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掌（Anthurium andraeanum Linden）又名花烛、火鹤花、
安祖花，为天南星科花烛属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其花型独

特，佛焰苞广心形、颜色鲜红，肉穗花序圆柱状、黄色。别 致

的叶形加之火红挺直的佛焰苞，犹如精美灯台上燃着的蜡

烛，高雅别致，气势非凡。因此，红掌已成为当前国际上流行

的名贵切花材料与盆栽品种 [1]。目前，国内外均采用以叶片、
叶柄为外植体的组织培养方式对红掌进行繁殖。经长期继

代培养的愈伤组织常会发生不分化、只生根不分化芽或分

化形成白化苗等现象 [2]。本文用红掌气生根进行植株再生，
克服了上述问题，为红掌的组培快繁技术提供了一种新的

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处理

本试验选取的外植体为红掌的气生根、叶片、叶柄。将

经长期继代培养的愈伤组织或丛生芽上形成的气生根、叶

片、叶柄，选取较粗壮、肉 质 厚 实 的 作 为 外 植体，切 成 2 cm
左右的段或 1 cm 左右的块，分别接种于培养基。
1.2 试验方法

1.2.1 培养条件和培养基。培养 温度（26±1）℃、湿 度 80%±
2%、光 照 14 h、光 照 强 度 1 800~2 000 lx。以 1/2MS+蔗 糖

30 g/L+琼脂粉 6 g/L 为基础培养基，分别添加不同的激素组

合（表 1）。
1.2.2 培养方法。将分切好的段或块分别接种于 Ay、By 培

养基 中，进 行 愈 伤 组 织 诱 导，再 将 诱 导 出 的 愈 伤 组 织 分 割

成 1 cm2 的愈伤团接入丛生芽诱导培养基 Ac、Bc、Cc 中，将

分化的丛生芽分割为 5~6 个单芽为一丛的块，再转接到丛

生芽 增 殖 培 养 基 进 行培 养。选 取 气 生 根 生 长 粗 壮、苗 高 达

3 cm 以上、有 5 片叶片的瓶苗直接进行炼苗移栽[3]。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诱导

将红掌不同外植体分别接种到不同配方的培养基上，
培养 20 d 后，2 种培养基上的外植体均有开始脱分化现象；
继续通过 40 d 的培养，淡绿色团状愈伤组织逐渐增大，有的

愈伤组织团上开始分化出丛生芽。
气生根、叶片、叶柄都能在 2 种培养基上诱导出愈伤组

织，气生根的诱导率高、诱导时间短、愈伤团块较大；叶片、
叶柄诱导的愈伤团大小与气生根的相近，但诱导率不高 [4-5]。
在气生根愈伤诱导中，培养基 Ay 的诱导效果比 By 好，TDZ
1.0 mg/L+NAA 0.5 mg/L 是红掌启动、诱导愈伤组织的最佳

激素组合，气生根能直接分化出苗，在红掌的愈伤组织诱导

中 6-BA 的使用效果不及 TDZ（表 2、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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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诱导愈伤组织 编号 诱导丛生芽及增殖
Ay TDZ 1.0 mg/L+NAA 0.5 mg/L Ac 6-BA 0 mg/L +NAA 0.1 mg/L
By 6-BA 1.0 mg/L +NAA 0.5 mg/L Bc 6-BA 0.5 mg/L +NAA 0.1 mg/L

Cc 6-BA 1.0 mg/L +NAA 0.1 mg/L

表 1 培养基激素组合

表 2 培养 60 d 红掌不同外植体愈伤诱导情况

编号
诱导率/% 面积/cm2 芽个数/个

性状
气生根 叶片 叶柄 气生根 叶片 叶柄 气生根 叶片 叶柄

Ay 100 75 70 0.36 0.25 0.30 6 0 0 黄绿色颗粒状
By 60 60 50 0.25 0.12 0.25 4 0 0 淡黄绿色颗粒状

