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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掌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技术综述 

聂振朋 温明霞 罗君琴 李 丽 柯甫志 

(浙江省柑桔研究所，浙江台州 318020) 

摘要 综述 了红掌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对今后的发展前景进行 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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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掌为天南星科花烛属多年生附 生常绿草本植物 ，是 

世界名贵花卉 ，原产于南美洲热带雨林 。红掌的花朵独特 ， 

佛焰苞明艳华丽 ，色彩丰富，极富变化 ，且花期长 ，四季开花 

不断，瓶插寿命很长，尤其供切花水养可长达 1个月，盆栽 

单花期可达 4~6个月，可供室内观花赏叶，深受消费者的青 

睐。红掌常规繁殖为分株繁殖，因其萌蘖不多，故繁殖率极 

低 ：也可用种子繁殖，但是种子不易获得 ，且人工授粉较难 ， 

人力耗费量大 ，而利用组织培养繁殖可以在较短的时间获 

得大量的种苗 ，服务于生产。近年来 ，对红掌组织培 养及快 

速繁殖技术方面的研究颇多，现综述如下 ，以期为红掌组织 

培养与快速繁殖技术的进一步推广、红掌试管苗的工厂化 

生产和规模化种植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1 外植体的选择与处理 

国内外对红掌愈伤组织诱导的绝大多数 的研究报道 

是 ：外植体一愈伤组织一愈伤组织增殖一芽一完整植株 。同 
一 成熟度的外植体 ，不同取材部位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各不相 

同，叶柄 的诱导率最高 ，茎段的次之 ，而叶片的诱导率最低 。 

在取材时间上 ，当红掌新抽出的叶片展叶 2周时 。叶片、叶 

柄对愈伤组织的诱导效果最好 ，诱导率最高 ，诱导所需的时 

间也最短。外植体使用前要进行消毒处理 。常规消毒方法是： 

采用洗洁精溶液浸泡并搅拌 lOmin后 ．再用自来水冲洗15 

min，接着在无菌条件下 ，用体积分数为 75％的乙醇消毒30s， 

然后浸泡在质量浓度为 1g／L的升汞溶液中灭菌 8~10min， 

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5~6次。对红掌叶片来说 ，这种消毒方法 

较好 ，污染率低于 30％。 

2 愈伤组织的诱导 

适合红掌愈伤组织诱导的基本培养基为 MS培养基 。 

叶柄培养以 N6、KC和 1／2MS培养基为佳 ，叶片培养则以 

P、N6和 1／2MS为好 ，适宜 的激素组合及浓度配比为 BA 

2．0mg／L+2．4-D 0．2mg／L；当激素配比为 BA 2．0mg／L+NAA 

0．25mg／L时能很好的诱导不定芽的发生。另外，在进行红掌 

的愈伤组织诱导时 ，葡萄糖作为碳源 的诱导效果明显优于 

蔗糖。同时 ，在无激素的 MS培养基中添加椰乳 8mL／L，可 

以有效促进不定芽的伸长和加粗生长 ，使丛生芽得到复壮。 

不同放置方式和光照时间对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亦有 

影响，叶背向下放置 ，光照时间 24h／d和 10h／d愈伤组织诱 

导率较高 ；光照时间对叶柄愈伤组织诱导无显著影响 ，但光 

照 24h／d和 10h／d较无光照处理 的明显促 进芽 的分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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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照培养不但对愈伤组织的诱导有利，而且对于不定芽 

