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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经资源调查及品质分析后获得的优良植株的顶芽和腋芽为材料，诱导腋芽的萌发和不定芽增殖生根． 

结果表明：从 3月下旬到 5月上旬是菠萝蜜组织培养大田取材的最佳时间，该时期接种材料污染率 (<50 )及 

褐变率 (<5％)均较低；启动培养的培养基最佳组合是 Ms+6-BA2．0 mg／L+KT 1．0 mg／L+GAs 0．5 mg／L+ 

蔗糖 20 g／L，腋芽诱导率为 44．6 ，KT含量较高 (1．0 mg／L)有利于腋芽的诱导，诱导率平均为 (40 )；不 

定芽增殖培养的培养基最佳组合是 Ms+6-BA 1．5 mg／L+KT 0．1 mg／I +GA。0．5 mg／L+蔗糖 40 g／L，增殖率 

为 2．61，蔗糖含量较高 (40 g／L)有利于不定芽的增殖，增殖率平均为 2．34；生根培养以 1／2 Ms+IBA 1．5 mg／ 

L+NAA 0．2 mg／L最好，接种 8 d开始生根，生根率 15．8 ，15 d根长 3～4 cm，平均根数 3～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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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s667．8 文献标识码 ：A r 

菠萝蜜(Anocarpusheterophyllus La m．)又称“树菠萝”、“木菠萝”、是典型热带果树，素有“热带珍果” 

之称uj，原产印度 ，引入中国栽培已有 900多年历史 ，分布在海南 、云南、台湾等热带地区 ．菠萝蜜主要 

有 2个品种：1种为干包菠萝蜜，树干挺直，树冠较小，树皮光滑，叶片小而多呈倒卵形，叶面粗糙，基部 

楔形，果熟时金黄色，果肉为干包，肉质爽嫩，清香甘甜，人们多喜食用．另 1种为湿包菠萝蜜，树干粗壮， 

分枝较低，树形开展，树皮粗糙，叶厚革质，浓绿有光泽，多为椭圆形，基部常为圆形，果熟时浅黄色，果 

肉为湿包，肉质软滑，吃起来有麦芽糖并带有蜂蜜的甜香味浓之感 ． 

菠萝蜜果肉，富含糖、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c和钾、钠、钙、锌等元素，营养丰富．鲜食爽脆蜜 

甜，香味浓郁，未成熟的果肉可以当作蔬菜煮食或做汤，也可以干制或烘烤成可口的食品．成熟的果肉放 

到微量低浓度的盐水中则更加鲜滑爽口，还可 防止过敏反应，也可以用果肉做色拉，还可以加工成果汁、 

果酱、果酒、蜜饯、罐头 ． 

菠萝蜜自然条件下一般采用种子繁殖，菠萝蜜成熟季节选取风味较好的果实，取种子育苗繁殖，由于 

实生繁殖后代变异极大，加之家庭种植株数有限，很难保证后代一定优良，通过历时2 a多的时间，调查了 

超过 2万多株的实生后代，仅有十几个植株品质表现优良．， 

近年开始采用嫁接繁殖I3 ]，但嫁接成活率极低，课题组实验，不超过 50 ；采用圈枝和压条繁殖 ， 

繁殖系数低 ，繁殖速度慢 ，而且一些优 良品种往往难 以生根 ，繁殖受母株和季节的限制．采用组织培养技 

术可大大提高菠萝蜜的繁殖速率 ]，因而可为优良株系的推广提供足够种苗，其前景是可以期待的．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料 

经资源调查及品质分析后获得的优良植株05—41，31，20的顶芽和腋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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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 法 

