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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芦笋杂交 Fl代种子获得无菌植株，取无菌植株的茎尖、茎段作为外植体，在不同培养基上诱导、增 

殖和生根，筛选出适宜的诱导培养基为 MS+6一BAI．0 mg·mL一十NAAO．1 mg·mL～，增殖培养基为 MS+6 

一 BA0．5 mg·mL一 十NAAO．1 nag·mL～，生根 培养基为 1／2MS+IBA1．0 mg．mL +KT0．02 mg·mL～。利 

用 3～5 mIn长 的芽进行生根培养 ，生根率最高达到 91．7％ ，炼 苗成活率达到 90％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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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芦笋学名 Asparagus officinalis L，英文名 Asparagus，俗称石刁柏、龙须菜，为百合科天门冬属多年生 

宿根草本植物，芦笋的嫩茎既可鲜食也可加工制罐，芳香鲜美，质嫩可口，是一种低热量高营养的保健蔬 

菜 ，被誉为世界十大名菜之一。对高血压、心脏病、心率过速、疲劳、水肿 、膀胱炎、排尿困难等症均有一 

定疗效。此外，芦笋具有防止癌细胞扩散的功能，对各种癌症均有疗效⋯。 

目前，无论是国外市场还是国内市场，芦笋均是供不应求的蔬菜品种，所以扩大芦笋的发展规模及 

实现周年供应具有意义 。生产上采用的优良Fl代芦笋种子一直依靠国外进EI，价格昂贵。利用植 

物组织培养技术进行芦笋的无性快繁生产，既可以解决芦笋的种性退化，又可以培育大量的芦笋优质种 

苗，满足生产的需要。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进行了芦笋组织培养技术研究 ，对芦笋试 

管苗的工厂化生产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本试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芦笋组织培养技术进行 了优化 ，在生根培养 中利用 3～5 mm长的 

芽进行生根培养，生根率高达91．7％，炼苗成活率达到90％以上，降低生产成本，为芦笋试管苗的工厂 

化生产提供技术保障。 

1 材料与方法 

美国杂交种 308FI代种子。 

(1)外植体的制备。将种子在体积分数70％酒精中漂洗30 S，蒸溜水冲洗一遍后在质量浓度0．1％ 

升汞中消毒 10 rain，用无菌蒸馏水冲洗5遍后直接放在蒸镏水中浸种 10 d，之后将浸泡过的种子送人超 

净台，用70％酒精消毒 30 S，无菌水冲洗一遍，0．1％升汞消毒5 min，无菌水冲洗 3遍，接种于 MS基本 

培养基上，待种子发芽，幼苗高3～4 cm时，取植株茎尖和茎段作为无菌外植体。 

(2)芽诱导培养基配方。本试验基本培养基均采用 MS培养基，蔗糖质量浓度3％，琼脂质量浓度 

0．7％，pH5．8。激素浓度配比设计 3个处理，即：①MS+BA1．0+NAA0．1；②MS+BA1．0+NAA0．2；③ 

MS+BA1．2+NAA0．2。 

(3)增埴培养基 配方。本试验基本培养基均采用 MS培养基 ，蔗糖质量浓度 3％，琼脂质量浓 度 

0．7％ ，PH5．8。激素浓度配比设计 3个处理如下 ：④MS+BAO．2+NAAO．05；⑤MS+BAO．5+NAAO．1； 

⑥MS十BA0．8+NA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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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根培养基配方。芦笋腋芽诱导成小植株以后 ，通过不断的继代增殖 ，使其分化出更多的小植 

株，获得一定量的小植株以后，将其转接到生根培养基中使其生根，生根培养基激素浓度配比设计9个 

处理如下 ：⑦1／2MS+IBA0．5+KT0．01；⑧1／2MS+IBA0．5+KT0．02；⑨1／2MS+IBA0．5+KT0．05；⑩1／ 

2MS+IBA1．0+KT0．01；⑥1／2MS+IBA1．0+KT0．02；⑥1／2MS+IBA1．0+KT0．05；⑩1／2MS+IBA1．5 

+KT0．01；⑩1／2MS+IBA1．5+KT0．02；⑥l／2MS+IBA1．5+KT0．05。以上激素浓度均为 mg．mL～。 

(5)炼苗移栽。当苗高2．5～3．0 cm时，根长到1．0 cm以上并有 4～5条根时，即可炼苗移栽。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获得 

