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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芽魔芋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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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珠芽魔芋[Amorphophallus bulbifer 

(Roxb．)Blume】。 

2材料类别 芽鞘。 

3培养条件 (1)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MS+6．BA 

0．6 mg．L。(单位下同)+NAA 0．1；(2)不定芽诱导和 

增殖培养基：MS+6．BA 1．0+NAA 0．4；(3)生根培 

养基：1／2MS+NAA 0．1。以上培养基均加入 3％ 

蔗糖和0．6％琼脂，pH 6．0。培养温度(25+2)℃。 

愈伤组织的诱导在自然散射光环境中培养；不 

定芽的诱导、增殖和生根培养的光照强度为 30 

I．tmo1．m-2．s 左右，光照时间 10 h．d～。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无菌材料的获得 珠芽魔芋球茎由武汉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发育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提供。 

选取球茎上生长健壮的芽鞘为外植体。用手术刀 

将带部分球茎组织的芽鞘取出，用自来水冲洗干 

净；放到 1％洗衣粉水中漂洗 5 min，并搅拌； 

用清水冲干净后再放到 1％ 洗衣粉水中漂洗 5 

min，并搅拌；然后用清水冲干净，在滤纸上晾 

干表面的水，置于超净工作台上，在 75％的酒 

精中浸泡 1 min；再用0．1％升汞浸 8 min，并搅 

拌；最后用无菌水洗 3—4次，每次2—3 min。将 

消毒好的材料切成长宽各0．5 cm左右小块备用。 

4．2愈伤组织诱导和不定芽的形成 将灭菌后的芽 

鞘接种于培养基(1)上培养7 d左右，外植体开始 

上翘或拱起，明显长得厚硬，切口端开始膨大且 

形成一层很薄的愈伤组织，并不断增殖：约30 d 

后形成直径达 3 5 cm的愈伤组织(图1)。将形成 

的愈伤组织切割成 1 cm左右转入培养基(2)中，进 

行不定芽诱导和增殖培养。10 d后在愈伤组织上 

分化出不定芽，20 d后不定芽长到 3 4 cm，30 

d后不定芽发育成植株。增殖系数可达 3 4倍(图 

2)。 

4．3 生根、炼苗及移栽 由于魔芋芽是叶芽，且 

仅一片复叶，茎的生长点在叶柄基部内。因此， 

将分化形成的植株在长到出叶期时连带少量愈伤组 

织一起切下来，转入培养基(3)中，7 d后可见不 

定根突起，大概21 d后在叶柄基部的茎上长出5~8 

图1珠芽魔芋的愈伤组织 

图2珠芽魔芋的不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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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白色带有根毛的不定根，形成完整根系，生根 

率达 100％，此时可以进行炼苗移栽。将瓶苗拿 

到自然条件下炼苗 2 d、取出苗并洗净植株基部的 

培养基，移栽到准备好的苗床上。用敌菌灵进行 

苗床土(园土、腐叶土各 2份，加 1份沙)消毒， 

将再生植株移栽到苗床上。前 3 d早晚盖薄膜， 

4 7 d时白天盖薄膜，晚上不盖薄膜，8—14 d时 

白天改盖遮阳网，晚上揭开遮阳网。在整个育苗 

期注意遮荫、保湿，成活率可达 90％ 以上。 

5意义与进展 珠芽魔芋为天南星科魔芋属的多年 

生宿茎草本植物，是近年来在中缅边境发现的一 

个魔芋新种。该种具有抗软腐病和 白绢病的优 

点，丰产性好，适应性广，适宜在海拔200—1 500 

m的热带、亚热带地区种植(徐文果等2006)。花 

魔芋含葡甘露聚糖达 55％左右，白魔芋含葡甘露 

聚糖 60％左右，而珠芽魔芋含葡甘露聚糖含量高 

达76．6％，是优 良的加工型魔芋种，在生产中有 

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与珠芽魔芋同属不同种的魔 

芋组织培养已有过报道(解继能等 1987；吴毅歆和 

谢庆华 2001)，但珠芽魔芋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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