表 

2)可知，随着 6一BA浓度的提高，不定芽的繁殖系数也 

不断提高。当6一BA浓度为 0．8 mg／L时繁殖系数高达 

5．44倍：随着 NAA和 KT浓度的提高，不定芽的繁殖 

系数逐渐降低，最高时也不到 3倍。从表 2还可看出， 

6一BA对促进不定芽伸长的作用比NAA和 KT略差， 

说明6一BA有利于不定芽的增殖。而NAA和KT更有 

利于不定芽的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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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激素种类对辣木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注：繁殖系数：诱导后芽数，诱导前芽数 

2-2_2不同激素配比对辣木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将辣木 

茎段接种于添加了不同激素配比的 5种培养基中．培 

养3 d后基部开始肿大并产生少量愈伤组织，接种后 

15 d各培养基处理的愈伤组织都很明显 ，且均诱导出 

不定芽。其中，6一BA0．10 mg／L+KT0．50 mg／L处理的诱 

导效果最好，繁殖系数达 6．0倍 ，愈伤组织出现最早 、 

而且较疏松 ，芽伸长不明显 ，丛芽明显；NAA0．05 mg／L 

+6一BA0．10 mg／L+KTO．50 mg／L处理 和 NAA0．50 mg／L 

+6一BA 1．00 mg／L+KT5．00 mgm处理诱导不定芽的效 

果较明显，繁殖系数分别为 4．2倍和 3．5倍，丛芽明显； 

而 NAA0．20 mg／L+6一BA0．20 mg／L+KT1．50 mg／L 和 

NAA1．00 mg／L+6一BA0．50 mg／L+KT5．00 mg／L诱导不定 

芽的效果最差 ，繁殖系数仅为 3．0和 3．5倍，芽伸长不 

明显，丛芽也不明显。 

2．3增殖培养试验 

试验采用添加了不同浓度 6一BA、NAA、KT的培养 

基进行辣木不定芽的增殖培养，结果表明，NAA和KT 

对芽增殖的影响不明显，同时添加这 2种激素的培养 

基的芽增殖倍数均不足 3倍，而 6一BA浓度为 0．80 

mg／L时芽的增殖倍数最高，为 4．5倍。试验结果表明， 

适于辣木不定芽继代增殖的培养基为 MS+6一BA0．10 

mg／L+KT0．50 mg／L，增殖倍数可达 4．8倍 ，这与不定芽 

诱导的最佳培养基配方相同，大大简化了组培程序，降 

低了辣木组培的成本。 

2．4 生根培养试验 

由表 3可以看出，当IBA浓度为 0．10 mg／L时，辣 

木小苗的生根率最高(98％)，且主根白色、粗壮，单株 

生根数达 4～5条 ，平均根长为 2．0 cm；在添加了 NAA 

的培养基中，小苗的生根率随NAA浓度的提高而降 

低，生根率仅为 40％～80％，单株生根数为 1．7～2．3条， 

不利于移栽成活。 

表3 不同激素种类对辣木生根诱导的影响 

2．5 移栽试验 

将生根苗露天炼苗 7 d后，移栽于珍珠岩+营养土 

(1：2，V／、，)混合基质中，30 d后移栽成活率达 80％。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辣木种子消毒的最佳方法是 

15％H202浸泡 6～8 h后再用 0．1％升汞浸泡 25 rain，发 

芽率可达78．2％；辣木不定芽诱导和增殖培养都可采 

用 MS+6一BA0．10 mg／L+KTO．50 mg／L培养基，繁殖系数 

和增殖倍数分别达6．0倍和 4．8倍，形成不定芽所需的 

时间短，且丛生芽数量多、质量高，由于辣木不定芽生 

长非常迅速，营养消耗也快，建议 20 d左右更换 1次 

培养基：适于辣木小苗生根的培养基为 1／2MS+IBA 

0．10 mg／L，生根率达 98％，单株生根数达 4．8条。在本 

试验中，辣木的移栽成活率还不太理想，主要是辣木的 

根比较细弱，在清洗和移栽过程中极易受损。本试验采 

用珍珠岩+营养土(1：2，V／、，)混合基质进行移栽 ，成活 

率高(80％)，效果较好。 

本试验借鉴了其他植物组织培养 的技术和经 

验 ，探讨了辣木组织培养中各环节的激素种类、浓度 

及其配比，但有关外植体类型、培养基选优、继代增殖 

有关途径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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