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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掌组培快繁技术研究现状的综述 

夏慧敏，傅玉兰 ，杨海燕，徐莉莉 (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安徽合肥23oQ36) 

摘要 概述红掌组织培养1O年来的研究成果，红掌再生体系的建立途径已明确：以嫩叶为外植体时，较好的灭菌途径为O．O1％高锰酸 

钾1Omir ．0．05％链霉素20 rr叼．05％制菌霉素20n】in—加．05％头孢唑啉钠20 n一75％乙醇3O s—加．O1％HgCl22rain。以不同部位作外 
植体，对愈伤组织的诱导率以茎段部位最高，最佳培养基为：改良Ms+6一BA1．0mg／L或 1／2MS+6-BA1．0mg／L。诱导不定芽的最佳培养 

基配方为 改良Ms+6-BA0．8mg／L+NAA0．05mg／L，不定芽继代增殖最佳培养基为：Ms+6-BA1．0mg／L+KT1．0mg／L，使用1／2MS培养 
基添加O．5mg／L的NAA或2,4一D或IBA都能很好地诱导不定芽生根。出瓶移栽的最佳栽培基质为：泥炭：珍珠岩：砻糠灰：牛粪=2：2：2： 

1，pH值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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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掌(Authurium lllldreallMm)为天南星科花烛属多年生常 

绿草本植物，原产于中南美洲哥伦比亚西南部，是一种很好 

的盆花和切花植物。由于红掌用常规分株繁殖难以扩大生 

产，而播种繁殖，要经人工授粉才能获得种子，耗费人力。组 

织培养是红掌快速繁殖的唯一途径。目前，国外主要以组织 

培养法繁殖种苗，国内的种苗也主要是来自国外。为了进一 

步提高红掌组培快繁技术，尽早结束进口红掌试管苗的历 

史，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国内外在红掌组培快繁方面积累的经 

验和技术进行总结分析，以期为国内规模化生产红掌优质种 

苗提供参考。 

1 红掌组培快繁的研究历史 

自Pierik于 1974年对红掌进行组织培养取得成功以来， 

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培养的研究报道，但绝大 

多数的报道仅限于某一品种或单一器官(茎尖报道最多)。 

1986年 Keller等研究用 MS．skoog培养基作 叶插(加 KT 2 

mg／L)，1～2个月可形成愈伤组织。1990年，Lightboarn等报 

道O．5 mg／L的 2，4．D对愈伤组织的诱导效果最好，增加 

NH4NO3浓度可使叶片愈伤组织增殖加快。1992年，Kuehrle． 

A等用4种杂交种幼苗的叶进行组培，发现在暗培养 1个月 

后有半透明的胚胎发生。2～3个月后，用 MS+6-BA 0．2 

mg／L+2％蔗糖继代培养，成苗后移入温室。1993年，复旦大 

学研究表明，在幼苗微培养中，昼长夜短可诱导愈伤组织生 

长；3％葡萄糖对愈伤组织形成是最有效的。 

2 红掌组织培养的研究现状 

我国从 1998年开始研究，现已成功掌握了植株再生体 

系的建立，继代增殖培养，壮苗和生根培养，移栽和温室育苗 

等技术。研究人员通过采用不同的器官作为外植体，及对不 

同培养基进行筛选比较，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操作流程。 

2．1 再生体系的建立 在当年 11月至翌年4月红掌的幼嫩 

nf(卷曲)、叶片(伸展)、茎段和叶柄均可作为外植体进行初 

代培养。在兰芹英等的研究中，红掌幼嫩叶片表面灭菌的较 

佳方案为：依次用 0．01％高锰酸钾 10 min，0．05％链霉素， 

O．o5％N菌霉素和0．05％头孢唑啉钠各灭菌20 min，然后用 

75％乙醇 30 s和O．01％HgC12 2min，污染率为零。 

2．1．1 不同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结果分析。兰芹英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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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采用红掌的叶子(未展开的卷片和刚展开的绿色叶片)、 

