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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钱 树 的 组 织 培 养① 

顾丽红 杨本鹏⑦ 张树珍 杨 学 

(裹 翥蓑 妻嬲 墨海口市57110·) 、热带作物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 
摘 要 以金钱树[Zamioculcas zamiifolia(Loddiges)Engler]的幼嫩小叶为外植体 ，采用幼叶一愈伤组织一丛生 

芽_．完整植株的途径进行繁殖。结果表明：叶片在 MS+BA 2 mg／L+2，4-D 1．0 mg／L+PVP 0．5 mg／L+活性炭 0．5 

mg／L+蔗糖 30 g／L培养基上暗培养 30 d，可诱导形成愈伤组织；愈伤组织在 Ms+BA 4 mg／L+KT 0．5 mg／L+蔗糖 

30 g／L培养基上光照培养 25 d，可诱导形成丛生芽(丛生芽在继代培养过程中每20~25 d可增殖 3～5倍)；丛生芽接 

种于 MS+BA 3 mg／L+NAA 0．2 mg／L+蔗糖 30 g／L培养基上壮苗培养 4周后 ，再转入 1／2 MS+BA 2 mg／L+NAA 0．5 

mg／L+蔗糖 30 g／L培养基上培养 30 d，可诱导形成完整的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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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of Zamioculcas zamiifolia (Loddiges)Engler 

G U Lihong YANG Benpeng ZHANG Shuzhen YANG Xue 

(State Key Biotechnology Laboratory for Tropical Crops／Institute of Tropical Bio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CATAS，Haikou 57 1 101) 

Abstract Leaf explants of Zam／ocu／cas zamiifolia(Loddiges)Engler were inoculated on MS medium 

containing 2 mg／L BA (6-benzylaminopurine)，2,4-D(2．4-dichlorophenoxya-cetic acid)1．0 mg／L，PVP 

(Polyvinylpyrolidone)0．5 mg／L，AC(Active carbon)0．5 mg／L，30 g／L Suc for inducing callus．After 

being cultured in darkness for 25 days， calli were formed． Thcy were then transferred onto the 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4m BA，0．5 m KT and 30 Suc for inducing clustered buds．The 

clustered buds were formed after being cultured for 25 days(they were multiplied 3-5 times every 20-25 

days of subculture)．After cultured on the MS medium containing 0．2 m NA 3 mg／L BA and 20 

Suc for about 4 weeks，the clustered buds were transferred onto the I／2 MS medium containing 0．5 m 

NAA， 2 m BA and 30 Suc for rooting． This cultural system is very useful for commercial 

proliferation ofZ zamiifolia． 

Keywords Zam／ocu／cas zamiifolia(Loddiges)Engler；tissue culture 

金钱树 [Zam／ocu／cas zamiifolia(Loddiges)En． 

sler]原产于热带非洲，是我国新引进的天南星科 

(Araceae)观赏植物。因其叶片形似国槐，秋冬远 

眺犹如个个铜钱挂于枝条之上，因此得名金钱树； 

又因其极耐荫，故俗称 “耐荫王”。金钱树的常规 

繁殖方法主要为分株繁殖和叶插繁殖。分株繁殖 

时，分株系数很低，每株每年只能分出2"5株； 

叶插繁殖受叶片数量的限制，且繁殖速度慢。因 

此，建立金钱树组织培养快速繁殖体系，对金钱树 

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从金钱树盆栽母株上，剪取刚抽出不久、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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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复叶的幼嫩叶片。 

1．2 方法 

1．2．1 愈伤组织的诱导 

在超净工作台上 ，用 75％酒精浸泡叶片 30 S； 

1 g／L升汞(H~CID浸泡 10min；无菌水清洗 3次 ；切 

成 1 cmz的小块 ，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上 (成分见表 

1)；置于26~C，分别在黑暗和光强 1 200 lx、光周 

期 12 h／d条件下进行培养。 

裹 1 愈伤组织诱导所 用培养基 的成分 

说明：PVP为聚乙烯吡略烷酮(Po1yviny1pyro1 idono)：AC为活 

性炭(Activo carbon)。 

1．2．2丛生芽的分化、增殖及成苗培养 

将在诱导培养基上形成的愈伤组织转入培养基 

S6(MS+BA 4 mg／L+KT 0．5 rag／L+蔗糖30 g／L)中。在 27℃， 

光强 1 200 lx、光周期 12 h／d和光强 1 500 ix、光 

周期 15 h／d的条件下，进行丛生芽增殖；4周后， 

将增殖芽转入培养基S7(Ms+N从o．2 mg／L+6-BA 3 mg／L) 

上，进行为期 30 d的壮苗培养；然后，转入培养 

基 S8(1／2MS+NAA 0．5mg／L+6-BA 2rag／L)上，于 27℃、光 

强 l 200 lx、光周期 12 h／d条件下 ，进行生根培 

养。 

1．2．3 试管苗的移栽 

生根的瓶苗于自然光照的室温下炼苗 5～7 d； 

打开瓶盖，再放置 2～3 d；取出小苗，用流水清洗 

干净；移栽于以下基质中：① m河砂：m表土--2：1； 

②m河砂：m棒 =2：1；③ m河砂：m棒 ：m丧土=2： 

l：1，比较 3种移栽基质对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的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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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光照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在光强 1 200 lx、光周期 12 h／d的光培养条件 

