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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组培苗的生产技术与变异株率关系的研究总结 

邹 瑜 林贵美 韦华芳 李朝生 李小泉 牟海飞 吴代东 张进忠 

(广西农科院生物所 广西植物组培苗有限公司，广西 南宁 530007) 

我国的香蕉组培苗推广应用已有 2O多年的历 

史，现已成为国内以组培苗形式推广、种植面积最大 

也是最成功的农作物之一。 

笔者研究推广应用香蕉组培苗已有 2O多年历 

史，经历了品种的更新换代、组培技术和生产工艺的 

创新、市场推广的拓展的各个阶段，目前年产销量已 

突破5 000万株，行销到中国各蕉区。组培技术和生产 

工艺的创新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提高和保证 

了组培苗的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 

大大增强了产能。组培技术的创新应用，特别是对提 

高产品质量、降低组培苗的变异株率起到关键作用， 

现就降低变异率所应用的组培生产经验和技术总结 

如下。 

1 组培材料的选择 

正确选择香蕉的组培材料是保证组培苗质量的 

第一步，十多年来，始终坚持“见果取芽”的取材原则 

不变。香蕉种植的自然变异率很高，甚至达到3 以 

上，所以见了果，才能最终确定品种的特性特征，才能 

保证取到的繁殖材料是该品种；见了果并通过调查判 

断，才能保证该植株吸芽所具有的遗传性状没有发生 

变异，并且是正常的或是更优良的；见了果，才能判断 

保证所取的整批材料的一致性。要在自己的品种圃选 

择香蕉材料，选芽时，最好取刚出土不久的红笋芽、剑 

叶芽，超过 1．5 m的大芽不要(以50"--80 cm为佳)， 

大叶芽不要，没有明显膨大球茎如竹竿状的芽不要， 

叶子异常的芽不要，附近有病毒性病株的芽不要。取 

芽时，一定要亲历亲为挖取，切莫为图方便省事交由 

他人代劳，这样才能保证吸芽材料不混杂，保证芽的 

质量。 

2 培养基的6一BA浓度 

在香蕉组培生产中包含2个阶段，继代培养和生 

根培养，其中继代培养的技术应用直接关系到香蕉组 

培苗的质量，主要体现在蕉苗的变异率。在继代培养 

基中，通常要加入 6一BA等细胞分裂素和适量的生 

长素(IAA、NAA等)，6一BA的使用浓度直接关系 

到继代苗的分化率(繁殖倍数)，通常使用的浓度是2 
～ 5 mg／L。6一BA的使用浓度越高(特别是浓度> 5 

mg／L时)，分化率越高，生产成本低，但高分化率伴 

随的往往是高变异率、高风险，影响到香蕉组培苗的 

遗传稳定性，在实际生产中不能应用．适宜的6一BA 

使用浓度一般是 2～3 mg／L，繁殖系数适中(2～3 

倍)，继代周期20~25 d，继代苗质量好，变异少(见表 

1)。有些生产厂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效益，往往 

忽略变异所带来的风险，使用 6一BA浓度超过 5．0 

mg／L，变异率一般达 5％～15 ，甚至更高，不宜提 

倡。 

表 1 不同6一BA浓度对香蕉继代苗培养的影响 

3 继代材料的正确选择 

俗话说“是组培就有变异”，此话一点不假，怎样 

最大程度减少变异，减少到种植者能接受的范围内才 

是我们要做的技术工作。在香蕉组培的继代培养中， 

使用细胞分裂素6一BA，使无菌小芽在20~30 d内数 

量增加2～3倍，这其中就有少量的分化小芽产生遗 

传劣变，因此在继代接种时就要求接种人员严格去 

除，不能让变异分化芽继续繁殖下去。变异小芽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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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特征是：空心(只有一层叶鞘，没有“心”)、发泡(外 

表组织疏松肿大，不结实)、发白(外层叶鞘出奇的嫩 

白)、基部产生愈伤组织、长相歪扭不直、长势缓慢不 

正常或不分化等证状，在继代或生根接种时一律舍 

弃。 

4 继代培养代数 ’ 