2.2 丛生芽诱导及增殖

2.2.1 不同外植体丛生芽诱导情况。不同外植体分别在不

同培养基上各接种 28 团愈伤组织，愈伤团经过 30 d 左右的

培养，开始分化产生丛生芽，60~75 d 达到分化高峰。
气生根、叶片、叶柄愈伤组织的在相同的培养条件下，

气生根的诱导率最高、丛生芽形成数量最多。在不同培养基

上，气生根诱导的丛生芽均叶色正常、无畸形 [6]，Ac 和 Bc 的

芽粗壮，Cc 诱导的芽较瘦弱；Bc 比 Ac 分化丛生芽数量多。
因此，6-BA 0.5 mg/L+NAA 0.1 mg/L 是红掌愈伤组织诱导丛

生芽的最佳激素组合（表 3、图 1）。
2.2.2 丛生芽增殖。将分化丛生芽的愈伤团分切，5~6 个丛

生芽为一丛，转入 6-BA 0.5 mg/L+NAA 0.1 mg/L 中增殖培

养。经过 60 d 左右培养，丛生芽即可长至 3~5 cm，并由愈伤

团分化出 10~15 个丛生芽，增殖倍数达到 2~3 倍，丛生芽颜

色正常、较粗壮，见表 4、图 1（c）（d）。
2.3 炼苗移栽

选取苗高 3~5 cm、5 片叶片、长有气生根的粗壮幼苗转

入 炼 苗室，以 适 应 光 照 和 湿 度。3~5 d 后，打 开 瓶 口 取 出幼

苗，洗净气生根上的培养基，吸干幼苗上的水分，剪切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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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过长的气生根，保留 3 cm 左右，根部放入 0.1%多菌灵溶

液中浸泡 5 min，按一定行距栽入珍珠岩 ∶泥炭=3∶1 的介质

中，浇水并洗净叶面上的介质，初期不再浇水，保持空气湿

度为 90%、光照强度 1 500 lx，2 周后可正常管理（温度 20~

30 ℃，空气湿度 70%左右），1 个月后移栽上盆，成活率可达

85%，见图 1（e）（f）（g）（h）。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中 3 种不同外植体均可在 Ay（TDZ 10 mg/L+NAA
0.5 mg/L）、By（6-BA 1.0 mg/L+NAA 0.5 mg/L）诱 导 出 愈 伤 组

织，但加 TDZ 的诱导率都高于 6-BA。由此看出，分裂素 TDZ
诱导红掌愈伤组织的效果好。

试验结果表明，红掌愈伤组织诱导以气生根为外植体效

果最好，其次是叶柄，叶片最差；培养基以 1/2MS+TDZ 1.0mg/L+
NAA 0.5 mg/L 诱 导 愈 伤 效 果 最 好 ，1/2MS+6-BA 0.5 mg/L+
NAA 0.1 mg/L 诱导丛生芽效果最好。但试验的炼苗成活率

编号
诱导率/% 芽数/个 芽长/cm

性状
气生根 叶片 叶柄 气生根 叶片 叶柄 气生根 叶片 叶柄

Ac 100 80 80 7 5 6 0.7 0.7 1.0 丛生芽叶色正常，无畸形，芽体粗壮
Bc 100 90 90 10 10 10 1.5 1.0 1.0 丛生芽叶色正常，无畸形，芽体粗壮
Cc 100 90 90 20 10 15 1.0 1.0 1.0 丛生芽叶色正常，芽茎段细弱，叶片较小

表 3 培养 60 d 红掌不同外植体丛生芽诱导情况

注：丛生芽诱导率是以愈伤团为单位，100%指每个愈伤团都有分化丛生芽；丛生芽个数是指每个愈伤团上分化丛生芽的平均数量；丛生芽长度指
分化出的芽长平均值。

表 4 培养 35 d 红掌不同外植体丛生芽增殖情况

外植体
数量

个
诱导率

%
长度
cm

伸长长度
cm

伸长率
%

气生根 3.0 87.00 0.57 0.32 10.42
叶片 1.5 50.58 0.35 0.28 8.32
叶柄 1.4 65.58 0.39 0.25 8.30
注：丛生芽均为从部愈伤上形成的芽，丛生芽伸长长度统计的是接种

的单芽在本次试验中伸长的长度。

a b c

d e f

g
h i

注：a 为气生根愈伤；b 为气生根诱导苗；c为气生根诱导丛生芽；d 为丛生芽增殖；e 为红掌生根诱导；f 为红掌生根情况；
g、h 为瓶苗炼苗情况；i 为红掌开花。

图 1 红掌气生根组织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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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为社会提供品种多、数量大、质量高的

产品，同时保护有限资源，不断增加可再生资源数量，改善

生态环境，为林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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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 85%，在以后的试验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提高红掌

的炼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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