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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光照对香蕉组培苗生长和增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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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巴西”香蕉为材料 ，在人工气候箱条件下，研究不同温度 (16，19，22，25，28，31，34℃)及不同光照 

(1 000，1 500，3 000，5 000，8 000 Ix)对香蕉组培苗增殖和生根的影响。结果表 明，温度对香蕉分化芽的增殖和 

生根 均有 极显 著 影 响 ；光 照主 要 影 响分 化芽 和 生根 苗 的长 势 ，而 对 香蕉 分化 芽 的增 殖 和 生根 没 有显 著 影 响 ； 

温度与光照的互作对香蕉分化芽的增殖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分化芽的长势和生根均有显著的影响。3l℃时香 

蕉分化芽的倍增率和生根率均达到最大，分别为 3．07和 0．98。增殖培养阶段香蕉分化芽的叶绿素含量低于生 

根培养阶段。当温度在 25～31℃之间、光照在 1 000 3 000 lx之间时，叶绿素含量均相对较高。高、低温及强 

光照下叶绿素含量均相对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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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光照是香蕉组培苗工厂化生产的重要条件 ，对香蕉组培苗的繁殖系数、分化芽长势和生根 

的影响很大【”。目前香蕉组培苗工厂化生产过程中存在凭经验设置培养温度和光照的现象，不但降低了 

香蕉组培苗的繁殖系数和质量，还增加了生产成本，同时造成能源的浪费[21。国内外对香蕉组培苗的研 

究很多 ]，但有关温度、光照对香蕉组培苗生长影响的研究，多是单独地研究温度或光照[5]。而对温度 

和光照的互作进行研究，以及通过叶绿素含量的测定来判断香蕉组培苗生长情况的研究均鲜见报道。 

笔者研究不同温度、光照及其互作对香蕉组培增殖和生根的影响，并通过测定叶绿素含量反映香蕉组 

培苗的生长情况，旨在为香蕉组培苗工厂化生产和减少电能的消耗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材料为采 自广东省遂溪县建新镇香蕉园的“巴西”香蕉 (Mus口AAA Cavendish)。 

