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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邦塔食用仙人掌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陈 芳 李桂芳 刘 彤 

(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疆石河子 832003) 

摘 要：探索了米邦塔食用仙人掌组培快繁技 术，得 出不定芽诱导使 用培养基 MS +6一BA 3．Om L +NAA 0．1 

mg／L，外植体分化率达 77．3％；继代增殖使用培养基 Ms+6一BA 1 mg／L+KT 0．5 mg／L+NAA 0．3 mg／L，试管苗 

平均增殖倍数达 10．19，结合反复利用原外植体的方法，增殖效率可进一步提高；生根培养基使用 1／2MS+NAA 0．1 

mg／L+IBA 0．1mg／L，生根率达 100％，且根 系发育优良；驯化及试管苗入地后，以保湿为主要管理措施 ，移栽成活率 

可保证95％左右。本研究为米邦塔食用仙人掌的大规模生产及进一步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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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apid Propagation M ethod of Opuntia vilpa alta Haw in Tissue culture 

Chen Fang Li Guifang Liu Tong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hihezi University，Xinjiang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d the rapid propagation method of Opuntia vilpa alta Haw in plant tissue culture，We got the re— 

suhs：explants of differentiation rate to 77 3％ with medium MS 6一BA 3．0mg／L ＆ NAA 0．1 mg／L in bud induction；the 

tube seedling average multiplication 10．19 in subculture with medium MS 6一BA 1 mg／L KT 0．5 mg／L＆ NAA 0．3 mg／L． 

using explants of method repeatedly．the multiplication efficiency may further enhance：rooting rate to 100％ with 1／2 MS 

NAA 0．1 m L ＆IBA 0．1 mg／L，and growth of the root system is fine；After domesticating and the tube seedling planted， 

guarantying wet as the main management measures，transplanting the survival rate to about 95％ ．This research on the Opun— 

tia vilpa aha Haw of large scale produc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the use to establish the~undation． 

Key words：Opuntia vilpa alta Haw．Rapid propagation tissue cultures；Multiplication efficiency 

食 用仙 人掌 (Opuntia vilpa aha Haw．)是仙 人掌科 

(cactaceae)仙人掌属 (Opuntia)多年生厚 肉多浆植物 ，原 

产美洲 ，盛产于墨西哥。墨西哥食用仙人掌的种植 由于多 

集中在 Mina Aha(米邦塔)地区，我国将其成功引入后，国 

内习惯上称其为“米邦塔仙人掌” 。 

米邦塔食用仙人掌粗生易长，抗性强，病虫害少，使用 

农药少，是生产绿色无公害保健食品的首选 品种 。作为保 

健蔬菜 ，其营养丰富，且具有降低血糖 、血脂和胆固醇等 

功效，发展潜力极大。 

目前 ，以植物离体繁殖技术为主进行食用仙人掌生产 

的报道较多 一 ，但增殖系数偏低 ，增殖效率不高。新疆 

土地和气候条件优越，具有生产食用仙人掌的优势，但由 

于该地气候干燥，如何提高试管苗繁殖效率，提高试管苗 

移栽成活率等技术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为此，本研究以米 

邦塔仙人掌为实验材料，旨在探索其高效 、快速的离体繁 

殖技术体系，为新疆大规模食用仙人掌生产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材料为石河子科委提供的墨西哥米邦塔 

食用仙人掌嫩茎(Opuntia vilpa alta Haw．)。 

1．2 外植体处理 本研究在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 

生物技术中心组培快 繁室进行 。外植体取生长旺盛 ，健 

壮的月龄苗，用洗衣粉水浸 20min，然后用 自来水冲洗干 

净，沥 干 水 后 ，将 材 料 纵 切 成 约 0．5cm!的方 块 置 于 

l50ml三角瓶中 ，在超净工作 台上进行表面灭菌处理 ，过 

程为：先用 75％酒精漂洗30S，无菌水漂洗 l一3次，再用 

0．1％HgCl，消毒液浸泡 8min左右，无菌水漂洗 5—6次， 

沥干备用。 

1．3 不定芽的诱导和分化 不定芽诱导和分化时，试验 

培养基如表 1所示，以 MS为基本培养基 ，NAA 0．1mg／L，6 

一 BA设 置 3个水平 ：1．0 mg／L，2．0 mg／L，3．0 mg／L，试 

验共 3种处理 ，所有实验培养基均附加蔗糖 30 L，琼脂 

5．8 L，培养基灭菌前 pH为 5．8，121 oC高温灭菌 15min。 

将消毒好的无菌材料接种到上述3种培养基上，培养温度 

25—28℃ ，光照时间 12—16 h／d，光照强度为 2000 Ix，定期 

观察各培养基对不定芽的诱导效果。 

1．4 不定芽的继代增殖 试验处理如表 2所示 ，结合国 

内外报道结果，以MS为基本培养基，6一BA设置 2个水 

平 ：0．5 mg／L，1．0 mg／L；KT设置 2个水平 ：0，0．5 mg／L； 

NAA设置 3个水平 ：0．1 mg／L，0．3 mg／L及 0．5 mg／L，试 

验共 6个处理 。另外 ，本试验尝试采用反复利用外植体的 

方法，即将剪去不定芽的外植体继续转接在新增殖培养基 

中，比较两种不 同剪材方法下不定芽的生长增殖效果。 

1．5 试管苗的生根 试管苗的生根处理如表3所示，以 

1／2MS为基本培养基，NAA设置 4个水平：0，0．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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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mg／L及 0．5 mg／L：IBA设 置 3个水平 ：0，0．1 mg／L， 

