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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掌组培快繁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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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红掌组培快繁生产实践认为：正确选择品种和外植体、简化培养过程是组培快繁生产的关键，而降低成本、提 

高瓶苗移栽管理技术是实现高效益组培苗生产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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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011 the Some Problem in Tissue Culture of Anthurium 

X1AO Shah—yuan，L1ANG Guo·ping，GUAN Yah，HUANG Feng-xiang 

(Yunnan Tropica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Jinghong 666 I O0，China) 

Abstract：It were taken for that the choice variety,cxplant and predigested the course is the key during tissue culture of Anthurium and to 

reduce the cost，heighten the technic transplanting and mana~；ing of the rooting seedling is the ultimate approach for Anthurium production 

with hiigh benefit by th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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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掌品种繁多，生产更新较快，常规的分株扦插 

繁殖等方法速度慢，无法满足新品种推广生产的市场 

要求。商业性红掌种苗生产主要用组培快速繁殖。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进行了红掌组织培养及快 

速繁殖试验。取得了成功，并投入周年生产，为省内 

外科研、生产单位和商业花圃提供了优质种苗。笔者 

根据几年来的实践和体会，对红掌组培快繁生产中的 

几个问题作一些探讨，旨在与同行交流，提供借鉴和 

参考。 

1 品种及外植体的选择 

1．1 品种的选择 

红掌品种繁多，按佛焰苞色泽分有鲜红、绯红、 

洋红、桔红、绿色、绿白色、粉红、紫色、白色等品 

种。红掌组培快繁能否获得经济效益，深受市场制幺勺． 

销路不畅、经济效益低，自然限制了商业化生产。其 

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通过市场调查，选择有良好市场品 

种。生产的品种对路，自然销售畅通、售价好。 

1．2 外植体的选择 

红掌不同品种、材料及取材部位对组培诱导条件 

的反应不同。如佛焰苞为绿色、粉红、鲜红、桔红的 

品种比绯红、洋红、绿白色品种再生能力强；叶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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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的再生能力好；叶片带主脉部位比侧脉、网脉部 

位强；叶柄上段比中、下段的产愈率高，污染率低等 
【1．21

。因此，在组培生产之前必须通过试验选择最易表 

达全能性的部位材料，有利于提高繁殖率，达到生长 

快、污染率低，降低生产成本。 

2 提高繁殖系数 

2．1 愈伤组织诱导 

红掌组培快繁生产要提高繁殖系数，除试验选择 

不同品种最能形成愈伤组织的外植体材料外，还应针 

对不同品种进行配方组合的试验。选择最合适的培养 

基是组培快繁成功和提高繁殖系数的基础。培养基的 

选择，一是基本培养基，二是各种激素的浓度及相对 

比例。我们实践认为：MS(NH NO 用量为MS中5／4) 

和I／4MS培养基，加入浓度适宜的6-BA、2,4一D，其 

产愈率80％一90％，愈伤组织生长旺盛，能形成质地 

致密的块状愈伤组 z1。 

2．2 增殖与完整植株的形成 

增殖培养、完整植株的形成主要与激素浓度和 

NH NO 浓度的组合有关。我们使用改良MS培养基组 

合适宜的激素和NH NO 浓度，每个繁殖周期为45d， 

愈伤组织块增殖2～3倍，丛芽多、粗壮．形成完整植 

株4—6株。在批量生产中，由于组培材料的内源激素 

含量因继代培养次数的增加而发生变化，因此，增减 

培养基配方中添加激素的使用浓度不是每次都固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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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随着多次继代培养，6-BA的使用浓度由初次 