芦笋种子浸种 10 d后 ，播种于无菌 MS基本培养基上，20 d后均可发芽获得无菌芦笋植株 ，待苗高 

4～5 cm时在超净台上从培养基中夹出苗株，切取其茎尖和茎段0．5 mm长作为外植体。 

2．2 芽诱导培养结果 

在三种培养基均能诱导外植体形成愈伤组织，并分化基部膨大的芽见表 1，处理代号①，表现出芦 

笋茎尖和腋芽伸长，腋芽处分化出2～3个小芽，芽长0．5 cm，苗体生长正常，代号②和③处理的茎尖和 

茎段也有伸长和膨大，但没有明显的节位并畸形，基部愈伤组织伴有玻璃化现象。由此得出：①处理是 

芽诱导的适宜培养基，即：MS+BA1．0十NAA0．1。 

表 1 不 同激素组合对芽诱导的影响 

2．3 芽的增埴培养 

当芽长到3～4 cm时，分切成茎尖、带一个腋芽的茎段和茎基部，分别接人不同的增殖培养基上进 

行继代培养见表 2，在培养基⑤中芽明显伸长，分化芽节位明显，培养基⑥中芽伸长慢，分化芽膨大，节 

位不明显，培养基④中芽伸长快，枝条细长，节位明显。同时不同取材部位对芦笋芽的增殖系数有一定 

影响，基部带愈伤组织的苗分化系数最高，可达 7．3，但分化的芽较小 ，伸长慢，而茎段上发生的苗分化 

系数为2．67，而且苗节位明显，芽明显伸长(见表3)。 

表 2 不 同激素组合对芽增殖的影响 

取材部位 接种数 出芽数 

， ， 

增殖 
系数 芽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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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根培养 

表4 不同激素浓度对芦笋生根的影响 当苗长到2～3 cm时，取 3～5 mm的芽接种于生根培养 

基进行生根培养。在 1／2MS+IBA1．0+KT0．02的培养基上， 

芦笋的生根表现最高，平均达90％。而且苗生长比较整齐(见 

表4)，不同取材部位对芦笋的生根也有影响，用茎基部增殖而 

产生的芽生根，其生根率最高，可达 91．7％(见表 5)。 

表5 不同取材部位的芦笋芽生根率的差别 

2．5 芦笋组培苗的炼苗 

炼苗苗床设在温室大棚内，苗床用 200倍高锰酸钾消毒后铺上 10 cm左右厚的栽培基质。基质配 

方用珍珠岩(v)：泥炭(v)=1：1的基质，基质在混合时用井冈霉素溶液消毒(500 mL／m )。待到苗高 

达2～3 cm时，将瓶中的试管苗连同培养基倒入温水(30~C左右)中，洗净根部的琼脂即可，在 24 h内移 

栽于苗床上，移栽第一周需用小拱棚覆膜密封保持空气相对湿度90％以上，7—10 d左右开始掀开一侧 

薄膜透风，逐渐增加透风量，20 d左右可以全部掀掉薄膜采用一般幼苗的管理方法进行管理。移栽当 

天喷施 500倍多菌灵药液，以后每隔一周左右喷施杀菌剂一次，不同的杀菌剂应交替使用效果更好。 

讨 论 

芦笋组织培养方面的报道虽然很多 I9 ，但组培苗生根率较低是影 响芦笋快繁亟待解决 的关键问 

题 ，有待解决 ，因此试验从提高芦笋生根率方面人手，成功筛选出芦笋的生根培养基，另外在对不同组织 

分化出的增殖苗进行生根，在生根率方面也表现不同，取茎尖部位分化的苗，生根率最高达到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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