1．2 方 法 

试验于 2004~2005年在广东海洋大学农学院组培室进行。用人工气候箱(广东韶关科力实验仪器 

有限公司生产，RYX一8OOQ—B型)对香蕉快繁的 2个培养阶段 (增殖培养和生根培养)的温度、光照进 

行控制。当光照为第 i档 ( 0，1，2，3，4)时，对应光照强度为 1 000，1 500，3 000，5 000，8 000 Ix，设置 7 

个温度梯度(16，19，22，25，28，31，34℃)，温度与光照随机组合，每 日光照 10h。每个处理共 30个培养 

瓶，在处理内设置重复，重复 2次。每个培养阶段均处理 15 d，第 l5天调查增殖培养阶段的芽数、芽高、 

芽径、叶数，随机调查 3瓶(每瓶含 4个分化芽外植体)；生根培养阶段第 15天调查根数、根长、根径、生 

根株数、株高、茎径、叶数，随机调查 2瓶 (每瓶含 6个不定芽外植体)；培养期间观察香蕉苗的生长情 

况。试验的实施和数据调查均完全随机。 

1．2．1 香蕉无性繁殖体系的建立 将田间选取的带剑叶的优 良吸芽带回实验室，用刀削去叶片和部分 

假茎，只留带生长点的 8～10 cm长，剥去外部叶鞘，最后只留带生长点的 2～3 cm长作为外植体材料。 

接着用体积分数 75％的酒精泡 l min，将材料放入无菌杯中，用质量分数 0．15％升汞处理 l5 min，用无 

菌水冲洗 3～5次。在无菌碟中用手术刀将材料进一步修整，削去褐变外围，使假茎部分保留 0
．5 cm 左 

广东省科技攻关项 目(K04084)资助。 

郑洪立 男，1981年 4月出生，硕士。研究方向：生物技术 。E-mail：zhh12981@126．com 

’王季槐 通讯作者。Tel：0759—2362277，E-mail：wjihuai@126．corn 

收稿日期：2007—08—28 修回日期：2008—06—10 



456 热 带 作 物 学 报 29卷 

右，球茎部分保留 1 cm左右。然后将外植体纵切为 4块，将其接种于启动培养基 (MS+Ad 5 mg／L)上。培 

养温度为 28℃，暗培养。30 d左右腋芽从叶鞘基部长出，即获得第 1代分化芽。 

1．2．2 增殖培养 将获得的第 l代分化芽切出，接种于增殖培养基(MS+BA 4 mg门L+NAA 0．2 rag／L)上， 

15 d左右可进行继代，如此可使分化芽获得不断的分化增殖。培养条件为：温度 28℃，光照 l 000 Ix，每 

日光照 10 h。选取长势相对一致的分化芽作试验材料，用于接受温度和光照处理，处理按试验方法进 

行，接受处理的分化芽为第 2，3，4代分化芽。 

1．2．3 生根培养 选取长势相对一致的分化芽转入生根培养。 

生根培养基为：1／2MS+NAA O．2 mg／L+30 mg／L蔗糖，温度和光照处理按试验方法进行。 

1．2．4 叶绿素的测定 增殖培养 15 d，取最先展开的 2片叶子用来测定其叶绿素含量；生根培养 15 d， 

取最先展开的 3片叶子用来测定其叶绿素含量。具体测定方法参照考文献[6]。 

1．2．5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倍增率 =调查时芽数／接入时芽数；生根率 =生根株数／总株数X100％。 

数据统计分析采 用 DPS软件[7J。 

2 结果与分析 

2．1 温度和光照对组培苗芽的影响 

2．1．1 对芽的分化和生势的影响 从表 1可以 

看出，温度对香蕉分化芽增殖和长势的影响极 

显著，光照及光照与温度的互作对香蕉分化芽 

倍增率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在香蕉分化芽增殖 

的过程中，温度为主导因素。用倍增率来反映不 

同温度和光照下香蕉芽增殖的情况。从表 2可 

以看出，倍增率在 31℃时达到最大值 3．O7。说 

明适当高温有利于香蕉分化芽的增殖，但温度 

过高或过低均会抑制分化芽的增殖。不同光照 

之间倍增率的差异不大。由表 1可知，温度、光 

照及温度 与光照 的互作对 香蕉分化 芽的长势有 

极显著或显著的影响。当温度从 16℃升至 34℃ 

时，芽高、叶数和芽径均呈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 

(见表 2)。说明温度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香蕉分 

化芽的生长。当光照在 1 000 8 000 lx时，叶数 

呈增加趋势(见表 2)。说明强光照有利于叶子的 

展开。 

2．1．2 对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从图 1可以 

看出，随光照强度的增加，叶绿素含量先增加后 

降低，在 3 000 lx时达到最大。不同温度之间的 

叶绿素含量也存在差异，随着温度的升高，叶绿 

素含量先增加后降低 ，在 31℃时达到最高 。 

28℃时叶绿素含量偏低，可能是由于试验误差 

造成的。从叶绿素含量可以看出，香蕉组培苗增 

殖的培养温度应控制在 25～31℃之间；光照强 

度以 l 000~"3 000 lx之间为佳。 

表 1 温度和光照对香蕉芽增殖和生长影响的方差分析 

说明：’，”分别表示在 0．05和O．01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表 2 不同温度和光照水平下香蕉芽增殖和生长情况的比较 

说明：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P<O．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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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温度和光照对增殖培养叶绿素含量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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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温度和光照对组培生根苗的影响 

2．2．1 对生根的影响 从表 3可以看出，温度及温度与光照的互作对香蕉组培苗生根均有极显著或显 

著的影响；光照除对香蕉组培苗生根根径的影响极显著外，对生根的其他指标均没有显著的影响。温度 

从 16℃升至 34℃时，根数、根长和生根率均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在 31℃时达到最大值(见表 4)。 

说明温度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生根。随光照的增强，根径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说明光照过强不利于 

生根。 

表 3 温度和光照对香蕉组培苗生根影响的方差分析 

2．2．2 酎苗的长势的影响 从表 3可以看出，温度及温度与光照的互作对香蕉生根苗长势的影响均极 

显著。光照对香蕉生根苗株高、叶数的影响极显著，而对茎径则没有显著影响。当温度在 l6℃～34℃之 

间时，株高、叶数随温度升高呈先增高后下降趋势，茎径则呈变细趋势(见表4)。说明低温(16℃和 

19℃)、高温 (34℃)均抑制香蕉生根苗的生长。株高随光照增强呈下降趋势，叶数随光照增强而呈先增 

加后下降趋势(见表 4)。说明适当增强光照有利于香蕉生根苗的叶子生长，但不宜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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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对苗的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从图 2可以看出，随光照强度的增加，生根苗叶绿素含量先增加后 