诱导时的2．0～2．5mg·L--逐渐降低，直降至0．5一1．0 

mg·L～，保持若干代培养后，再提高浓度到2．0— 

2．5rag·L～，高低浓度交替进行，而NH NO 的使用浓 

度为Ms中的5／4最佳。添加低浓度NH NO，的增殖倍 

数低，产丛芽多，苗弱，叶薄小、无光泽，形成完整 

植株多；高浓度NH NO，的增殖倍数低，产丛芽少、粗 

壮，叶大厚、有光泽，形成完整植株少⋯。因此，组 

培快繁过程中要根据组培苗的生长情况，调整6一BA 

和NH NO 之间的最佳组合，才能在每次的继代繁殖 

中培育出大量生长健壮的组培苗，为后续的移栽打下 

良好的基础。 

3 降低成本 

组培快繁红掌，生产成本一般都比常规方法高。 

降低成本，是在组培快繁生产中获取良好经济效益的 
一 个重要问题。我们在生产实践中从以下几个方面降 

低成本： 

3．1 外植体及培养基的选择 

选择易表达全能性的外植体材料和筛选最适宜的 

增殖继代及形成完整植株的培养基，可使培养材料污 

染率低，产愈率高，生长快，繁殖系数高，组培苗生 

长粗壮，植株长势正常，周期短，能够从根本上降低 

成本。 

3．2 省除生根培养 

通常在组培苗增殖后要进行诱导生根培养，这一 

阶段需要消耗大量培养基原料、人力和电能。我们在 

增殖培养过程中降低激素，使其瓶苗不断增殖，同时 

不断形成根、茎、叶的完整植株，待植株长至3era以 

上，即从苗基部切下置于清洁水中吸水数分钟进行移 

栽，20d左右生根成活，成活率在90％以上。籍此省 

除诱导生根的成本。 ． 

3．3 节约用电 

组培快繁过程中，一般只需注意接种室和培养室 

的消毒，无污染的母瓶材料查选以及接种操作等关键 

环节的规范化，而x,-ff~减容器、接种]-具的消毒处理， 

并不要求太严格。通常对培养用玻璃容器、接种工具 

的消毒多需采用干热灭菌法或高压蒸汽灭菌法进行消 

毒，而我们在生产中均免去了这些耗能的做法。因为 

我们发现在生产过程中，有时直接使用未经严格消毒 

的培养瓶，只要将接种：J：具按规范灼烧灭菌，规范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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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培养45d污染率能控制在5％左右；只有超过60d 

以后，污染率才略有上升。所以只要及时进行转接， 

可以不必耗费大量的电能对玻璃容器、接种工具消毒 

处理。此外还发现，在继代增殖及形成完整植株过程 

中，利用自然散射光，瓶苗生长健壮，叶片大而厚， 

有光泽 而利用 日光灯光照培养产丛芽多，瓶苗细弱， 

叶片小且薄，无光泽，又浪费电能。 

3．4 降低物耗 

通常在接种和转瓶的过程中常用培养JⅡL、不锈钢 

碟子、滤纸或牛皮纸进行培养物的分切工作。而我们 

利用旧报、杂志纸张代替，对培养物生长没有影响， 

污染率也能控制在5％左右。我们用自来水、白砂糖 

代替蒸馏水、化学纯的蔗糖配制培养基，一般只在配 

制母液、激素、生长素和实验阶段才使用蒸馏水、化 

学纯蔗糖配制培养基，实践证明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自 

来水和白砂糖配制培养基是可行的。 

3．5 选用低价的化学试剂、白砂糖 

经预备实验认可后，我们选用低价的化学试剂和 

市售的白砂糖用于红掌组培生产，一般固定购买认定 

厂家的试剂和白砂糖。 

4 瓶苗的栽培管理 

4．1 移栽基质 

组培苗移栽基质以易购、价廉作为选材要求。我 

们使用的苗床基质为充分发酵的甘蔗渣、粗沙、泥炭 

土、珍珠岩。一般为粗沙 ：珍珠岩为2：l或甘蔗渣 

：泥炭土 ：珍珠岩为6：3：1121，用石灰水将基质调节 

到pH5．4左右。利用太阳光曝晒或用农用福尔马林作 

基质消毒，杀灭其中的有病病菌、杂草等。 

4．2 温度和湿度 

红掌组培苗生长温度为 l8～28cc，最适为 l9— 

22℃。高于35cc而湿度又小的情况下，幼苗很容易因 

蒸腾作用过度而导致叶片萎蔫；低于l5℃生长迟缓， 

空气相对湿度过低易产生叶片畸形；在25 以上高温 

时，通风不良极易患立枯病，严重的会导致全部染病 

死亡。 

4．3 光照强度 

红掌组培苗苗期需要的光照为10 000～15 000Ix， 

光照过弱易引起~-t-4'、无光泽，苗徒长；过强则出现 

苗黄化、生长缓慢，导致叶面灼伤。(下转第l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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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激素种类与水平对非洲紫罗兰不定生根分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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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本研究表明：以非洲紫罗兰嫩叶为外殖体，愈伤 

组织与不定芽分化适宜培养基为MS附加O．1—2．O 

mg·L 6一BA和O．O1—0．5mg·L～NAA，分化率在 

20％以上；继代增殖适宜培养基为MS附加O．1一1．O 

mg·L一‘6一BA、O．Ol～O．5mg·L一‘NAA和 O．1—1．O 

mg·L—IGA，增殖率与成苗率均较高，试管苗质量好， 

GA具提高不定芽长势与成苗率的作用。诱导生根适 

宜培养基为 1／2MS附加O．1～0．5mg·L NAA或0．1 

mg·L IBA或O．1～0．5mg·L～IAA，生根率可达95％ 

以上。根生长势旺、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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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l页)在西双版纳地区4—10月份温度高、光 

照强，遮光率控制在75％～80％。1 1月至次年3月气 

温低、+光照弱，遮光率控制在60％一65％。 

4．4 水分及施肥 

红掌组培苗应在塑料薄膜大棚内种植，瓶苗移栽 

后浇足定根水，以后每日喷雾水l一2次。l周后喷施 

1／2MS无机盐类的营养液，1个月后喷施O．1％尿素或 

硫酸钾复合肥 (15—15—15)。待苗长至5em以上即可 

成为商品苗。 

5 结语 

红掌组培快繁是一项技术性强、生产环节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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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降低成本是提高优质红掌组培苗生产经济效益的 

重要因索。目前在生产中的品种、外植体的选择，提 

高繁殖系数，优选培养基的组合，瓶苗的栽培管理等 

各个环节，在保障技术指标的前提下，都有一定降低 

成本的余地。我们在实践中做了一些降低成本的努 

力，然而进一步提高红掌组培快繁的效益，还有赖于 

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待于进一步的摸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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