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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朱蕉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徐洁兰，徐秋霞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o4o5) 

摘要 以绿叶朱蕉的茎段为外植体，进行快繁技术研究，筛选出最佳的材料部位、消毒方法以及培养基。结果表明，采用带顶芽茎段， 

0．05％升汞处理8 min，消毒效果最理想；诱导培养基：Ms+5．0 nc／LBA+3．0 g／L花宝 1号；增殖培养基：Ms+2．0 nc／LBA+NAA 0．1 

mg／L；生根培养基 ：MS+NAA 1．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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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朱蕉又称细叶铁树，为龙舌兰科朱蕉属的单子叶木 

本植物，它茎直立，叶剑形且革质光亮聚生于枝端。在园林 

布置及室内装饰中有着广泛的用途，是现代流行的观赏花卉 

之一。常规繁殖方法为扦插或压条，但年增值率仅数倍，难 

以满足市场需求，且直接影响母体植株的观赏性。采用组织 

培养的方法，在短期内可获得大量整齐一致植株，并可保持 

优良的品质，用以满足商品化生产，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有效 

的手段。自Kunsaki(1975)首次报道朱蕉的试管再生，至今该 

方面的研究报道并不多H一21。笔者利用朱蕉的嫩茎切段为 

外植体进行相关的研究，试图为绿叶朱蕉的规模化商品生产 

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以绿叶朱蕉 1年生枝条为外植体。将绿叶朱蕉的叶片 

仔细剥去，把枝条切成带顶芽茎段、中上部茎段和较木质化 

茎段 3类，用肥皂水和软毛刷将枝条表面清洗干净，然后用 

自来水反复冲洗 10 min，用浓度 75％的乙醇消毒 20 s，无菌 

水冲洗 3次，用浓度0．05％升汞溶液+适量吐温一80分别消 

毒 8 12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8次。将消毒过的各类枝条 

切成合适长度，接种于添加了不同种类和浓度激素的MS培 

养基中进行培养。以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蔗糖3％，卡 

拉胶 6％，培养基 pH值5．8，光照强度 1 500—3 000 lx，光照时 

间14 h／d，培养温度 21 23℃。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部位及不同处理时间的消毒效果 如果消毒不彻 

底，一般在接种后2 d即开始出现污染，在接种后 10 d左右污 

染趋于稳定；同时还有一些茎段虽然没有污染，但渐渐失绿 

变白，呈水渍状而最终死亡。调查发生污染的培养基瓶数以 

及茎段坏死数，如表 1所示。 

表 1 升汞浓度O．05％的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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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表明，不同部位的茎段对升汞的敏感性以及消毒处 

