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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蕉组织培养及快速繁殖技术 

丁爱萍 谢良生 蓝翠钰 张艳春 

(深圳市城管局园林科研所 518003) 

摘要 以美人蕉茎尖为外植体进行快速繁殖。在MS+2mg／1 BA+O．2mg／l NAA的培养基上得到愈伤组织，该愈伤组织 

在MS+5mg／1BA+lmg／1 NAA的培养基上分化出不定芽。在MS+5mg／l BA的培养基上，接种茎尖直接长成无根新梢。 

在 1／2MS+0．5mg／l NAA的培养基上，无根苗生根长成完整植株。6-8cm高小苗可出瓶移栽，成活率为100％。 

关键词 美人蕉；茎尖培养；快速繁殖 

美人蕉(Canna neralis Bailey)为我市主栽的 

行道花卉和花坛花卉之一，具有较强的观赏性。但由 

于多年来一直采用分切根状茎的方法进行繁殖 ，出 

现病毒病害及品种退化问题。连续的营养繁殖。使得 

病毒迅速传播。病情逐年加重。而病毒病害是药物防 

治不能消除的。采用现代生物技术方法对美人蕉进 

行茎尖脱毒，再用组织培养法获得无病毒种苗，进一 

步建立无病毒种苗无性系并进行快速繁殖，可迅速 

获得大批量优质、无病毒美人蕉种苗，从而。从根本 

上解决美人蕉花叶病问题。本文报道了美人蕉茎尖 

脱毒及建立美人蕉无病毒种苗无性系的研究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为大花美人蕉品种：深圳红，深圳粉，优 

丽，大金边，鸳鸯，总统，金脉，阿旺，二乔，橘红大花。 

1．2 外檀体处理 

取带芽胞的美人蕉根茎。常规消毒后用 75％乙 

醇棉擦拭，再用 0．1％ HgC1：消毒 l0分钟，无菌水冲 

洗 5次。在超净台上．解剖镜下剥取茎尖，大小控制 

在 0．5—1 mm，接种在培养基上。 

1．3 培养基 

脱分化培养基：MS+2 m BA+O．2 mg／l NAA 

分化培养基：MS+5 mg／l BA+I mg／l NAA 

直接生长培养基：MS+5 lllg／l BA 

生根培养基：I／2MS+o．5 mg／l NAA 

1．4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为 28-,-2~C，光照强度为 1500 Lux，每 

天光照 1 0_小时。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接种污染率由50％降低到 1 5％ 

由于所取外植体为生长在土壤中的根茎。含有大 

量杂菌，很难消毒，采用封闭式振摇灭菌法【q，使大批量 

接种的接种污染率降低到5％以下。 

2．2 诱导脱分化并形成愈伤组织 

在脱分化培养基上 ，经 30—40天培养有 45～ 

53％的外植体形成黄绿色形态较好的愈伤组织。供 

试的 8个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其上接种的外植 

体，都或多或少地可产生愈伤组织，有的愈伤组织质 

地较硬，有的较疏松，这些愈伤组织转入分化培养基 

后，都不分化不定芽。只有在脱分化培养基上产生的 

黄绿色的愈伤组织转入分化培养基后 ，才会分化出 

不定芽。 

2．3 诱导愈伤组织分化不定芽 

将脱分化培养基上产生的愈伤组织转到分化培 

养基上，经约 35天培养 ，大约 80％的愈伤组织上可 

产生 3—4个不定芽。 

2．4 接种茎尖赢接长大。形成无根新梢 

在 MS+5 rIl{；／l BA培养基上，有约50％的接种茎 

尖，经 40—50天培养，茎尖慢慢发育成芽。 

2．5 不定芽扩大繁殖 

长到 2～3 cm高的不定芽 ，再转到 MS+5 mg／l 

BA的培养基上，经 30天培养，在每个芽的基部长出 

3～4个侧芽，这样 ，每个继代都以3—4倍的速度不断 

扩大繁殖。 

誊 } } 拈《 势程 }  奄 i蟹̂  j 0 ≮  ．． } }  |' ．． {  1  |'《  ．． 静l  警 。 } }  8 办 懿  《  弘等 l  ； 《  ． 龟 韶 蘸  ；  } I  誊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园林科技 2006年第 1期总第 99期 -l2· 

(上接第8页) 

6 结论 

6．1 各竹类的适生性评价 

2000年起陆续引种。共引进竹种 l3属 41种 

(包括变型、变种和品种)，能够适应引种地气候和地 

理环境，并且新竹生长逐步趋于良好，并且性状表现 

良好的竹类有 25种(包括变型、变种和品种)，占引 

种驯化种类总量的60％，其他有些种类由于各种原 

因(包括试验时间短，种植地立地条件差等)，生长表 

现出的问题暂时还不能下结论。但均经历了2001年 

的一13．5℃和 2003年的一13．4℃低温。可见南竹北引 

是可行的．筛选出推荐应用的25个竹种对引种地的 

露地越冬是可靠的，可在济南市逐步发展，其它竹种 

还可进一步试验观察。 

6．2 各种竹类的生长状况表现 

从推荐应用种和应试种的情况看。都是散生竹 

和混生竹．其地上部生长势表现优于或近于引种地 

适生的淡竹。但引进的竹类在形态和色彩上有较大 

变化，具有淡竹无可比拟的观赏优势，引种驯化的竹 

类其地下竹鞭生长速度非常快，如2000年引进的人 

面竹 2003年新竹距母竹 3．0 m，2001年引进的大明 

竹 2003年新竹距母竹 1．5 m。2001年当地移植的淡 

竹 2003年新竹距母竹 2．3 m，相比，引进竹种的生 

长能力很强。可见引种驯化的观赏竹的成林速度之 

快．绿化效益和环境效益之高。 

6．3 观赏竹的多样性 

本次引种驯化研究的竹子种类是相当多的。不 

仅在树形、枝形 、杆形和叶形上有很大的变化 ，而且 

在林相上也有着极大的变化．可观赏性各异．这为园 

林绿化 ，增加植物种类的多样性，改变基本单一使用 

淡竹做为竹类绿化种植的弱点，丰富竹子种类，增加 

竹类景观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6．4 土壤条件是引种驯化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 

肥沃的土壤，良好的水浇条件，能促进竹鞭和新竹 

的健壮生长．促进引种驯化的早日成功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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