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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行了筛选适宜魔芋茎尖脱毒试管苗培养基的研究。结果表明 , MS +6- BA 2 .0 mg/ L+ NAA 0 .2 mg/ L + GA30 .2 mg/ L + 蔗糖30 g/ L
+ 琼脂6 g/ L( pH 值6 .0) 的培养基配方茎尖膨大快、愈伤组织形成多、生长势强 , 是魔芋茎尖脱毒试管苗生产的适宜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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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the Screening of the Media for Virus-free Test-tube Seedlings fromthe StemApexes of Konjak
XIE Ling-ling et al  ( Konjak Institute , Ensh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Enshi , Hubei 445000)
Abstract  The screening of the mediafor virus-free test-tube seedlings fromthe stemapexes of konjak was studied . The results showedthat onthe medi-
umformula of MS+ 2 .0 mg/ L 6- BA + 0 .2 mg/ L NAA+ 0 .2 mg/ L GA3 + 30 g/ L sucrose + 6 g/ L agar ( pH6 .0 ) , the expansion of stemapex was
fastest , the number of calli was the most and the growth vigour was strongest , which was the opti mal medi umfor the production of virus-free test-tube
seedlings fromstemapexes of konj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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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魔芋种植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是“种”和“病”的问题 ,

即种性的混杂与退化、种芋自然繁殖系数低、增重系数不高

影响其增产潜力, 以及因种芋带病与病原物累积, 使病害逐

年加重造成损失。组培快繁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取得了较大

进展[ 1 - 4] , 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脱毒技

术上还存在局限性[ 5] 。迄今为止对魔芋茎尖脱毒快繁技术

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 笔者对魔芋茎尖脱毒试管苗培养基的筛

选进行了研究, 旨在为魔芋种植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外植体的处理  选择健壮的魔芋试管苗丛生芽, 无菌

水清洗干净, 在超净工作台上剥取茎尖( 直径1 mm 左右) , 接

种于相应培养基上。每管接种1 个茎尖, 每种培养基接种

30 管。

1 .2  培养基的组成  以 MS 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 选择不

同激素成分及其不同用量构成的7 种配方( 表1) 。

表1 不同培养基的组成

Table 1 Thecompositionof different media

处理
Treatment

6-BA
mg

IBA
mg

NAA
mg

KT
mg

GA3

mg

蔗糖
g

Sucrose

琼脂
g

Agar

pH 值
pH

value

1 1 .5  0 .075  0 .05  0  0 30 6 6 .0
2 3 .0 0 .15 0 .1 0 0 30 6 6 .0
3 1 .0 0 0 .05 0 0 30 6 6 .0
4 1 .0 0 0 .1 1.0 0 .1 30 6 6 .0
5 2 .0 0 0 .2 0 0 .2 30 6 6 .0
6 5 .0 0 .2 0 .5 5.0 0 .1 30 6 6 .5
7 5 .0 0 .2 0 .5 5.0 0 .1 30 6 6 .0

1 .3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 25 ±2) ℃, 光照1 800 lx , 每天连

续光照12 h。

2  结果与分析

观察结果表明 , 接种6 d 后, 所有的处理茎尖均开始膨

大;15 d 后, 部分处理已可见愈伤组织突出 , 各处理间差异较

小; 接种30 d 后, 处理间差异明显( 表2) 。茎尖以处理5 膨大

最显著, 直径达1 .0 c m, 处理4 和处理6 最小; 只有处理1 、2 、5

能形成愈伤组织, 其他处理均没有形成愈伤组织; 愈伤组织

的生长势是处理5 最强, 处理1 较强, 处理2 一般。从茎尖膨

大和愈伤组织形成情况与培养基配方组成的相关性分析, 初

步认为6- BA 含量是影响魔芋组织培养效果的关键因素 , 其

含量以1 .5 ～3 .0 mg/ L 最适宜 , 低于1 .0 mg/ L 时没有促进分

化作用 ; 含量达到5 .0 mg/ L 时, 抑制作用显著。

表2 不同培养基的组织分化情况

Table 2 Thecallus differentiationin different media

处理
Treat-
ment

茎尖膨大
Enlarged stemtip

试管数∥管
Test-tube
number

直径
cm

Diameter

形成愈伤组织
Formed calli

试管数∥管
Test-tube
number

生长势
Growth

potential

停止生长
试管数∥管

Test-tube
number with

stopped
growth

污染试
管数∥管
Number of
test-tube

with
pollution

1 20 0 .6～0 .8 2 较强 8 0

2 14 0 .5～0 .6 12 一般 3 1

3 26 0 .5 0 2 2

4 22 0 .3 0 9 0

5 22 1 .0 7 强 1 0

6 25 0 .3 0 4 1

7 28 0 .4～0 .5 0 2 0

  试验中观察到所有处理均有部分试管停止了生长 , 但各

处理试管数不一, 其中处理5 最少, 仅1 管 ; 处理4 最多 , 达9

管。虽然有个别试管污染, 分析认为与试验处理无关, 应属

操作失误。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魔芋茎尖在适宜条件下能诱导产生愈伤

组织。在试验的7 种培养基中, 处理5( MS+ 6- BA2 .0 mg/ L +

NAA 0 .2 mg/ L + GA3 0 .2 mg/ L + 蔗糖30 g/ L + 琼脂6 g/ L + pH

值6 .0) 茎尖膨大快, 愈伤组织形成多、生长势强, 是一种适宜

进行魔芋茎尖脱毒试管苗生产的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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