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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掌是珍贵的热带观赏植物，观赏价值很高，市场前景极大．文章介绍了在红掌的组 

培快繁方面的研究进展，对外植体的选择，不同基本培养基、激素、碳源对其增殖与分化的 

影响，以及生根壮苗的方法等进行了综述．同时还指出了红掌组培快繁的研究意义及种苗繁殖 

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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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掌 (Anthurium andraeanum L．)又名花烛，安祖花，为天南星科花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原 

产于哥伦比亚．红掌是热带亚热带珍贵的观赏花卉，观赏价值极高，深受人们的喜爱，已跻身于国际市 

场，且市场上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红掌的传统繁殖方式为分株繁殖，繁殖系数低、速度慢，不能满足 

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组织培养是解决红掌快繁的有效途径，对于研究和开发红掌及满足国内外市场的 

需要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已对红掌的组织培养技术进行了不少探索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为了更好地推进红掌的生产发展，本文就近年米红掌的组培快繁技术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同时展 

望未来的发展趋势，为该研究领域今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信息． 

1 外植体的来源 

目前，用于红掌组培 ，上的外植体材料很多，顶芽【 、茎段【2】2、叶片【3】、叶柄【 】等外植体培养均 

可获得再生植株．一般认为叶片尤其是带主脉的幼嫩叶片是较理想的外植体【5】5．通常采用红掌组培茸 

的无菌叶片作外植体【6】，兰芹英等[41则认为叶柄愈伤组织诱导率、芽分化率、分化时间均明显优丁叶 

片．江如燕等【 】研究结果却相反，发现叶柄作为外植体儿乎诱导不出愈伤组织：刘晓红【8】也发现叶柄经 

过18 d诱导培养，虽然两端膨火，但继续培养，95％叶柄外植体变褐死亡；李志芳等【。l以叶柄作外植 

体培养，成活率很低，2O个只存活2个． 

收稿 日期：2005—8—31 

作者简介：张振霞(1975一)，女，f于肃兰州人，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2002—2004年在中山人学生命科学 

院博_J：后流动站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工作． 

10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 培养基的配方 

组织培养是通过施加外源营养成分和激素等条件来调控外植体细胞的生长状态，从而诱导芽萌 

发，产生较多有效的丛生苗．其 目的是否实现，取决于培养基成分和添加激素的种类和浓度． 

人多数研究认为红掌愈伤组织诱导适宜培养基是改良Ms或1／2MS培养基，这可能是由 

丁红掌愈伤组织 的诱导过程对某种大量元素或全部火量元素的需求较低．夏时云等【10]研究发 

现MS中高的NH4NO3容易引起 叶片的褐化，从而导致愈伤诱导率低，如果将MS中NH4NO3的 

含量降低到1／4或者1／8则获得不错的结果．兰芹英等【 】比较了叶片和叶柄在不同氨盐含量的培 

养基B5[(NH4)2SO4135 mg／Lj、MS(NH4NO31680 mg／L)$III／2MS(NHaNO3840 mg／L)中的反 

应，发现1／2MSJ：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最高，其次为MS、B5，这与Pierik[u】和Kunisaki[ 】的研究结 

果相似，低浓度的氨盐对红掌愈伤组织的诱导有利，206~825 mg／L较为合适，人丁825 mg／L或小 

于206 mg／L不利于愈伤组织的诱导．同样蔡维藩等【13]也认为NH4NO3浓度对愈伤组织诱导有较人影 

响【14]．但也有报道发现增)JHNH4NO3浓度可使红掌叶片增殖加快． 

B5、MS、1／2MS、N6、P、KC等培养基都可作红掌愈伤组织继代、增殖和分化的基本培养基， 

但最适培养基的选择在不同研究报道中各不相同，可能是品种的差异所致．潘学峰等【3】发现N 和MS的 

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说明含K+离~mso[一离子浓度高的基本培养基更有利于红掌愈伤组织的分 

化；兰芹英等【 】研究则表明，P、KC、N6~fll／2MS培养基对叶片愈伤组织诱导芽分化效果都较好， 

在P培养基出芽率最高，而对于叶柄来源的外植体培养，在P、N6、KC*,1／2MS培养基中芽分化率较 

高，MS较低，而在B5培养基上芽分化率为零．蔡维藩等【13]认为NH4NO3对愈伤组织浓度对愈伤组织的 

诱导有较大影响，但对增殖和芽的产生没有明显的影响． 

不同碳源对红掌愈伤组织诱导效率也有影响．肖三元等【15]用叶柄顶端作外植体，发现蔗糖和食用 

白砂糖较葡萄糖更有利于愈伤组织的诱导，~ 1993年岑益群等【0】研究结果(3％葡萄糖对愈伤组织形 

成最有效)有所不同．江如燕等[ 】贝0发现，茎段在以蔗糖为碳源时诱导效果最好，诱导率达90％，叶片 

以葡萄糖为碳源诱导效果最好．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研究结果，这可能是品种或试验环境不同而出现的 