的生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以光照强度 1 000-1 500Lx的自 

然散射光最好 ，而黑暗培养不利于红掌愈伤组织的发生和 

不定芽的生长。 

3 增殖和生长 

在红掌的组织培养中．不定芽生根较容易，用质量浓度 

为 0．5mg／L的 NAA、2。4-D和 IBA 3种生长素都能很好地 

诱导不定芽生根 ，生根 率均达 100％。最佳的生根培养基为 

1／2MS+NAA0．5mg／L．生根率可达 100％，生根质量好。但如 

果单独使用细胞分裂素 ，生长慢 ，往往继代 1次需时超过 2 

个月；而细胞分裂素BA与生长素IAA组合使用，能明显加 

快生长速度 。继代 1次不超过 45d，繁殖系数及生长明显增 

大。红掌试管苗增殖较优组合 BA：IAA为 3：1，高生长最佳 

组合BA：IAA为 5：3。另外 ，附加 CH(水解酪蛋白)对红掌试 

管苗增殖高生长及壮苗生长都有影响；附加 YE(酵母浸出 

液)利于红掌试管苗的增殖 ，但不利于高生长和壮苗生长。 

4 瓶苗移栽 

瓶苗移栽容易成活 ，不需炼苗，在继代增殖转瓶时 ，将 

长 2cm以上的完整植株从基部切下，用自来水冲洗一下 ，即 

可移栽于苗床 。移栽后浇足定根水 ，每 曰喷雾 1~2次，苗床 

基质采用河沙：珍珠岩=2：1。保持较高的湿度 ，遮光率为80％， 

小苗移栽 7d后 。每 7d喷施 1／2MS无机盐类的营养液 ，60d 

后成活率达 95％以上并长 出 1~2片新叶。另外，在珍珠岩：水 

苔：腐殖土=1：2：1栽培基质中，红掌的组培苗均生长良好，移 

栽成活率达 96％。对于增殖培养得到的不定芽，经无激素培 

养基复壮培养后，再进行增殖培养，可以提高下个增殖周期 

中丛生芽分化数目和芽体质量的稳定性 ；复壮培养后再进 

行生根培养 ，可以显著提高生根率和苗木质量。 

5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在红掌的组织培养及快速繁殖过程中 ，存在着如繁殖 

系数偏低 、继代所需周期偏长等比较突出的问题 ，就 目前的 

研究状况来看，有望在今后的生产实践中加以克服。 

(1)不同外植体叶片 、叶柄诱导的愈伤组织较小时 ，在 

继代增殖愈伤组织脱离或没有脱离外植体培养时 。外植体容 

易出现褐变 ，愈伤组织逐渐死亡，这可能是培养基中无机盐 

类浓度过高或愈伤组织发育未完全所致 。利用叶柄顶部节段 

诱导愈伤组织可能获得较满意的效果。 

(2)在整个快速繁殖过程中，利用白沙糖作为碳源来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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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块直径增加 1．64cm，大薯率增加 37．3％，产量提高21．95％。 