叶柄和茎段作为外植体进行诱导培养，虽然不同品种茎段、 

叶柄、叶片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和芽分化率有明显差异，但是 

大多数品种愈伤组织诱导率是幼茎段>叶柄>叶片，不同品 

种红掌的茎段诱导率高达 88％以上，江如蓝等认为以培养基 

为 1／2MS+6一BA 1．0mg／L的诱导效果最好，吕复兵针对叶柄 

切段、不带主脉叶切片和带主脉叶切片的出愈率进行研究， 

发现带主脉的幼嫩叶切片的出愈率较其他两种材料高，以培 

养基为 1／2MS+2，4-D1．0mg／L+6-BA4．0 mg／L的诱导效率 

最好，刚展开绿色叶片诱导率为 47．86％，但伸展开的绿叶片 

诱导产生的愈伤组织，体积增大缓慢，经 1个月左右的培养 

才能产生状如绿豆的愈伤组织。在江如蓝以叶柄为外植体 

的实验中，认为叶柄可能不适合用作外植体来进行初代诱 

导。而在黄萍萍等的研究中，利用未展开叶片的叶柄诱导愈 

伤组织，认为6-BA，KT合理组配 1／2MS+6-BA1．5 mg／L+KT 

1．0mg／L的培养基能诱导较多愈伤组织，继而产生大量丛生 

芽。朱饱卿等采用佛焰苞紧包着肉穗的幼嫩花序为外植体， 

采用 Ms+6-BA1．0 mg／L+2，4．D 0．2 mg／L的培养基，成功诱 

导出愈伤组织，且肉穗与花序柄交接处诱导成功率较高，不 

定芽分化率也较高。以花序为外植体，接种量大，污染率低。 

采用不同的外植体诱导再生的途径不一样，用茎尖或芽培 

养，可直接诱导不定芽，不断增殖。 

2．1．2 影响诱导愈伤组织的因素。不同无机盐浓度和碳源 

种类对愈伤组织的产生有明显的影响，研究发现MS、1／2MS、 

改良MS、WHrlE、 基本培养基均可诱导愈伤组织，大多数 

研究都以1／2MS培养基诱导效果最好。由 1／2MS的培养基 

诱导的愈伤组织块，颜色深绿，表面光滑干燥，体积大，生长 

速度快，芽点发生早。试验结果显示，在培养基中分别加入 

相同浓度的葡萄糖和蔗糖(30 g／L)，葡萄糖比蔗糖更易于促 

进愈伤组织的诱导和生长。 

植物激素种类及配比也是影响愈伤组织诱导率和生长 

状况的关键因素之一。试验发现，使用 6-BA(1．0 mg／L)和 

2，4-D(0．08～0．2,ng／L)更有利于红掌愈伤组织的诱导和生 

长，相同生长时期的外植体，在相同的基本培养基和培养条 

件下，不同的2，4-D浓度对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有较大影响。 

并且随着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比值的增大，产生的愈伤组织 

的百分率增大，当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比值为 1O时，愈伤组 

织产生的百分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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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细胞分裂素即可诱导愈伤组织产生，这类培养基所 

