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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芋块茎组织培养及植株再生 

马崇坚，彭诚聪 

(韶关学院英东生物工程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摘要：采用野生魔芋(AmorphophaUus albus)块茎为外植体 ，经消毒处理，以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在不同 

生长调节剂组合的培养基上进行组织培养试验。结果显示 ，在 MS+1．0 mg／L NAA+2．0 mg／L 6一BA培养基上 

容易诱导愈伤组织，诱导率为47％ ±6．73％；在MS+1．0 mg／L NAA+1．0 ms／L6一BA培养基上愈伤组织容易增 

殖和分化出不定芽。 

关键词：魔芋；组织培养；愈伤组织 

中图分类号：$632．9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07)03—0103—03 

魔芋又称茹翦，属天南星科(Araceae)魔芋属 

(Amorphophallus)多年生草本植物。魔芋的主要经 

济成份是球茎中所含的葡甘露聚糖，具有水溶、持水 

增稠、稳定、悬浮、胶凝、成膜等多种独特的理化性 

质，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及工业等领域  ̈J。随着 

国际市场对魔芋精粉的需求逐年攀升，魔芋产品价 

格一直呈上升趋势，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内外魔芋的 

大面积种植。由于魔芋种子少，且种子繁殖变异性 

大，常用地下茎作无性繁殖。但繁殖系数极低，用种 

量大，加之种芋不能长距离运输，在贮藏过程中极易 

感病腐烂，因此种芋的繁殖一直阻碍着魔芋大面积 

发展，许多优良品种难以推广。同时无性繁殖的作 

物带毒和带菌均比较多，这也是阻碍魔芋产业发展 

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很多研究者将植物组织 

培养技术应用于魔芋种球繁育上，试图解决魔芋种 

苗短缺及品质不断下降的局面，并取得了一定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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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展。但更多的研究皆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要将 

组织培养技术培育出来的种苗应用于生产，仍然需 

要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因而建立一套快速、有效的魔 

芋种苗繁育体系一直都是从事魔芋有关研究的学者 

们努力达到的目标u 。本研究以韶关当地野生 

魔芋的块茎作为材料进行组织培养试验，试图摸索 

出其最佳的培养基配方及培养条件，并逐步建立一 

套方便有效的魔芋优质种苗繁殖技术，为魔芋种苗 

的人工快速繁殖以及大量推广创造良好的条件。 

1 材料与方法 

将野外取回的魔芋块茎洗净后晾干，在净化工 

作台内去皮，切成较大的组织块。将培养基和接种 

工具等在超净工作台紫外灯表面消毒30 min。用 

75％乙醇浸泡 60 s，转入盛有0．2％HgCl：的烧杯中 

表面消毒 18～20 rain，用无菌水洗涤4～5次，在无 

菌培养皿中将大组织块切成 0．1～0．2 g的小块，浸 

泡于 10％柠檬酸溶液中，待接种用。用消毒过的镊 

子将外植体嵌人培养基中(表 1)。然后在恒温箱中 

进行暗培养诱导愈伤组织形成，温度为(23 4-2)℃。 

产生一定的愈伤组织后，转为光培养诱导芽的分化。 

定期观察和记载外植体的变化 、愈伤组织产生时间 

(上接第 102页) 

[15]李合生．植物生理生化实验原理和技术[M]．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0：164—165． 

[16]赵世杰，许长成，邹 琦，等．植物组织中丙二醛测定方法的改 

进[J]．植物生理学通讯 ，1994，30(3)：207—210． 

[17]李德全，邹 琦，程炳嵩．植物在逆境下的渗透调节[J]．山东 

农业大学学报，1989，20(2)：75—80． 

[18]李合生．现代植物生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9]周瑞莲，王 刚．水分胁迫下豌豆保护酶活力变化及脯氨酸积 

累在其抗旱中的作用[J]．草业学报，1997，6(4)：39—43． 

[20]赵天宏，沈秀瑛，杨德光，等．水分胁迫及复水对玉米叶片叶绿 

素含量和光 合作用 的影 响 [J]．杂粮 作物，2003，23(1)： 

33—35． 

[21]钱 春，刘素君，尹克林．水分胁迫对草莓膜保护系统的影响 

[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7(4)：541—54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 - — — 104．--—— 江苏农业科学 2007年第3期 

及发育状况。 
表 1 魔芋块茎组织培养培养基的激素配比 

BA(mg／L) 

1．O 

1．O 

2．O 

2．O 

NAA(mg／L、 

O．1 

1．O 

O．1 

1．O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的诱导 

魔芋块茎切块接种后，经过暗培养 1周，表面逐 

渐褐化。2周后开始在远离培养基的一面发生明显 

变化，状态为表面膨大，质地疏松，颜色为粉红色 

(图 1)。最早出现愈伤组织的为 b培养基，愈伤形 

成时间为接种后第 11 d。第 13 d，d培养基的外植 

体产生愈伤组织。第 l5～21 d c和 a培养基均陆续 

出现愈伤组织。第三周部分外植体发生裂开现象， 

愈伤组织快速膨大，同时部分外植体出现 白色和淡 

绿色的愈伤组织，质地比较致密，生长速度不如粉红 

愈伤组织。总体上说，无论是愈伤组织产生的数 目 

还是体积上，d培养基都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图 1 初期严生的愈伤组织 

由表 2可以看出，激素 NAA、6一BA在 0．1～ 

2．0 mg／L浓度范围内，均能诱导愈伤组织的形成。 

6一BA、NAA过高过低都不利于愈伤组织的诱导产 

生。 在不同处理培养基下，外植体产生愈伤组织由 

快到慢依次为：b>d>c>a，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率 

由高到低依次为：d>b>c>a。可见，诱导愈伤组织 

的最佳培养基为：MS+1．0 mg／L NAA+2．0 mg／L 6 
一 BA，诱导率达到 47％ ±6．73％，其次为 MS+1．0 

mg／L NAA+1．0 mg／L 6一BA，诱导率达到43．7％ 

±4．73％。6一BA和 NAA对魔芋愈伤组织的诱导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有一定的差异。 

