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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影响红掌愈伤组织诱导及芽分化的几个因素进行了研究。同一成熟度的外植体 , 其叶柄愈

伤组织诱导率、芽分化率、分化时间均明显优于叶片。不同放置方式和光照时间对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亦

有影响 , 叶背向下放置 , 光照时间 24 h/ d 和 10 h/ d 愈伤组织诱导率较高 , 分别为 100 %、97 %。光照时间

对叶柄愈伤组织诱导无显著影响 , 但光照 24 h/ d 和 10 h/ d 较无光照处理的明显促进芽的分化。叶柄培养以

N6 , KC和 1/ 2 MS培养基为佳。叶片培养则以 P , N6 和 1/ 2 MS为好。以未展叶叶柄为外植体 , 从接种到丛

芽分化共 49 d , 较已有报道提前 11～3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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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材料与方法

红掌 ( Anthurium andraeanum Linden) 又名花烛 , 安祖花。本试验对影响红掌愈伤组织诱导和芽分

化的因素进行研究 , 为红掌试管苗的工厂化生产和规模化种植提供依据。

取盆栽苗充分展开、半展开和未展开的叶片 , 常规消毒灭菌后将叶片剪成 0. 5～1 cm 见方小块 ,

叶柄剪成长 1 cm 的切段接种在 P〔1〕+ BA 2 mg/ L + 2 ,42D 0. 2 mg/ L 培养基中 , 诱导愈伤组织形成和芽

分化 , 研究叶片外植体成熟度的影响。待芽长成小苗后 , 再用无菌小苗的叶片 (0. 5～1 cm 见方) 和

叶柄 (长约 1 cm) 作外植体进行不同放置方式、光照时间及培养基等的研究。培养温度 (28 ±2) ℃,

光强 2 000 lx。在芽的增殖和生长中常伴有根的形成 , 因此 , 发育正常的小苗可直接移栽 , 若根生长

不好的则转入 1/ 2 MS + IAA 0. 2 mg/ L 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

2 　结果与讨论

2. 1 　叶片外植体对愈伤组织的形成和芽分化的影响

由表 1 结果可知 , 叶柄的愈伤组织诱导率高于叶片 , 每块愈伤组织分化的芽数也高于叶片。半展

开叶和未展开叶的叶柄愈伤组织诱导率都为 100 % , 展开叶片的叶柄愈伤组织诱导率为 81. 87 %。叶

柄接种 9 d 后 , 切口两端开始膨大 , 28 d 后愈伤组织分化芽。展开叶片的愈伤组织分化丛芽需 91 d ,

而未展开叶共需 49 d。

2. 2 　叶片放置方式和光照时间对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将长 3～3. 5 cm 的无菌小苗叶片作为外植体 , 在光照 0、10、24 h/ d 条件下 , 叶片背面向上放置 ,

愈伤组织诱导率分别为 43. 35 %、47. 06 %、54. 54 % ; 叶片背面向下时愈伤组织诱导率分别为 56 %、

96. 55 %、100 %。因此 , 我们认为叶背向下 , 光照 10 h/ d 以上有利于愈伤组织的诱导 (表 2) 。

2. 3 　光照时间对叶柄愈伤组织诱导及芽生长的影响

无菌小苗叶柄外植体在 P + BA 2 mg/ L + 2 ,42D 0. 2 mg/ L 培养基和光照 0、10 和 24 h/ d 条件下培



养两个月的结果表明 : 光照对叶柄愈伤组织诱导没有影响 , 但对丛芽的分化影响较大 , 24 h/ d 光照芽

分化最多 , 黑暗条件下最少 (表 3) 。

2. 4 　基本培养基对叶片 , 叶柄愈伤组织诱导和丛芽分化的影响

外植体接种在 MS、1/ 2 MS、P、N6、B5、KC附加BA 2 mg/ L + 2 ,42D 0. 2 mg/ L 培养基中 , 光照 10

h/ d , 两个月后统计结果 (表 4) 所示 : P、KC、N6 和 1/ 2 MS 对叶片愈伤组织诱导效果较好 ; 芽数较

多的为 P 培养基。叶柄培养在 P、N6、KC、1/ 2 MS 培养基中 , 愈伤组织诱导率和芽分化率较高 , MS

较低 , B5 芽分化率为 0 ; 芽数较多的是 N6、KC、1/ 2 MS。

表 1 　外植体成熟度对愈伤组织的形成和芽分化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 of explant maturity on inducing callu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bud

外植体成熟度

Explant maturity

接种数
No.
explants

诱导愈伤
组织数
No. calli

愈伤组织诱导率
Callus induction
Percent ( %)