1．2．1 无性繁殖体系的建立 

选取生长健壮的枝条，剪去叶片，自来水冲洗干净，剪成带 2～3个芽的节断，置于无菌杯中在超净工 

作台上进行消毒．先在 75％的酒精中浸泡 30 S，再用 0．15 的升汞浸泡 12 min，无菌水漂洗 5次 ，接种到 

MS+6一BA 1．5 mg／Lq-KT 0．5 mg／L培养基上，3 d观察 1次，清除污染材料．15 d后把无菌材料转接到 

启动培养基． 

1．2．2 启动培养 

启动培养以 MS为基本培养基，采用 L。(3 )正交设计，因素组合分别为 BA(1．0，1．5，2．0 mg／L)、 

KT(0．1，0．5，1．0)、GA。(0．1，0．5，1．0)、蔗糖(20，30，40 g／L)．研究激素蔗糖对腋芽诱导的影响．30 

d后统计腋芽诱导率． 

1．2．3 增殖培养 

经过 4周的初代培养，接种到以MS为基本培养基，因素组合分别为 BA(1．0，1．5，2．0 mg／L)、KT 

(0．1，0．5，1．0)、GA(0．1，0．5，1．0)、蔗糖(20，30，40 g／L)．试验设计同启动培养．研究激素蔗糖配比 

对芽增殖的影响．30 d后统计增殖率． · 

1．2．4 生根培养 

将增殖培养获得的2 cm以上的不定芽接种到以 1／2MS为基本培养基，不同浓度的IBA(0．5，1．0，1．5 

mg／L)、NAA(0．1，0．2，0．4)、问苯三酚(0，50，100)、KT(0，0．5，1．0)为外源激素，附加 15 g／L的蔗糖和 

6．5 g／L的琼脂，试验设计同启动培养，诱导不定根的形成，15 d后统计生根率，平均根条数，平均根长． 

2 结果分析 

2．1 无性繁殖体系的建立 

菠萝蜜为多年生木本植物 ，内生菌非常严重 ，本试验 

从 3月到 12月每月重复 2次，结果见图 1，可见污染非常 

严重，污染率高达 40 ～80 ，在 3月下旬到 5月上旬取 

样，污染率相对较低，在 40 ～50 之问．6月上旬取样褐 

变率较高，达到 16．67 ，其他季节取样基本无褐变(褐变 

率<5 )．而采用室内水培 1周后再取材灭菌能极显著降 

低污染率(<20 )，而同期大田材料污染率超过 60 ． 

2．2 启动培养 

对腋芽诱导率进行极差分析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2．表 1可见，KT对腋芽诱导的影响的极差最大，其次 

是GA。、6-BA，蔗糖对腋芽诱导的影响最小．表 2表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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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取材季节对菠萝蜜 

污染和褐变的影响 

Fig．1 Influence of Material Collecting 

Seasons on the Contamination and 

Browning of Jackfruit Cultures 

试的4个因子中，不同水平问腋芽诱导率差异均极显著，而区组问差异不显著．各处理组合问Duncan’S多 

重比较结果见表 3．表3可见，组合 6-BA 2．0 mg／L+KT 1．0 mg／L+GA。0．5 mg／L+蔗糖 2O g／L有利于 

菠萝蜜腋芽的诱导，诱导率为 44．6 ，KT含量高(1．0 mg／L)的3个组合，腋芽诱导率均在前列． 

表 1 3种激素和蔗糖不同水平下腋芽诱导率极差分析及差异检验结果 

Table 1 Range Analysis and Variation Test of Axillery Buds Induction 

Percentage Under 3 Hormones and Different Sugar Contents 

注 ：T ，T。，T。分别 为各 因素逐步递增的 3个水平 ，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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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A KT GA。 蔗 糖 腋芽诱导率 Duncan’s检验 

注：1．6-BA、KT、GA。的含量为mg·L ，蔗糖含量为 g。L～． 

2．Duncans检验标注同一字母的，表示该性状在 a一0．05水平上差异不显著，下同． 

2．3 增殖培养 

对启动培养阶段诱导出的腋芽转接到 MS+6一BA 2．0 mg／L+KT 1．0 mg／L+ GAa 0．5 mg／L+蔗糖 

20 g／L培养基上增殖培养 3个月后，选取生长一致的不定芽进行 6一BA、KT、GA。、蔗糖对芽增殖的影响 

试验，采用 L。(3 )正交表，因素水平同启动培养，培养 30 d后统计增殖率． 

对增殖率进行极差分析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4，5．表 4可见，蔗糖对不定芽增殖率的影响的极差最 

大，其次是 GA。、KT，6一BA对不定芽增殖率的影响最小．表 5表明，参试的 4个因子中，除 6一BA 3个水 

平间差异达显著水平外，其余因子不同水平间增殖率差异均极显著，而区组间差异不显著．各处理组合间 

Duncan’S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6．表 6可见，组合 6一BA 1．5 mg／L十KT 0．1 mg／L+ GA3 0．5 mg／L+蔗糖 

40 g／L有利于菠萝蜜不定芽的增殖，增殖率为2．61，蔗糖含量高(40 g／L)的3个组合，不定芽增殖率均排 

在前列 ，说明高浓度的蔗糖有利于不定芽的增殖． 

表 4 3种激素和蔗糖不同水平下不定芽增殖率极差分析及差异检验结果 

Table 4 Range Analysis and Variation Test Results of Axillery Buds Induction 

Percentage Under Different Hormones and Sugar Cont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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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种激素和蔗糖不同水平下不定芽增殖率方差分析 