下，外植体缓慢变大，且始终为绿色，没有愈伤组 

织形成；暗培养条件下，嫩叶先变为褐色，变褐后 

3～5 d长出浅黄色的愈伤组织。 

2．1．2 PVP和 AC对防止愈伤褐化的效果 

试验结果发现 ，培养基附加 PVP和 AC后 。愈 

伤组织的诱导率均比没有附加的高(见表 2)。这说 

明，PVP和Ac可有效地防止金钱树愈伤组织的褐 

化。 

表2 不同培养基对金钱树外搏体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2．1．2 愈伤组织的生长 

暗培养25 d后，陆续有愈伤组织被诱导出来； 

30 d后，所有培养基上都有愈伤组织出现，但愈伤 

组织诱导率不同。其中sz。培养基最早诱导出愈伤 

组织，只需 25 d(见图 1)，且诱导率最高(10o96)。 

培养基 S-o上，嫩叶颜色变绿，但无增殖迹象，这 

是因为只有细胞分裂的缘故；培养基S∞和S∞上， 

外植体变白，有颗粒状愈伤组织，且叶表皮脱落， 

继代后颗粒状愈伤组织可分化形成小芽，但芽数很 

少。40 d后，培养基 S 。上的外植体有白色毛根出 

现，而 S2 在 50 d后才出现白色毛根(见图 1)，且 

较S3l培养基上的少。将培养基S。。和S 。上的外植 

体切根继代在S。上，发现在 S 。上诱导形成的芽数 

(见图2)要比在S3l上诱导形成的多。 

综合分析诱导出愈伤组织块的天数、质量以及 

愈伤组织块分化芽的数量 ，并结合褐化率，确定 

S 。为愈伤组织块诱导的最佳培养基。 

2．2 丛生芽的分化、增殖及成苗培养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顾丽红 等 金钱树的组织培养 

图 1 在 s2I培养基上 25 d诱导出的愈伤组织块 

图2 愈伤组织块在 S 培养基上分化出的丛生芽 

愈伤组织转入培养基 s 上，于27℃，光强 

1200 ix、光周期 12 h／d和光强 1 500 lx、光周期 

15 h／d二种光照条件下培养 30 d后 ，均能分化出 

丛生芽。但前者的丛芽块为浅绿色，后者的为暗绿 

色。组织解剖发现，暗绿色的为老化组织，其分化 

和增殖能力都较浅绿色的弱，继代时应切除。因 

此，在 27℃培养温度下，光强 1 200 lx、光周期 

12 h／d是金钱树丛生芽块增殖的适宜光照方式。 

丛生芽块 20~25 d继代 1次，每次继代增殖 

3～5倍。值得注意的是，继代时，丛生芽块不能 

分割得太小，每块直径以 1．5～2．0 cm为宜。芽块 

太小，容易褐化，增殖倍数也会减少，且不利于植 

株生根。 

将丛生芽块上生长较大的单株切割下来，转入 

s 培养基上 ，进行壮苗培养 ，此时芽增殖系数降 

低，但植株生长健壮(见图 3)；4周后，转入 Ss生 

恨培养基上再培养 30 d左右，即形成根叶俱全的 

小苗(见图4)，且生根率达 95％以上。 

图 3 单株的壮苗培养 

图 4 生根的小苗 

2．3 植株的移栽 

移栽试验结果表明，r， 砂：7／$椰糠：m表±===2： 

1：l基质的移栽效果最好。在温度 22~27~C、湿 

度 85％～9O％条件下 ，根系完 (下转第 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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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l页) 

整、枝干嫩绿的组培苗移栽后成活率可达 98％以 

上，移栽后小苗生长健壮(见图5)。 

图 5 小苗的移栽 

3’结论与讨论 

以金钱树叶片为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的最适 

宜培养基 是 MS+BA 2 mg／L+2，4_D l mg／L+PVP 

0．5 mg／L+AC’0．5 mg／L+蔗糖 30 g／L。起始培养阶 

段金钱树的外植体切口处产生的酚类物质被氧化形 

成醌类物质，。对外植体有毒害作用，容易产生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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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导致培养失败。在培养基中添加 PVP和AC抗 

氧化剂，并进行避光培养，能够有效减轻外植体的 

褐化，从而获得较多的愈伤组织。 

在继代增殖过程中，在 27℃，光强 l 200 lx、 

光周期 12 h／d的光照条件下，通过BA与KT配合 

使用，既能保持较高的增殖速度，又有利于保持健 

壮的长势 ，组织还不易老化。1／2 MS+N从 0．5 

mg／L+6一BA 2 mg／L培养基最适宜试管苗的生根培 

养。m河砂：m椰糠：m袁土----2：l：l的基质的移栽效 

果最好。本试验所建立的金钱树的组织培养快繁体 

系，为金钱树的工厂化育苗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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