诱导产生的愈伤组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量少，质地坚硬。 

这类愈伤组织在以后的继代培养中不易进入再分化途径。 

6 BA使用的浓度范围从0．1—10me,／I~都可以诱导产生愈伤 

组织，但随着6-BA使用浓度的增大，愈伤组织的质地有逐渐 

紧密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细胞分裂素还是生长 

素，用量不可过大，当分裂素与生长素的绝对用量等于或超 

过5mg／L时，虽然可诱导产生一定比例的愈伤组织，但愈伤 

组织过于坚硬，无法进入再分化途径。 

2．2 不定芽分化及增殖培养 所采用的外植体经过4o一50 

d的诱导愈伤组织培养后，可将愈伤组织转接到分化培养基 

上增殖，每5—6周继代 1次，可不断增殖，经 2次以上继代培 

养以后，部分愈伤组织上可见到不定芽分化，继续培养，不定 

芽可长成具有明显茎、叶结构的新梢。 

2．2．1 不定芽的分化。不同的培养基不定芽分化的比率不 

同，在 1／2MS+6-BA1iome,／I~+2， D0．2mg／I~培养基上连续 

培养2个周期(每周期为5—6周)，愈伤组织块上可见不定芽 

芽点的分化，但不定芽分化率较低，只有 10％左右。在上述 

培养基中去掉 2， D后，可明显促进芽体的分化，其分化率 

比以上的要高。据黄萍萍的实验结果表明，1／2MS+6-BA1．5 

me,／I~+KT 1．0mg／I~是诱导红掌愈伤组织产生丛生芽的较佳 

培养基，诱导率达 96．7％。在江如蓝的实验中，愈伤组织诱 

导出来后，在初代诱导培养基上继续培养约2个月即可形成 

丛生的不定芽，然后可进行大量的增殖。 

2．2．2 不定芽继代增殖培养。据丁爱萍等研究结果表明， 

红掌愈伤组织的增殖生根同步进行，其培养基为 1／2MS+ 

NAA0．2+IBA2．0+活性炭0．2％。增殖生根同步化，突破了 

红掌组培繁殖中增殖与生根分两步进行的常规技术，即简化 

了操作程序，又提高繁殖速度，还可极大地节省人力物力和 

财力。BA与NAA不同浓度组合处理，对红掌增殖的影响效 

果有显著差异，同一浓度的 BA，添加生长素 NAA后，增殖倍 

数增加，且随NAA浓度增大而增大；同一浓度 BA，加入 KT 

后，增殖倍数上升明显，BA和 KT组合的培养基配方的增殖 

系数均高于BA及BA和 NAA组合的培养基配方，且差异显 

著。通过继代增殖培养直接形成完整植株，减少了生根培养 

过程，缩短了培养时间，减少人力物力消耗。 

2．3 壮苗和生根培养 在不定芽继代增殖培养过程中，会 

不断长出芽苗，当增殖到一定量时，可降低植物激素含量，促 

进芽苗长大长壮，并长出气生根。吕复兵等直接通过继代增 

殖培养可形成完整植株。潘学峰等认为红掌试管苗生根较 

易，使用 1／2Ms培养基添加0．5me,／I~NAA或 2， D或IBA都 

能很好地诱导不定芽生根。此时期宜逐步增加光照使苗更 

为粗壮。 

2．4 炼苗移栽 瓶苗经过生根培养后，平均长有 3—4条根 

系，易移栽且易成活。出瓶移栽前，将培养瓶放置培养室外 

炼苗7—10d，或者打开瓶盖进行炼苗，取出小苗后，在 600— 

800倍无菌清洗液中洗净根上附带的琼脂，再用 0．2％甲基托 

布津浸泡 20min后，种植在经消毒过的基质(泥炭：珍珠岩： 

砻糠灰：牛粪 =2：2：2：1)上，基质的酸碱度以5．5为宜。温室 

内要求空气湿度 8o％ 100％，温度(25±1)℃，散射光照 

12 h／d，每周需喷施 1／2MS的营养液 1次 ，20 d后苗可达 4 5 

em，叶片增加 1—3片，根系发达，成活率可达到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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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试验操作人员的一般检测单位采用此法；高效液相色 

谱法的回收率和精密度在 4种方法中最高，适合对微量过 

氧化苯甲酰的检测，但试验所需仪器设备昂贵，试验成本 

高，建议有能力购买该设备的检测单位采用此法；分光光度 

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较高，适合一般检测的需要，但是对陈 

面粉的检测效果不好；碘量法的操作简单，回收率大于 

90％，适合一些小型面粉加工厂进行快速检测。其滴定属非 

水滴定，由于溶液中有大量丙酮，影响淀粉显色，经模拟试 

验样品含量在国标限量内，不产生蓝色，所以应以黄色消失 

来判断终点。 

另外，试验发现碘量法可改为试纸测定，即把试验测定 

所需的各种试剂加工成试纸的形式，测定时通过试纸颜色 

变化的范围，确定面粉中过氧化苯甲酰的含量是否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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