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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肥姜茎尖组培及田间试验初步研究 

张志勇，梁金平，黄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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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台湾大肥姜为试材，进行了茎尖组培、组培快繁、生根培养、组培苗移栽等探索，成功获得了茎尖组培苗，筛选出适宜 

茎尖组培诱导培养基为 MS+6 BA 1．5 mg／L+NAA O．5 mg／L，适宜组培快繁培养基为 MS+6 BA 1．0 mg／L+NAA 0．2 m L，适宜生 

根培基为 MS+NAA 0．2 mg／L。田间试验明确了组培姜二代具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和对姜瘟的抗病性，组培姜二代比普通姜增产 

25．9％。 

关键词：台湾大肥姜；茎尖组培；快繁；增产效果 

中图分类号：$632．5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0X(2008)05—0139—02 

近年来，姜及其制品在我国的需求愈来愈大， 

在福建省龙岩市闽台农业引进中，台湾大肥姜种植 

是一项周期短，效益高的致富项目，深受广大种植 

户的欢迎。该品种叶色青绿、分枝少、根茎肥大、表 

皮淡黄、芽粉红色、纤维少、辛辣味淡、组织细腻、产 

量高、易加工。生姜为无性繁殖作物，现已证明生姜 

能被黄瓜花叶病毒(CMV)和烟草花叶病毒(TMV) 

所侵染。此外，种姜还可能积累青枯假单胞杆菌而传 

播姜瘟。由于姜体内积累多种病菌、病毒，导致了一 

些优良眭状严重退化，产量下降，品质降低，抗逆性 

下降。因此试验开展茎尖组培技术研究，旨在探索 

茎尖组培脱毒在生产的应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品种 

供试品种为台湾大肥姜。 

1．2 试验 方法 

1．2．1 茎尖组织培养 将姜种埋在沙里诱导出芽长 

到 1—2 cm时，冲洗干净，然后用75％酒精处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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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HgC12消毒 10 min，后用无菌水冲洗 5～6 

遍，在无菌条件下剥取0．2～0．4 mm茎尖组织，接种 

在诱导分化培养基内。诱导分化培养基为：①Ms+ 

6 BA 1．0 mg／L+NAA 0．1 mg／L；②MS+6 BA 1．0 

mg／L+NAA0．5 rag／L；⑧MS+6BA 1．5 mg／L+NAA 

0．1 mg／L；④MS+6 BA 1．5 mg／L+NAA 0．5 mg／L。 

1．2．2 组培快繁 待成苗后切取茎段接种于继代培 

养基上进行快繁。继代培养基为：①Ms+6 BA 0．5 

mg／L+NAA 0．1 mg／L；②MS+6BA 1．0mg／L+NAA 

0．2 mg／L；~MS+6 BA 0．5 mg／L+IAA 0．1 mg／L；④ 

MS+6BA 1．0mg／L+IAA 0．2mg／L。 

1．2-3 生根培养 经继代培养，将大于 1 cm的绿苗 

接种于生根培养基上。生根培养基为：①Ms+IAA 

0．2 mg／L；②Ms+NAA 0．2 mg／L。 

上述培养基均加入3％蔗糖，0．7％的琼脂，pH 

5．8，培养温度(26±2)℃，光照强度 4 000 lx，光照 12 

h／d。 

1．2．4 移 栽 利用当地较容易得到的废菌棒捣碎 

与砂混合作移栽的基质，将经过生根培养并炼苗后 

的组培苗移栽到基质上，注意保湿。 

1．2．5 田间增产效果研究 采用组培苗生产的微型 

姜作姜种(组培姜二代)与普通姜种(cK)进行田间 

生产对 比，两个处理，按随机区组排列 ，小区面积 

13．34 In ，设 3个重复，收获时对农艺性状、产量、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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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性等指标进行考种对比。 