本试验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规律：在6一BA同 

种浓度的情况下，NAA浓度大一组的诱导率高于浓 

度小的一组。在 NAA低浓度的情况下，6一BA浓度 

大的一组的诱导率高于浓度小的一组。当 NAA浓 

度到达一定量的时候，6一BA浓度的大小对外植体 

愈伤诱导率没有明显的作用。实验中还可以看出 

b、d配方的诱导率都优于其他两个配方。显示了相 

同浓度配比的生长素类激素和细胞分裂素类激素似 

乎更容易诱导愈伤组织的形成。 

表2 不同激素对外植体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2一 愈伤组织的增殖培养及再生植株的诱导 

将愈伤组织分半转接于 b和d培养基继续增殖 

培养，两周后，愈伤组织继续增大，分为粉红色、白 

色、淡绿色、淡褐色 4种。粉红色愈伤组织质地疏 

松，生长速度快，能不断诱导愈伤组织，可作为增殖 

培养。白色、淡绿色愈伤组织质地较粉红色愈伤紧 

密，生长速度较缓慢，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变为淡褐色 

的愈伤组织(图2)。2种不同激素培养基对愈伤组 

织增殖培养发育状况的比较，质地方面两者没有明 

显差异。b培养基中愈伤体积较大，说明细胞生长 

速度较快。d培养基愈伤颜色以粉红为主，不如 b 

培养基均匀。在第二周中期开始，观察到 b培养基 

部分质地紧密的愈伤开始出现了凹凸的生芽点，第 

二周后期，粉红色愈伤继续膨大，白色、淡绿色、淡褐 

色愈伤陆续长出突起的圆点，即生芽点，其中更有为 

数不多的粉红色芽点冒出。相比2下 d培养基仅仅 

处在缓慢增殖阶段。可看出：虽然 d培养基是诱导 

愈伤组织的最佳培养基，但在增殖阶段，b培养基中 

的愈伤组织生长状况总体比d培养基的愈伤组织生 

长状况好。换句话说，含植物调节生长调节剂较少 

的培养基有利于愈伤的增殖和芽的分化。 

将每块愈伤组织切成2—3小块，转人 b培养基 

进行进一步分化诱导培养。经过 20 d左右，大多数 

愈伤组织的表面开始陆续出现凹凸不平的生芽点， 

其中小部分已经在表面冒出粉红色的芽点。15 d 

后 ，带出芽点的愈伤组织分化出不定芽并形成不定 

根。而未分化形成生芽点的愈伤组织表面比较平 

滑，质地疏松，颜色呈粉红色。结果显示：质地疏松 

的愈伤组织生长速度快，能不断产生愈伤，但不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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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出芽点。质地紧密的愈伤组织生长速度慢，经 过培养能分化出不定芽(图3、图4)。 

3 讨论 

图2 增大的愈伤组织 图3 愈伤组织分化诱导 图 4 魔芋再生植株 

本实验经过多种培养基的筛选比较，发现培养 

基的激素成分及浓度对组织培养至关重要。在培养 

基的成分中可调节幅度最大的是植物生长调节物 

质，主要是生长激素和细胞分裂素的比例。在适当 

的培养条件下，不同浓度激素的培养基均能诱导愈 

伤组织的形成。6一BA和 NAA过高过低都不利于 

愈伤组织的诱导。诱导愈伤组织的最佳培养基为： 

MS+1．0 mg／L N-AA+2．0 mg／L 6一BA，诱导率达 

到47％±6．73％，愈伤组织增殖和芽分化最佳培养 

基为 MS+1．0 mg／L NAA+1．0 mg／L 6一BA。 

对魔芋材料进行诱导培养，取材时间差异关系 

到快速繁殖的成败。在生长季节剪取生长旺盛的部 

分作为外植体，容易形成愈伤组织和不定芽。当母 

株停止生长或进入休眠期，则不易诱导细胞分裂和 

分化。在进行组织培养研究时应进一步试验确定适 

合的取材时期 ’挖J。而对于植体大小而言，过大的 

外植体不仅浪费材料还容易造成污染，但外植体也 

不能太小 ，非常小的外植体，存活率很低。研究发 

现，将大的魔芋组织块切成约 0．1～0．2 g的小块， 

最适合培养 j。由于自身组织从表面向培养基释 

放褐色物质，导致培养基逐渐变成褐色，外植体也随 

之进一步变褐死亡。为控制褐变，我们对培养条件 

采取了遮光暗处理；将组织块浸泡于 10％柠檬酸溶 

液后待接种，并反复转移和在培养基中加活性炭吸 

附，褐变可大幅度减少，效果十分明显。 

本试验通过植物组织培养方法获得了野生魔芋 

试管植株，并初步建立了较为有效的诱导方案，为进 

行大规模生产魔芋种苗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在 

后期的研究中，为提高魔芋试管植株增殖率和移植 

成活率仍需要做大量工作。如何将魔芋试管植株进 

行便捷的保存与继代以及保证优质性状等方面，也 

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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