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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茎段芽的诱导与再生 

刘思言 王丕武 

(吉林农业大学生物技术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8) 

【摘 要】以茎段为外植体。MS为基本基质，进行了芦荟无性快速繁殖技术的研究。结果表明：MS+6一BA2．On,t／1．+ 
NAA0 15mg,／I。为最佳的芽诱导培养基．MS+6一BA4．0mg／L+NAAO．1m~／L为最佳的继代培养基。MS+NAA2．0．,g／1．+活性炭 0．3％ 

为最佳的生根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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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为百合科芦荟属多年生肉质常绿草本植 

物，原产于非洲东南和阿拉伯半岛等热带地区⋯1。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芦荟具有免疫、抗辐射、抗 

癌、抗炎、保肝等作用。芦荟是集药用、食用、 

美容观赏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神奇植物[2,5]。近 

年来，芦荟系列产品正处于研究和开发阶段，芦 

荟产业在我国发展潜力很大。但是由于芦荟的繁 

殖一般采用扦插和分株繁殖，这些方法受繁殖基 

数的限制，初期繁殖速度较慢，而且容易使病毒 

积累。影响植株生长，甚至退化【6J。所以芦荟无 

性快速繁殖技术是获得大量芦荟种苗的一种重要 

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木立芦荟的茎段。 

1．2 试验方法 

1．2．1 芽的诱导 

选择健壮的2～3年的木立芦荟，用自来水冲 

洗干净，洗衣粉漂洗3min，在流水中冲洗2—3h。 

在超净工作台上，用70％的酒精消毒 30s，再用 

0．1％的升汞灭菌，采用不同的灭菌时间，最后用 

无菌水冲洗4次，然后放在无菌滤纸上晾干备接 

种使用。接种材料为O．5 lcm的茎段，接种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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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芽诱导培养基上，每瓶接种 个茎段，置于 

26~C的培养室中，光照时间为 10～12h．d～，光照 

强度 20001_a。 

1．2．2 继代培养 

将诱导产生的不定芽不断重复切割，转到不 

同的继代培养基中进行培养，每隔一段时间继代 

一 次，如此循环，就能达到快速繁殖的目的。 

1．2．3 生根 

在增殖团块数达到一定数量后，把高度2era 

以上，至少两片叶片的单株切离团块并接种入不 

同的生根培养基中进行培养。 

1．2．4 炼苗与移栽 

将根系发达、生长健壮的试管苗的封口膜取 

下，并在培养瓶内加入少量的水，在无菌培养室 

内20 30~C条件下锻炼 2d。然后将其取出，用清 

水洗净植株上的培养基，放入小盘中让其自然阴 

干 2 3d，直到苗身稍微失水，再移栽于培养钵 

中，浇水，约7d后长出新根再浇一次水，以后每 

三天浇水一次，并按常规栽培要求管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的灭菌时间对芦荟快繁的影响 

将经过不同灭菌时间 5、6、7、8、9、10min 

的外植体分别接种到芽诱导培养基上，7d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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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染茵率。结果表明，染菌率与灭菌时问有直接 

的关系，随着灭菌时间的增加，染菌率逐渐下降。 

当灭菌时间超过 8min时，虽然染菌率也很低，但 

是由于升汞对植物组织的伤害很大，因此，必须 

严格控制好消毒时间，一般不能超过 10rainl-7 J， 

所以确定以8min为最佳的灭菌时间。 

2．2 MS附加不同激素对芦荟茎段的诱导的影响 

将切取 0．5～lem长的芦荟的茎段接种到 MS 

附加 6一BA、NAA的培养基中进行培养，6一BA 

设三个梯度 1．5、2．0、25ng／L，NAA0．01、0．05、 

0．15、0625mg／L四个梯度，10d后进行观察，从 

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芽诱导阶段最佳的培养基配 

方是 MS+BA2mg／L+NAA0+15mg／L。 

2．3 MS附加不同激素对芦荟继代培养的影响 

将诱导产生的不定芽转入不同的继代培养基 

中，MS附加 NKA0．1m L，并加入不同浓度的6 

一 BA0．5、 1．0、2．0、3．0、4．0、5．0、6．Omg／L， 

15d后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对于芦荟继代培养 

的最佳 培养 基配 方是 MS+6一BA4．0m#L+ 

NA_A0．Im#L。 

2．4 MS附加不同激素对芦荟生根培养的影响 

将高度2em以上，至少两片叶片的无根菌转 

入到 MS加入活性炭0．3％、NAA0．5、1．0、1．5、 

2．0、2．5、3．0mg／L的生根培养基中，约一周后 

长出新根，统计其结果。实验表明，随着NAA浓 

度的增生根率逐渐提高，但是 NA超过2．0m#L， 

生根率不再提高，所以生根阶段的最佳培养基是 

MS+NAA2．0ng／L+活性炭0．3％。 

3 讨论 

3．1 由于芦荟中酚类物质的影响，接种是培养基 

中褐化比较严重，为了解决褐化问题，在接种之 

后，先暗培养1～2d，会大大地降低褐化率。 

3．2 在继代培养阶段，分裂素与生长素的比例不 

定芽的增殖起着关键作用，只有比例适中时，芽 

的增殖率高，长势好；若比例过高，尽管芽的增 

殖率高，但是苗很细弱，长势差；若比例太低， 

则增殖率低，芽苗基部愈伤组织化或叶片出现玻 

璃化。 

3．3 在继代培养阶段，继代时间的长短对芽的影 

响也不容忽视。继代时间过短，芦荟还处于快速 

增殖阶段，使营养得不到充分利用，增殖效果也 

不明显；过迟换瓶，芦荟不仅增殖停止，并且随 

着时间的推迟，基部出现愈伤组织使芦荟褐变， 

严重时还会引起植株受毒害死亡。在本试验中， 

30d作为继代周期能使芦荟的营养得到充分利用， 

生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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