2 结果与分析 

2．1 芽的诱导分化 

诱导培养基 MS+6 BA 1．5 mg／L+NAA 0．5 

mg，L的分化生长最好。茎尖接种在培养基上，一般 

经 10 d开始膨大并形成愈伤组织，经 25 d分化出 

芽。 

2．2 组培苗快繁 

快繁培养基以MS+6 BA1。0 mg，L+NAA 0．2 

mg／L最佳。芽生长健壮，速度较快，繁殖系数高。在 

诱导培养基上生长30 d应转入快繁培养基上，经一 

个月的时间可形成丛芽，增殖系数为4．1。当芽生长 

到2～3 em时，又可切下茎段接种在快繁培养基上 

继代培养。 

2。3 生根培养 

生根培养基以MS+NAA 0．2 mg／L最佳。在准 

备移到室外种植时，经过生根培养可提高其成活 

率。将切下的茎段接种于生根培养基上，进行生根 

培养，20 d可长出较多的新根，25 d后即可练苗移 

到室外。 

2．4 组培苗移栽 

将长到3～6 cm的组培苗取出，用自来水冲洗 

干净，多菌灵 500倍液浸泡 15 min，假植于废菌棒： 

砂 =1：1的基质上，浇透水用薄膜保湿，温度保持 

在 20～30℃。一般半个月长出新根，并可逐步掀膜， 

成活率可达到 90％以上。 

2．5 组培姜与普通姜农艺性状及田间产量 

比较 

组培姜二代在株高、茎粗、生物产量、叶面积指 

数方面均比对照有较大优势(表 1)，分别比对照普 

通姜提高 4．5％、13．9％、15．0％、28．6％。组培姜二 

代产量2 634．4 kg／667 m ，比普通姜产量2 091。7 kg 

增产25．9％。试验表明茎尖组培姜营养生长健壮， 

地上部生长旺盛。根据作物源库理论分析，组培姜 

二代的源比对照有显著优势，这也是组培姜二代能 

够比对照增产的前提。 

表 1 组培姜二代与普通姜农艺性状对比 

平 粗 

组培姜二代 74．3 10．6 5 532．2 6．88 2 634．4 

普通姜(对照)71．1 9．3 4 810．9 5．35 2 091．7 

注：以上数据为2005年 11月下旬测定结果。 

2．6组培姜二代与普通姜对姜瘟病的抗性比较 

通过田间试验调查发现，在发病率和病情指数 

方面，组培姜二代比普通姜明显降低，而且组培姜 

二代的始发病时间比普通姜较迟，病情扩展慢。组 

培姜二代的姜瘟发病率为 1 1．23％，而对照普通姜 

的姜瘟发病率为3 1．92％，这可能是茎尖组培姜本 

身脱除或减少了病毒、病菌，种性得到了恢复，生长 

势强，从而提高了抗病性。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初步对台湾大肥姜茎尖组培应用技术进 

行探索，成功获得茎尖组培苗。试验筛选出：适宜茎 

尖组培诱导培养基为 MS+6 BA1．5 m +NAA 0．5 

mg／L；组培快繁培养基为 MS+6 BA 1．0 mg／L+NAA 

O．2mg／L；生根培基为 MS+NAA0．2meCL。 

掌握了组培苗的移栽技术，并明确了组培姜二 

代具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和对姜瘟的抗病性，对龙岩 

市台湾大肥姜产业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 

意义。但要在实际生产中推广应用，还需进一步加 

强组培苗病毒检测及茎尖组培脱毒快繁技术的相 

关配套研究，才能如甘薯、马铃薯等作物一样，使脱 

毒技术在生产中得到成功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赵德婉，徐 坤，艾然珍．生姜高产栽培【M】．北京：金盾出版社， 

2000．12—15． 

[2]2 罗天宽，张小玲．生姜脱菌脱毒快繁及生产技术研究进展【J】．温 

州农业科技，2004，(3)：62—64，71． 

【3】3 徐 坤，杨俊华．脱毒生姜及高产栽培技术L刀．长江蔬菜，2000， 

f8)：8-9． 

(责任编辑：石 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