降低，在 3 000 lx达到最大。不同温度之间的叶绿素含量也存在差异，随着温度的升高，生根苗叶绿素含 

量先增加后降低，在 28℃时达到最大值 (见图2)。从叶绿素含量可以看出，香蕉组培苗生根的培养温度 

应控制在 22~31℃之间；光照应控制在 1 000~3 000 lx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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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温度和光照对生根苗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3 讨 论 

在香蕉组培苗生产过程中，由分化芽分化出更多分化芽的培养过程称为增殖培养。促使分化芽基 

部产生不定根，乃至根、茎、叶全面生长的培养过程为生根培养。不同代数的分化芽在分化和生根能力 

上存在差异f81。因此，本试验为尽量减少由于试验材料来 自不同代数而产生差异，统一采用第 2，3，4代 

的分化芽。 

李博认为在植物生长过程中存在能量分配的问题，如果增加某一生命环节的能量分配，就必然会 

减少其他环节的能量【9]。在香蕉增殖培养过程中似乎也存在这个问题，当分化芽分化较多新芽时，分化 

芽长势变弱；反之，分化芽的倍增率较低时，芽的长势较强；这与分化增殖的能量分配有关。影响香蕉芽 

的增殖因素很多[10]，本试验结果表明，应当通过调节温度、光照等因素，以此来调节香蕉分化芽分化和 

生长的关系，使其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即分化芽既有高的倍增率，又有较好的长势。 

叶绿素含量的高低是植物生长是否健壮的重要标志【“]。本试验结果表明，用叶绿素含量结合其它 

形态学指标能更好地反映香蕉组培苗的生长情况。高、低温及强光照下叶绿素含量下降，说明逆境下植 

物生长不正常，叶绿素会受到严重破坏或合成严重受阻。这可能与逆境下 ABA含量的升高有关【12]。本 

试验中，高温(34℃)、低温 (16℃和 l9℃)及强光照下，引起叶绿素含量下降是否与 ABA含量有关，有 

待进一步探讨。 

本试验结果表明，温度对香蕉的增殖和生根均有显著的影响。从总体上看，生根的香蕉组培苗较增 

殖的香蕉组培苗更耐高温 (34℃)和低温 (16℃和 19℃)，这可能与前者较后者有更好的形态建成有 

关。光照对香蕉分化芽的增殖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分化芽的长势有显著影响；生根培养中光照主要影响 

苗的长势。本试验结果表明，在工厂化生产过程中，考虑到成本等因素，自然光即本试验的 0档(1 000 Ix) 

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与 Adreak等人的结果一致[i3]。在香蕉增殖和生根过程 中，温度和光照存在显著 的交 

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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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Light 

Intensities on the Growth and M ultiplication 

of Banana Plantlets in Tissue Culture 

Zheng Hongli Ye Chunhai Wang Jihuai Feng Feng Lia Qingfang 

College of Agronomy，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Zhanjiang，Guangdong 524088 

Abstract Brazil banana widely cultivated in Guangdong was selected as material，and 7 temperature levels， 

16，19，22，25，28，31 and 34℃ ，and 5 light intensity levels，1 000，1 500，3 000，5 000 and 8 000 lx，were 

employed in the phytotrone to observe the growth and multiplication of banana plantlets in tissue culture in the 

laboratory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from 2004 to 2005．Temperature was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bud multiplication and root formation in banana tissue culture，and light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growth of buds and plantlets but little effects on bud multiplication and root formation．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light influences significantly the growth of buds and formation of root，but not significantly the 

multiplication of buds．The rate
．

s of multiplication and root formation were the highest at the temperature of 

31℃，3．07 and 0．98，respectively，and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in bud was relatively high at the stages of both 

multiplication and root form ation when the temperature ranged from 25℃ to 3 1℃ and the light intensity from 

1 000 lx to 3 000 lx．The content of bud chlorophyll was relatively low in extremely high or low temperatures， 

or under strong illumination during both bud multiplication and root form ation． 

Key words banana tissue culture temperature l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