2．2 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和有效养分含量 

秸秆是一种重要的优质有机肥源 。腐烂后能增加土壤 

中的有机质和有效养分含量。据南雅镇南雅村连续 3年秸 

秆还田试验表明：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 0．15％，碱解氮增加 

14．5mg／kg，速效磷增加 4．22mg／kg，速效钾增加 0．5mg／kg。 

2．3 改善了土壤结构 ．增强了土壤通透性 

秸秆腐烂后，能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改良土壤结构， 

协调热 、水 、气的矛盾 ，有利于促进根 系的生长。据观察 ：经 

种植红苕的土壤玉米秆连续覆盖 2~3年 ，土壤容重由 1．273 

g／cm3降到 1．260g／cm3，泥色明显变深 ，耕性好 ，蚯蚓增多 ， 

化肥用量减少，产量增加。 

2．4 抑制杂草的生长 ．减少了杂草的危害 

秸秆覆盖在红苕 、蔬菜行间，杂草的生长受到抑制 ，避 

免了杂草与作物争肥 的矛盾 ，提高 了肥料的利用率。据 调 

查：玉米秆覆盖红苕的地块 ，杂草株数要比对照少 72．2％．杂 

草鲜重轻 71．4％。 

3 技术措施 

3．1 玉米秸秆覆盖红苕 

3．1．1 分带间套 ，规范种植 。开县是一个多熟制地区。80％以 

上的旱地为麦、玉 、苕三熟制 。为了提高秸秆覆盖质量。解决 

好前后作物的优化配置 ，小麦推行的是 180～200cm开厢 。播 

小麦 5-6行 ，占地 100~1lOcm；预留空行 90cm左右 ，大春套 

2行玉米 ，小春收后套红苕。实行分带轮作种植 。 

3．1．2 精细整地 ，起垄裁苕。小麦收后及时整地 ，在低坝 河 

谷和半山台地，大力推广起垄栽苕 。不仅能增厚土层 ．增强 

抗旱能力，而且便于秸秆覆盖的操作，提高覆盖质量，有利 

于秸秆的腐烂 (垄沟内湿度大 ，比平作的秸秆腐烂快)。垄作 

栽苕 ，要求垄沟宽 、深各 20cm，垄面栽 4行红苕 ，做到浅栽 

斜插入土 2～3个节 。一般栽植 6．0~7．5万株／hm2，瘦薄坡地 

可适当增加密度，以利于提高单产。 

3．1．3 及时砍秆 ．分带覆盖。玉米成熟后 ，要求壳黄叶青及 

时收获砍秆。砍秆越早 ，玉米秆内水分含量也就越高 ，越有 

利于秸秆腐烂。覆盖时 ，先将苕藤提到垄面 ，然后边砍秆边 

将玉米秆直接放于垄沟或平铺于红苕行间。等面积还 田，就 

地覆盖。尽量避免玉米秆叶压苕藤，影响红苕的光合作用。 

3．1．4 适时挖苕 ．覆土压秆。红苕收挖时，90％以上的玉米秆 

已完全腐烂 ，只有少数瘦薄坡地，缺乏水分 ，腐烂较差，红苕 

收挖时，将秸秆翻耕人土，加速腐烂 。 

3．2 秸秆覆盖蔬菜 

3．2．1 排水晾田，及早翻耕。开县大部分秋菜种植在稻田内。 

要求在杂交中稻灌浆成熟期开始排水晾田，水稻收后及时 

翻耕，开好“三沟”，欠细整平。提高整田质量。 

3．2．2 选用良种 ．抢时早播。各地主要选用的是品质优 、销 

路好 的乌米四季 豆 。抢在 8月中旬播种 。莴笋主要以 白尖 

叶、二白皮等耐热高产良种为主，7月中、下旬育苗 ，8月中、 

下旬移栽 ，苗龄控制在 25~30d。 

3．2．3 施足底肥，合理密植。底肥用人畜粪水 15．O~22．5t／hm ， 

过磷酸钙 375kg／hm2左右 ，少用氮素化肥 ，避免影响种子发 

芽出苗 。四季豆按 1．3m 开厢起垄 ，播 2行 ，栽植 3．75-4．50 

万窝／hm2，每窝 2株 。莴笋栽植 8．25-9．O0万株／hm2为宜，栽 

后淋清粪水，以利成活。 

3．2．4 秸秆适量 ，均匀覆盖。四季豆播种后 ，用稻草或麦草 

3 750"--4 500kg／hm ．均匀覆盖垄面 。莴笋采取的是先将秸秆 

覆盖厢面 ，然后按规格牵绳定距 ，扒开稻草用小锄打窝 ，边 

打窝边移栽。也有部分农户是先移栽，再将稻草均匀整齐地 

覆盖在莴笋行间，减少水分的蒸发 。 

3．2．5 及时引苗，加强管理 。四季豆出苗达到 10％以后 ，就 

要开始扒 开窝面上的稻草 ，露出幼苗 。同时 ，要早施苗肥 ，勤 

管理，注意防治病虫害，确保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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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改善因杉木纯林连作而引起的林地地力衰退。 

2．4 适时间伐 

间伐可降低林分的郁闭度 ，使得林内光照等生境条件得 

到改善 ，促进林下植被的生长，而林下植被 的多样性又与土 

壤微生物和土壤酶的数量 、种类和活性有密切关系。间伐林 

分 2年后土壤微生物数量增加 、酶活性增强、土壤容重降低 、 

总孔限度和速效养分提高，使土壤肥力得到改善和提高。 

2．5 营林措施 

通过施肥来改善林地肥力状况 ；尽量少采用全垦的幼林 

抚育方式可直接影响到杉木幼苗的生长情况 、林下植被情况 

和土壤侵蚀情况，以免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全树利用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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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愈伤组织能获得较好的效果，大大降低瓶苗生产成本。 

(3)在红掌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 中，通过继代增殖培 

养直接形成完整植株 ，这样既能增殖又能得到完整植株 ，减 

少了生根培养过程 ，缩短了培 养时间，减少了人力和物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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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移 出太大 ，不利于林地地力的恢复 ，应采取合理的收 

获利用方式，将小枝桠归还林地。 

此外，还可效仿农业经营的办法，在人工林上不断地投 

入人力与物力，正确处理适地适树 、良种壮苗 、合理的育林 

技术等也可以缓解地力下降。 

3 参考文献 

【1】肖书平．人工杉木林抚育间位强度试验Ⅱ】_中国林副特产，1998(2)： 

11—12． 

【2】丰炳财，徐高福 ，李秀平，等．杉木与枫香混交林营造技术研究卟林 

业科技通讯，1999(6)：7-10． 

I3】杜国坚，黄天平，张庆荣，等．杉木混交林土壤微生物及生化特征和肥 

力卟浙江林学院学报，1995(12)：347-352． 

f41刘爱琴，范少辉，林开敏，等．不同栽植代数杉木林养分循环的比较研 

究D1．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2005，1 1(2)：273—278 

虽然出苗率还不是太高 ，但在培养基中进一步调整附加成分 

组合 ，有望提高出苗率。 

(4)富含有机质的疏松表土是红掌理想的移栽基质 ，移 

栽成活率较高，所以在红掌的栽培中首先要考虑土壤的肥 

力状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