利用多代继代，虽然可以减少继代材料的制作， 

降低生产成本，但变异往往随着继代代数的增加而成 

几何极数的增加。20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出，当继代 

<1O代时，变异株率一般<3 ，甚至不到1 ；代数 

>10、<2O代时，变异率大都达3 ～8％；当继代代 

数>20代时，变异率>8 ，甚至更高，后两种做法 

不可取。不同的香蕉品种，对组培变异率的反应亦有 

所不同，大蕉和粉蕉的组培变异率比香蕉少。据报道， 

威廉斯系列品种比巴西品种更容易引起组培变异，而 

我们通过代数的控制和其它组培技术的应用，在组培 

生产威廉斯 B6品种时，连续 10 a变异率都控制在 

3 以内，有几年甚至没超过1 。 

5 大棚苗圃的变异株剔除 

大棚育苗苗圃是把握变异率高低的最后一关，对 

所有育苗客户要进行培训和告知，教会客户对潜在的 

变异株的识别并舍得丢弃，这对进一步减少大田变异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要告诫育苗户在育苗过程 

中，不用或少用激素类叶面肥或药肥，以避免在育苗 

阶段产生变异，同时也增加对变异株的识别难度。一 

般在营养杯苗新抽生 5片叶时，即可能分辨出潜在的 

变异苗，其表现有：①叶片形状比例改变，由正常的长 

形变成短圆形，且叶子稍厚；②叶柄变粗短且较密集 

于上部，小假茎也变粗矮；③叶片侧脉间有不规则、疏 

密无规律、大小均等的白色斑块，谷称“花叶苗”；④叶 

片中脉扭曲，致使叶片翻转，叶背朝天；⑤植株奇高， 

叶片尖长，叶距疏，小假茎细长，或表现柔软无硬度； 

⑥植株叶片、叶柄、小假茎特别的青绿，硬朗；⑦假植 

时长势缓慢，比正常苗晚出圃 20 d以上；⑧叶片皱 

缩，厚度薄。遇到以上征状的营养杯苗，经比较判断确 

认后要一律舍弃，不可保留。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批 

营养杯苗大部分出圃后，剩下的往往是矮、弱、小、细、 

长势慢的小苗，比例大约有5 左右。除了在育苗当 

中因客观原因(松动、恢复慢、被其它苗遮盖)导致外， 

还有另一原因就是可能的变异，这部分集中起来的营 

养杯苗变异率可能达 5 ～10 ，因此在二次育苗 

后，对表现有一点点异常的，应马上丢弃。 

减少香蕉组培苗变异，保证品种质量，是各个组 

培生产单位所追求的最终 目标，只要坚持并保证做到 

以上几点技术要求，就能做到。 

(上接 第19页) 

认为种植普通苗木与种植无病毒苗木没有什么区别， 

很多果农贪图便宜，选择普通苗木种植。为了改变群 

众这种旧观念，笔者经常下乡宣传种植柑桔无病毒苗 

木的优势，并通过广播、发放技术资料、带领群众到铁 

坑村参观学习、进行农民技术培训，使群众从根本上 

认识柑桔无病毒苗木，最终做到让群众种植无病毒苗 

木从被动变为主动，从而推进全乡全面种植柑桔无病 

毒苗木。 

4．2 以点带面，大力推广 

充分利用本乡铁坑村种植柑桔无病毒苗木的成 

功示范点，在全乡进行全面的宣传，使群众认识到种 

植柑桔无病毒苗木的好处。例如种植柑桔无病毒苗 

木，可降低柑桔黄龙病发生率。铁坑村的柑桔黄龙病 

发病率为 0．1 ～0．2％，而且生长势好，进入结果 

期早，产量高，品质优，抗性好。通过宣传和带群众参 

观学习，从而带动了不少 自然村种植柑桔无病毒苗 

木，1999~2008年，笔者共推广种植柑桔 140 hm。，其 

中推广柑桔无病毒苗木 100 hm。，占全乡总面积的 

33．33％，占推广柑桔种植面积的71．43 。现已有 

多数果树挂果，并且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4．3 加强技术指导 

为了让果农种后无后顾之忧，笔者从2000年至 

今对种植户或柑桔专业村进行技术跟踪服务，重点是 

抓示范点，以点带面辐射全乡。每年在柑桔生产季节 

不定期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技术指导，每月下乡指 

导不少于6次，每到一处都手把手的指导果农如何科 

学合理施肥、修剪、保花保果和病虫防治技术等，另外 

还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在这期间不定期邀请广西柑 

桔研究所的专家和县水果办技术人员来本乡授课。7 

年间共举办各种培训班 38期，培训 3 400多人次，发 

放技术资料3 400多份，通过下乡指导和举办技术培 

训班，使果农都掌握柑桔栽培技术，为丰产、丰收打下 

技术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