Table 5 Variance Analysis of Adventious Bud Induction Percentage Under Different Hormones and Sugar Contents 

6-BA KT GAs 蔗 糖 不定芽增殖率 Duncan’S检验 

2．4 生根培养 

将增殖培养获得 的 2 cm 以上 的不定芽接种到生根培养基 中，只有 1／2 MS+IBA 1．5 mg／L+NAA 

0．2 mg／L培养基生根，培养 8 d开始生根，15 d统计生根率为 15．8 ，根长 3～4 cm，平均根数 3～4条． 

60 d统计生根率为 70 ，但部分根系变黄． 

2．5 移 栽 

将已生根的苗，洗净培养基后，移入椰糠和沙(1：1)的疏松透气基质中，覆盖薄膜保湿，每天淋水 2 

次．10 d后新叶长出，移去薄膜，统计移栽成活率为 85 9／6．移栽 8O d后，苗高2O cm左右，移入大田种植． 

3 讨论和结论 

综合上述试验结果和分析，菠萝蜜的组织培养技术体系要点如下： 

3．1 无性繁殖体系的建立 

在 3月下旬到 6月上旬取样 ，进行室内水培 1周后再取材灭菌能极显著降低污染率，建立无性繁殖体 

系． 

3．2 启动培养 

KT对腋芽诱导的影响的最大，组合 6-BA 2．0 mg／L+KT 1．0 mg／L+GA。0．5 mg／L+蔗糖 20 g／L 

有利于菠萝蜜腋芽的诱导，诱导率为 44．6 9／6，KT含量高(1．0 mg／L)的3个组合，腋芽诱导率均在前列． 

3．3 增殖培养 

蔗糖对不定芽增殖率的影响的极差最大，组合 6-BA 1．5 mg／L+KT 0．1 mg／L+ GA。0．5 mg／L+蔗 

糖 40 g／L有利于菠萝蜜不定芽的增殖，蔗糖含量高(40 g／L)的3个组合，不定芽增殖率均排在前列，说明 

高浓度的蔗糖有利于不定芽的增殖． 

3．4 生根培养 

生根培养基以 1／2 MS+IBA 1．5 mg／L+NAA 0．2 mg／L最佳 ，8 d开始生根，15 d根长 3～4 cm，平 

均根数 3～4条 ，生根率 15．8 ．刘庆忠n 认为酚类物质在培养基 中可刺激某些树种生根，这些物质对根 

系形成的影响仅表现在根系形成的特定发育阶段，作为生长素的增效剂而起作用，对落叶果树促进生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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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具有基因型的特异性 ，作用模式是抑制 IAA氧化酶的活性．张有珍在“富士”苹果组培生根中，加入 1O 

mg／L问苯三酚，生根率 3O ，认为加大问苯三酚的使用量有一定作用 ” ．吴克贤等在长白落叶松组培生 

根中加入 40 mg／L问苯三酚，生根率 26．32 ．谷文英等杜仲茎段培养中发现加入 10 mg／L问苯三酚， 

生根率43％l13 ．吕守芳等在核桃离体繁殖中加入1 mg／L问苯三酚，生根率 95 以上Ⅲ ．本试验加入问苯 

三酚不利于生根，一方面可能与材料有关，同时可能浓度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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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of Jaekfruit 

FENG Feng， YE Chun—hai， LI Ying—zhi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Agricultural department，Zhanjiang Guangdong 52d088，China 

Abstract：An in vitro cultrue method for clonal propagation of a high quality strain of jackruit has been a～ 

chieved，using shoot buds as explants．Results showed that，selection of explant collecting seasons was 

critical in preventing contamination and brownization，form late March to early May which was the best 

seasons．Addition of 2．0 mg／L 6-BA and 1．0 mg／L KT and 0．5 mg／L GA3 to MS nutrient medium in— 

duced maximum number of shoot buds(44．6 )，higher KT concentration helped to induce high buds 

(40 )．These shoots proliferated best in MS medium added BA1．5 mg／L，KT0．1 mg／L and GA3 0．5mg／ 

L，with a rate of 2．61．High concentrations of sugar(40 g／L)helped to shoot proliferation，with an aver～ 

age rate of 2．43．For rooting，1／2MS+IBA1．5mg／L+NAA0．2mg／L 1．5 was the suitable medium．Roo～ 

ting hegan 8d after implantation，with a rooting rate of 15．8 ．15d later，root length was 3 to 4cm，aver～ 

age root number was 3—4． 

Key words：jackfruit；tissue culture；horm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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