分化芽的块数
No. calli of
differentiated bud

芽 分 化 率
Shoot percent of
differentiated bud ( %)

芽数/ 块
No. shoot/
callus

未展开叶片 Folded leave 18 8 44. 44 6 33. 33 1～4

　　　叶柄 Petiole 24 24 100 22 91. 67 10～50

半展开叶片 Partly folded leave 22 16 72. 73 9 40. 91 2～28

　　　叶柄 Petiole 19 19 100 14 73. 68 5～45

展开叶片 Unfolded leave 24 16 66. 67 10 41. 67 10～21

　　叶柄 Petiole 22 18 81. 82 10 45. 46 8～50

表 2 　叶片不同放置方式及光照时间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 of laying way leave and light time

on callus induction

放置方式

Laying way

光照时间
Light time
(h/ d)

接种数
No.
explants

诱导愈伤
组织数
No. calli

诱导率
No. callus
percent ( %)

叶背向上 0 34 16 47. 06

Abaxial of leave 10 30 13 43. 33

facing up 24 33 10 54. 44

叶背向下 0 25 14 56. 00

Abaxial of leave 10 29 28 96. 55

facing down 24 24 24 100

表 3 　光照时间对叶柄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Table 3 　The effect of petiole on callus induction in different light

光照时间
Light time
(h/ d)

接种数
No.
explants

诱导愈伤
组织数
No. calli

诱导率
No. callus
percent ( %)

每块愈伤组
织的芽数
No. buds

0 49 47 95. 92 +

10 30 28 93. 33 + + +

24 32 31 96. 86 + + + +

表 4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叶片 , 叶柄愈伤组织诱导

和芽分化的影响

Table 4 　The effect of leave and petiole on callus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bud in different base mediu

外植体

Explant

培养基

Medium

愈伤组织 Callus

诱 导 率
Induction
percent rate
( %)

>
0. 5 cm
( %)

芽分化 Bud differentiation

分 化 率
Differentiation
percent rate
( %)

芽 数

No. buds

叶 片 MS 42 52. 38 61. 91 +

Leave 1/ 2 MS 96 49. 92 56. 72 + +

KC 100 50 0 -

N6 97. 5 79. 49 94. 92 + +

P 100 96 96 + + +

B5 68 35. 29 0 -

叶 柄 MS 50 55 35 +

Petiole 1/ 2 MS 92 45. 65 71. 74 + +

KC 97. 5 89. 7 89. 74 + + +

N6 100 100 100 + + +

P 100 72 76 +

B5 75. 56 0 0 -

自 1974 年 Pierik〔1〕首次培养红掌取得成功以来 , 国内外对红掌愈伤组织诱导的绝大多数的研究报

道是 : 外植体 —愈伤组织 —愈伤组织增殖 —芽 —完整植株〔1～5〕。从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 , 再分化出芽

最快需 60～80 d〔6〕, 而我们的试验结果是 , 未展开叶的叶柄作外植体 , 一个月后愈伤组织诱导率为

100 % , 49 d 后愈伤组织分化出丛芽 , 比前人的结果提前了 11～31 d。

本试验结果表明 , 叶背向下 , 光照有利于愈伤组织的诱导 , 叶背向上光照对愈伤组织诱导率没有

影响 , 这可能与叶片的结构和功能有关。

叶片和叶柄培养在不同氨盐含量的培养基B5 〔 (NH4) 2SO4 134 mg/ L〕和MS (NH4NO3 1 680 mg/ L)

中 , 愈伤组织诱导率较低。前人的研究结果表明 , 低浓度的氨盐对很多红掌愈伤组织诱导有利 , 206

～825 mg/ L 较为合适 , 大于 825 mg/ L 或小于 206 mg/ L 将不利于愈伤组织的诱导〔2〕。本试验结果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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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相似。芽的分化及再生植株照片见插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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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llus Induction of Anthurium andraeanum Linden and Bud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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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callus induction and bud differentiation of Anthurium andraeanum

Linden were studied. Petiole showed significantly better results than blade in callus induction , bud differentiation

and duration for bud formation. The callus induction on blade was influenced by the way of placement on medium

and period for lighting , and the highest percentage (100 % and 97 %) for callus induction were recorded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downside of blade were against the medium and with 24 h/ d and 10 h/ d light . Differnet light

treatments did not affect the callus induction of petiole significantly. However , the 24 h/ d and 10 h/ d light

treatment obviously improved the bud differentiation compared to the treatment with no light . Promising results

among several mediums tested were recorded : N6 , KC and 1/ 2 MS for petiole and P , N6 and 1/ 2 MS for blade ,

respectively. The time from explant to bud differentiation were 49 d , which was 11 - 31 d earlier than time

previously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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