0．5 mg／L，试验共 4个处理 ，将长至 2—3 cm的不定芽由 

芽丛单个切下 ，转入上述 4种生根培养基 ，观察不同培养 

基对仙人掌生根状况的影响。 

1．6 试管苗的移栽 将生根培养35d左右的试管苗放置 

自然光下 7d后 ，揭开封口膜 ，叶片 与培养基表面滴加少量 

水 ，保证试管内的相对湿度达 95％ 以上。5d后 ，将试管苗 

移入珍珠岩中，为减少水分的散失，白天喷洒少量水并罩 

上玻璃罐头瓶，晚上可揭开通气。7d后，试管苗移栽入 

土，基质为 田园土 ：河沙 =1：1(保持土壤透水性 )，每天喷 

洒少量水 ，保证叶片的相对湿度达 70％左右 ，待移栽苗顶 

部有新芽长出，可减少或停止洒水。 

1．7 数据分析 Excel2003结合 SPSS13．0进行表格制作 

与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外植体诱导分化的影响 外植体接入 

1号培养基后 ，7d后开始启动分化 ，10d后愈伤组织表面 

即有绿 色芽点产 生，而 2号 、3号处理均相 对较晚，均在 

12d以后。另外，由表 1可得，1号配方外植体分化率最 

高，显著高于其它两个处理 ，且单个外植体分化形成不定 

芽的个数也最多，认为 MS+NAA 0．1 mg／L+6一BA 3．0 

mg／L是进行下一步试验的首选配方。 

表 1 不同培养基对食用仙人掌芽诱导分化的影响 

2．2 不 同培养基对外植体继代增殖的影响 由表 2可 

得，仙人掌试管苗不定芽的个数与增殖系数 明显正相关 ， 

即试管苗增殖系数的提高主要依靠 增加不定芽的个数来 

实现 ，试验 中4号培养基 MS+6一BA 1．0 mg／L+KT 0．5 

mg／L+NAA 0．3 mg／L增殖效果最好 ，不定芽 的诱导个数 

及增殖系数均显著大于其它处理 ，而 6号培养基两个指标 

均最低。 

表2 不同培养基对食用仙人掌芽增殖的影响 

配方 A)( )(NAArag／L rag／L rag／L)篓 虿 增殖系数 ⋯ ( )( )( )数(个) 数(个) 

的分化潜力并未减弱，不定芽 的分化 个数仍然在 4．8左 

右，结合第一种继代增殖方式，试管苗的增殖效率显著提 

高。 

2．3不同培养基对外植体生根的影响 不定芽接入表3实 

验配方后，7d后开始生根萌动，14d后全部生根，生根率均 

为 100％ ，但符配方试管苗生根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如表 3 

所示，生根数2号配方最高，显著大于其它3种处理，且试 

管苗表现出良好的长势，茎长均在4cm以上，4号处理试管 

苗生根数量较小，长势一般 ，认为 1／2MS+ NAA 0．1 mg／L 

+IBA 0．1m L是仙人掌试管苗生根的优良配方。 

表 3 不同培养基对食用仙人掌生根的影响 

注：‘+’为一般；‘++’较好；‘+++’良好；‘++++’最好一 

2．4 生根试管苗的移栽 按材料 与方法中的移栽要点进 

行，试管苗移栽成活率达95％左右，认为仙人掌属于多浆肉 

质化植物，对水分需要要求特殊，因此试管苗移栽过程中， 

保持适当的土壤水分 ，增加地上部分的空气相对湿度是保 

证试管苗移栽成活的关键。 

3 讨论 

本文对米邦塔食用仙人掌组培快繁技术体系进行了研 

究，总结出离体条件下外植体快速启动分化，试管苗继代增 

殖及生根的优化培养基．．试验中采用反复利用外植体的方 

法，增加了对苗木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增殖效率，对当前仙 

人掌属植物离体繁殖如何解决增殖系数偏低等问题具有借 

鉴意义。 

试验中根据仙人掌属植物 自身的特性结合新疆地区特 

殊的气候因子，以保湿、保水为主要管理措施，使得试管苗 

移栽成活率高达95％左右，为米邦塔食用仙人掌的后续开 

发及利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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