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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魔芋芽鞘分化及植株再生条件的研究 

吴金平 ， 宋志红 刁 英 向发云 曾祥国 顾玉成 胡中立 
(1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64；2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以甜魔芋芽鞘为外植体，进行愈伤组织诱导、芽分化及植株再生的研究。结果表明：芽鞘在培养基MS+6一 

BA0．6 mg／L+NAA 0．1 ms／L+蔗糖30昏／L上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达92．3％；芽分化最适培养基是MS+6一BA 

1．5 mg／L+NAA 0．5 mg／L+蔗糖 30 L，分化率达93．8％；切割后的芽在生根培养基1／2MS+NAA 0．1ms／L+蔗 

糖 30 L上，能 100％形成完整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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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Bud of D蛐Ferentiation and Plant Regeneration from At~orphophaflus Dumfii 

Wu Jinping ， Song Zhihong Diao Ying Xiang Fayun Zeng Xiangguo Gu Yucheng Hu Zhongli (1 Industrial 

Crops Institute of Hubei Academy of A cultural Sciences，Wuhan 430064，China；2 Wuhan University of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Wuhan 43o072，China) 

Abstract：The bud of Amorphophallus dunnii was used as explants for callus induction ，bud differentiation and plant regen— 

eration，It showed that the maximal frequency was 92．3％ when cultured on MS + 6一BA0，6mg／L + NAA0．1 ms／L+ 

sugar30g／L．The callus was differentiated to bud on MS + 6一BA 1．5mg／L + NAA0．5mg／L + sugar30s／L with differ- 

ential rate being 93，8 ％ ．All adventitious buds rooted and formed whole plants in the rooting medium 1／2MS +NAA 

0．1mg／L+ sugar3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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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是魔芋球茎的主要成分，约 占干物质的 

70％以上，其中葡甘聚糖和(或)淀粉又占绝大部分。葡甘 

聚糖和淀粉在生物合成时均以葡萄糖为“基础原料”，向 

不同的途径合成，因此二者在魔芋块茎中的含量表现相反 

关系。我国迄今己发现并命名的魔芋有26种，其中食用 

和栽培的有花魔芋、白魔芋、田阳魔芋、西盟魔芋、甜魔芋 

和金平黄魔芋，而甜魔芋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一种，其淀 

粉含量高达 50％以上。魔芋淀粉是高效粘合剂，又是选 

矿、制油、印染、化工所用的澄清剂和农药乳化剂，还能作 

为提取淀粉的原料。但关于甜魔芋的组培技术只有苏承 

刚以球茎为外植体的报道⋯。本研究在现有课题组魔芋 

快繁体系工作的基础上，以甜魔芋的芽鞘为外植体，建立 

其快繁体系，以期扩大数量，加快对它的开发利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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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方法 

1．2．1 培养基和培养方法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为 MS 

基本培养基附加6一BA、NAA及KT，以不同的激素浓度组 

合共设计采用了5种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表 1)。按每 

L加蔗糖 30g、琼脂 6．5 g，并调节 pH5．8—6．0，培养温度 

25~C一28~C(下同)。自然散射光条件下进行愈伤组织诱 

导。芽分化培养基：为 MS基本培养基附加6一BA、N从 ， 

以不同的激素浓度组合共设计采用了4种芽分化培养基 

(表2)。每f3光照 12 h，光照强度为301~mol·m～·s 

左右。生根培养基为 1／2 MS+NAA0．1mtg／L，每日光照 

12 h，光照强度为301~mol·m一·s 左右。 

1．2．2 外植体处理方法及愈伤组织诱导和分化培养 参 

照顾玉成等魔芋外植体消毒方法 。将消毒好的材料切 

成长宽0．5 cm左右小块，接种于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 

筛选出形成愈伤组织的最佳激素种类和浓度配比。将愈 

伤组织切割直径约0．5cm小块，转入芽分化培养基中进行 

芽的分化培养，再将形成的大芽带少量愈伤切割后转人生 

根培养基中，促使生根。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诱导 芽鞘培养7d左右，外植体开始上翘 