理的效果不同。其中，带顶芽茎段由于是新抽嫩茎，且有叶 

片的严密包护，易于消毒，污染率较低，但却易受升汞的伤 

害；木质化茎段虽然较耐受升汞的长时间消毒，但由于材料 

本身带菌相对较多，污染率则明显上升。因此，绿叶朱蕉无 

菌材料的获得，采用带顶芽茎段，用 0．05％升汞处理 8 min， 

无菌水彻底清洗 8次最为理想；成活率达到66．67％，其次是 

采用中上部茎段，0．05％升汞处理 10 min、无菌水彻底清洗 8 

次，成活率为61．9％。 

2．2 不同激素种类及配比对诱导芽萌动的影响 为保持该 

品种原有的优良特性，试验采用以芽增殖芽扩大繁殖系数的 

器官型繁殖途径，避免通过愈伤组织而再生。因此，诱导阶 

段中刺激芽的萌动，特别是腋芽的萌动，成为首要任务。试 

验结果见表 2。 

表2 不同激素种类及配比对诱导芽萌动的影响 

注：以带琐芽茎段为观察对象 ，接种 30 d，记 录其生长状况。 

表2显示，在所用4种培养基中，外植体均不同程度地 

发生膨大，并产生愈伤组织。其中④号培养基的愈伤组织是 

白色疏松水渍状，以后未发现其进一步的形态发生，并且逐 

渐变褐色，失去活力；①、②号培养基中外植体的生长情况基 

本相同，所不同的是①号培养基中的外植体在展叶的叶缘上 

产生绿色薄壁组织，随后分化出小芽，估计是培养基中的天 

然组织提取液椰子汁对组织的分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多引 

起的，但与试验思路相违，并且在随后将分化形成的小芽切 

下培养的试验中，发现其长势很弱，难以用作增殖材料，不适 

合采用；③号培养基中的外植体、愈伤组织产生少，且组织肉 

质较紧密，芽的萌发明显。综上所述，绿叶朱蕉在诱导阶段 

采用③号培养基作为诱导培养基最合适，其芽饱满、长势好， 

为后续的快速繁殖打下基础。 

2．3 不同激素种类及配比对芽分化及增殖的影响 将诱导 

阶段得到的材料，去除较疏松的愈伤组织，将芽体转接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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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的增加，降低了土壤中可交换态镉、碳酸盐结合态镉的含 

量，有研究表明，可交换态镉、碳酸盐结合态镉最易被作物所吸 

收，是影响水稻植株中镉含量的一个因素。可交换态镉含量与 

环境pH值的变化有关，一般随着 pH值的升高而降低_5J，而该 

态的镉最易被作物所吸收，对作物危害最大。碳酸盐结合态镉 

对土壤环境条件，特别是 pH值最敏感，随着土壤 pH值的降 

低，离子态镉可大幅度重新释放而被作物所吸收。因此，很多 

研究将向土壤中添加碱性改良剂作为改良重金属污染土壤的 
一 种措施。试验中随着肥料用量的增加，土壤pH值升高，而可 

交换态和碳酸盐结合态镉含量降低。因此，可以得出，向土壤 

中加入硅肥可以提高土壤pH值，从而降低可交换态和碳酸盐 

结合态镉含量，而使水稻对镉的吸收减少。 

表2 不同硅素物质对土壤中镉形态分布的影响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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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培养基中，重复2次，记录其生长情况。结果见表 3。 

表3 不同激素种类及配比对芽分化及增殖的影响 

注：转瓶 2次后记录生长情况；以芽团统计增殖系数。 

表 3显示，当NAA浓度为0．2 mg／L调节 BA的浓度时， 

发现材料的基部容易产生淡黄色愈伤组织而影响不定芽的 

分化；当NAA浓度为0．1 meCL调节 BA的浓度时，芽体的不 

定芽分化都较明显；但当BA的浓度超过 2．0“ L时继代2 

次后，芽团即呈深黄色，褐变趋势相当明显。综上所述，绿 

叶朱蕉芽的分化及增殖培养，需要加入少量的 NAA，但当 

NAA用量过高，则会削弱不定芽的分化。这与谭文澄 

(1991)报道的~J,Df彩铁组织培养的结果是一致的_】J，因此， 

⑤号培养基是较好的丛芽增殖培养基。 

2．4 不同激素种类及配比对芽丛生根率的影响 将在增 

3 结论 

(1)镉污染土壤上种植水稻后，植株不同部位镉的含量 

不同，由大到小的次序为：根 >茎叶>糙米；土壤中添加硅素 

物质并没有改变水稻各部位镉的含量的次序，但降低了各部 

位镉含量，同时，随硅素物质施入量的增加，水稻各部位的镉 

含量也呈现降低趋势。 

(2)对水稻收获后的土壤进行分析得出，随着硅肥加入 

量的增加，土壤 pH值升高，土壤中可交换态、碳酸盐结合态 

镉含量降低，铁锰氧化物态、有机结合态镉含量增加。这是 

水稻植株中镉含量降低的直接原因。 

(3)添加硅肥可以作为改良镉污染水稻土的一种措施， 

降低稻米对镉的吸收，为人类食用无污染稻米提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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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培养基中已经长至3 cm以上的丛芽分离成单芽后转入 

不同培养基中，25 d后观察小芽的生根情况，30 d后统计长 

根数(表4)。 ． 

表 4 不同激素种类及配比对芽丛生根率的影响 

表4表明，① 一④号培养基对芽丛生根均有较好的促 

进作用，生根率为 100％。其中③、④号培养基的效果理想， 

生根数平均达到7—9条，尤其是③号培养基，所产生的根 

不仅数量多，而且健壮，非常有利于随后的试管苗出瓶移栽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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