差异．此外，由于葡萄糖和蔗糖的价格差异，考虑到生产成本，红掌的组织培养一般采用蔗糖作为时宜 

的碳源【1011 61． 

3 外源激素的添加 

生长调： 物质是培养基中不可缺少的关键物质，其用量虽极少，但对外植体愈伤组织的诱导和器 

官分化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其中以生长素类和细胞分裂素最为常用． 

红掌愈伤组织诱导过程中施加的细胞分裂素一般选用BA(I~5 mg／L)，生长素一般选用2， 

D(0．1,-~0．8 mg／L)．吕复兵等【5】发现2， D是愈伤组织诱导的主要因素，与2，4一D相比，NAA~IIIAA难 

以诱导叶片产生愈伤组织．潘学峰等【0】也认为单独使川细胞分裂素BA不能诱导叶片产生愈伤组织， 

只有同时使用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才能使叶片产生愈伤组织，2，4一D与BA配合效果较好，NAA次 

之，IBA最差，BA0．5 mg／L+2，4-D0．8 mg／L的激素配比诱导效果较好．丁爱萍等【17]研究表明，脱分 

化培养基中细胞分裂素、生长素的绝对量及比值是影响外植体脱分化并得到有效愈伤组织的关键， 

使用(}-BA$IINAA比值为10时，可获得满意结果．黄群声【l8]发现添~NTDZ 1．0 mg／L~,J6-BA0．5 mg／L 

配比是诱导红掌外植体脱分化的最佳配方，与其它培养基比较，愈伤组织诱导率提高50％~166％． 

10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潘学峰等【3】发现不同细胞分裂素对红掌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不同，BA、ZT的效果较好，KT较 

著， BA 2．5 mg／L或ZT 2．5 mg／L与2，4一D 0．1 mg／L~合都能很好地诱导愈伤组织分化不定芽．李 

志芳等【9】则认为附]／flKT对愈伤 的分化效果要 明显优 于只含6一BA的．蔡维藩等【13】研究表 明，在6一 

BA、KT、2．IP二种细胞分裂素中，以6一BA 0．2～0．5 mg／L对芽的分化最有效，在15周内增殖30倍．但 

梁圆平等[191~I]认为2一IP增殖作用最明显，增殖系数达7～8倍．赵云鹏等 也认为TDZ诱导芽的效果 

明显优 ]--6-BA．肖三元等【15】在不同激素配比对红掌试管苗的调控中发现，BA~IIKT组合的培养基 

配方的增殖倍数均高于BA及BA与NAA组合的培养基配方，且差异显著，其 中增殖倍数高的配方 

是MS+BA1．0 mg／L+KT1．0 mg／L的培养基，这与李志芳【。1的实验结果相一致．丁爱萍等【17】采用正交 

设计来筛选分化培养基，结果也表明供试BA(0．1～2．0 mg／L)、KT(0,~I．0 mg／L)、NAA(0,~0．1 mg／L) 

三种激素的3个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或极显著差异，最佳方案为BA 1 mg／L+KT 1 mg／L．黄群声【l9】采 

用TDZ 0．3 mg／L+NAA 0．1—0．4 mg／L或CPPU 0．3 mg／L+NAA 0．1—0．4 mg／L，红掌的愈伤组 

织均能很好分化，并能长成完整植株． 

4 生根壮苗 

红掌试管苗生根较容易，使，E}=j质量浓度为0．5 mg／L的NAA、2,4一D~I]IBA都能很好地诱导不定芽 

生根，生根率均达100％【3,21】． 

红掌根的诱导与温度有关，温度过高或过低其生根率均较低，以25℃ 下诱导最适宜，培养35 d，生 

根率达98．3％【22】． 

许多实验已实现了红掌增殖生根同步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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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培养时间，降低了试管苗成本【5,15,23】． 

5 结语 

与传统繁殖方法相比，用组培来快繁红掌，有四个明显的优点：一可节省育苗用地；二可 省繁 

殖材料，提高繁殖系数；三还可以保持优良品种的特性，提高质量和欣赏价值；四是培育优良品种和 

基因改良的最有效手段．总之，组培快繁技术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 

尽管国内外在红掌组培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存在繁殖系数偏低，增殖难，继代所需周期偏 

长等问题，也尚未建立经济高效低成本的标准化种苗生产体系．以上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必须加强红 

掌离体培养繁殖标准化技术体系的研究，研制出一套高效、实用、标准的组培快繁体系；其次，寻找 

优良种质资源，选择适宜的外植体也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另外，在外植体诱导、增殖分化、生根壮苗等 

各个阶段，以及在不同培养基、激素、碳源的选择等方面对红掌组培体系需要进行优化，同时应利用 

现代生物技术培育红掌优良新品种，加快育种和提高种苗的繁殖速度，以满足目前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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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Tissue Culture of A nthurium andraeanum L． 

ZHANG Zhen．xia 

(Department of Biology，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 521041，China) 

Abstract： Anthurium andraeanum is popular ornamental plant in the tropical zone．and has 

highly appreciating value and the market foreground．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technology 

progress of tissue culture of Anthurium andraeanum，included the sources of explants：the different 

(：ulture medimns，the sort and content of the horlnones，the diffcrent carbon SOllr(；e．Also the paper 

indicated methods of rooting and strengthen before seedling transplanting．The paper provided 

useful experiences to improve the tissue culture technology of Anthuri m andraeanum． 

Key words： Anthuri m andraeanum L．：tissue culture；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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