或拱起，明显长的厚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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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月后形成愈伤组织。从 

表 1可以看出，不同激素种类和浓度组合的培养基对甜魔 

芋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是不一样的。6一BA和NAA的组合 

对愈伤组织诱导发挥主要作用，而 KT不明显。根据愈伤 

组织的诱导率、颜色、质地和生长速度的分析比较，筛选出 

适宜于甜魔芋芽鞘愈伤组织诱导的培养基 为 MS +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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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0．6mg／L+NAA 0．1 mg／L的培养基，愈伤组织的诱 

导率达92．3％，愈伤组织颜色淡绿，质地坚硬，生长速度 

快。 

表 1 激素对外植体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2．2 芽分化培养 将诱导形成的愈伤组织切割成0．5cm 

左右大小转入芽分化培养基中。观察不定芽形成过程，由 

于魔芋外植体诱导形成的是器官发生的愈伤组织，经过约 

28d的分化培养，愈伤组织膨大，同时均能分化出淡绿色 

的不定芽。但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中能够分化形成芽 

点的愈伤组织分化率并不一致(表 2)。其中转接在含6 
一 BA1．5 mg／L+NAA 0．5 mg／L的培养基上愈伤组织 

分化率达93．8％，且每块愈伤组织表面的芽点数 目较 

多 ，平均达 6．89个(如图 1)。 

表2 激素对芽分化的影响 

图1 甜魔芋不定芽 

图 2 甜魇芋再生植株 

2．3 壮苗及生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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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植株在长到出 

叶期 时带少量愈伤组织切下来，转入 1／2MS +NAA 

0．1mg／L+蔗糖 30 L培养基中，7d后可见不定根突起， 

大概 14d后在叶柄基部的茎上有大量根发生，30 d后长出 

4—6条白色带有根毛的不定根，形成完整根系，生根率达 

100％(如图2)。 

2．4 试管苗的移栽 再生植株长出良好根系就可以移 

栽。移栽前将在培养室培养的再生植株移至室内自然条 

件 2d、然后打开瓶塞再炼苗2d；清水洗净附着在根系上的 

培养基后，移栽到装有蛭石和珍珠岩(1：1)的育苗箱内， 

覆盖塑料薄膜，7d后揭膜。在整个育苗期注意遮荫、保 

湿 ，成活率可达 95％以上。 

3 讨论 

因甜魔芋是魔芋属中的一个种，所以在组织培养中， 

和白魔芋、花魔芋等的组织培养有着相同之处。其一是无 

菌材料的获得，前人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操作程序复杂。甜魔芋所含的淀粉 

是生物大分子，与葡甘聚糖一样遇水膨胀，包裹病菌，使其 

难以彻底消毒，因此本研究在消毒前也晾晒外植体，使其 

失去部分水分，从而有利于酒精和升汞的渗透，达到彻底 

消毒的效果。其二是激素在愈伤组织的诱导、芽分化、增 

殖 、生根中所起的作用。通过试验发现，KT对愈伤组织的 

诱导效果不明显，这与前人研究的结果一致 。培养基 

MS+6一BA 0．6 mg／L+NAA．01 mg／L对甜魔芋的愈 

伤组织诱导较好，MS+6一BA 1．5 mg／L+NAA 0．5 

mg／L的培养基适合芽的分化培养，1／2MS+ NAA 0．1 

mg／L既适合其它魔芋生根，也适合甜魔芋生根，生根率 

达 100％。 

以球茎为外植体⋯和本研究以芽鞘为外植体进行甜 

魔芋再生植株研究相比较，球茎为外植体诱导的愈伤组织 

在适宜芽分化培养基上只能分化出 1—2个不定芽，分化 

率达90％以上；而本研究形成的不定芽数目平均达6．89， 

分化率达93．8％。因此用芽鞘诱导比用球茎诱导分化 

容易，且形成的芽点数多些。该研究为甜魔芋的组织培养 

提供了基础数据，从而能有效地增加和保护该魔芋资源， 

对魔芋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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