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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斑竹芋 ( M a r a , r a l
e o c o 。 。 u r a v a r

.

吞e cr 八o v e a o a ) 是薄叶科竹芋属多年生常绿草本单

子叶植物
。

叶矩圆形
,

常年翠绿
,

中脉两侧有成对排列的棕褐一墨绿色斑块
,

似孔雀尾羽
,

别称孔雀草
` ,

是颇具观赏价值的室内耐荫观叶植物
,

用以 美化宾馆
、

办公 室及客厅
、

居

室等均极受欢迎
。

本属植物全产热带美洲
{艺 1

。

筹叶科植物组织培养文献
,

除 H e n n y “ 采用

条纹竹芋胚培养获得实生苗外
,

尚未见报道 滩
’ “ ’ 。

’

〕
。

因此
,

研究其组织培养条件
,

对 引种

驯化提供苗木及进一步商业性生产
,

有重要经济意义
,

同时对茗叶科其它种类的组织培养
,

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材 料 与 方 法

1
。

供试材料
: 温室盆栽的豹斑竹芋

,

取夏季抽生的花茎和春季切取接近地 表 面上
、

下

的茎为材料
。

先将材料洗净
,

尤其地下茎污染较严重
。

剥去杆葬及叶鞘
,

切成适当长度
,

用

流水冲洗 15 分钟
,

纱布吸干水分后行表面消毒
。

2
.

消毒
, 在超净台上将材料用 70 %酒精 摇荡 10 秒钟

,

倾去酒精
,

迅即倒入无 菌 水
,

摇

荡约 1 分钟后
,

换用 0
.

1%升汞 ( 按每 10 m l参入 1滴吐温 80 ) 浸抱并缓慢摇动 12 分 钟
,

无菌

水清洗 8 次
,

每次 2 分钟
,

最后将材料置无菌纱布上吸干水分
,

切 成6一 10 m m 长的茎段作为

外植体
。

3
.

培养基
:

以M S为基本培养基
,

除原有机成分 外
,

还 加 入下 列 有 机 物
:

精氨酸 10

m g 1/ ( 下 同 )
,

抗坏 血酸 5
,

叶酸 0
.

5
,

生物素 0
.

2 。

蔗糖 3 0 9 1/
,

凉 脂 粉 5
.

5 9 / 1
,

再 按 培

养的不同阶段添加适 当的植物激素
。

( 1 ) 初代培养基
: a

M S ( 包括上述全部成分
,

下 同 )

十 B A Z 十 N A A O
.

2 , b
.

M S 十 B A O
。

5 + 2
.

4一 D Z
。

( 2 ) 继代增殖培养基
:

M S 十 B A 3 + N A

A 0
.

2 , M S + B A 3和 M S + B A 6 + N A A O
.

2 ;
M S + B A 6

。

( 3 ) 壮苗生根培 养 基
:

M S ( 只

含原配方有机成分
,

并除去肌醇 ) + N A A O
.

3
。

各种墙养基的 p H 值均为 5
.

8
。

4
.

培养条件
:

采用 L RH一 25 0一 G型光照培养箱
,

每天 日光灯照明1 4小时
,

温度 26 土 1

℃
,

培养瓶表面光照强度约40 00 L 又 。

培养室相对温度在 56 一70 %左右
。

本工作是四川省科委和省高教局资助的
“
观赏植物的组织培养研究

” 课题的一 部份
。



广 西 植 物 习卷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初代培养的反应 当不同外植体接种到
a.

b两种 (类型的培养基上约 )8 周后
,

只有

花茎带叶节和茎节在培养基
a 上诱导出腋芽萌生

,

花茎节诱导率约 1 / 3
,

接近地表面上下的茎

节诱导率约 1 / 2
。

接种后约 5 周
,

侧芽可长出 4 一 5 枚叶
,

苗高可达 6 一 7 c m
,

有的苗基 部

可生出 1 一数条白根
, _

且叶鞘中之新腋芽亦较盆栽苗的腋芽更饱满
。

在培养基 b 上的各外植

体几乎没有什么生长反应
,

逐渐发黄枯死
。

曾试用过花
、

花柄
、

花序轴
、

肉质块根
、

叶切块

和叶柄切段等为外植体
,

在 a 、

b两种类型的培养基上都未见有益变化
。

二
、

继代培养 将初代培养所得到的侧芽苗从 原茎节上切下转 移 到 M S 十 B A 3 + N A A

0
.

2的继代增殖培养基上培养
,

从叶鞘里可逐渐抽生出新的腋芽
,

开始 由 1 个苗在 3 一 4 周内

可生出 1 一 2 个新腋芽
,

经 4 一 5 次继代后 (每次约 1 个月 )
,

因细胞分裂素的影响
,

苗的节

间逐渐缩短
,

节密度增加
,

这样便使苗基部的侧芽发生增多
,

每个月侧芽可增加 2 一 3 倍
,

一丛苗可多达 5 一 8 苗和 10 一 20 个小嫩芽
,

形成密集的芽苗丛
。

如按每切天增殖 4 倍
,

全年

继代 9 次计
,

年增殖率可达 4
9 ,

即近 2 6 0 0 0 0 倍
。

在所试用的 4 种增殖培养基上
,

丛生苗芽

都能长出根来
。

以 M S 十 B A 3 十 N A A o
.

2的根多而长
,

而 M S 十 B A 6的生根少而慢
。

初步看出

以 M s 十 B A 6 + N A A o
.

2 的培养基苗芽增殖稍优于其它三种培养基
。

可能在多次继代之局试

管苗对细胞分裂素的需要量会有所降低
。

试验发现停止提供生长素
,

接种时又完全切去其根

系
,

将会严重抑制豹斑竹芋苗芽的增殖
,

这一特性与其它植物颇不相同
。

豹斑竹芋 另一与许

多植物不同特性是具有群集生长效应
:

把再生小芽切成单芽大多生长不良
,

有的 还 渐 渐死

亡
,

较大的苗切戍单苗增殖芽数减少
,

而以切成 2 一 3 个中
、

小苗带 5 一 6 个小芽的切块
,

增生苗芽的效率较高
。

各种培养基上均无愈伤组织和不定芽产生
,

这对保持园艺植物的种性

是很有利的条件
。

三
、

壮苗与生根 一部分有根的大苗 ( 高 4 一 5 o m )
,

可在接种时 剔出直接种植
,

1一

3 c m 的小苗及其上附生的芽可转移到 M S + N A A o
.

3的培养基上
,

使其生长壮大并发根
,

经

1个月的培养
,

苗可长高达 5一 10 c m
,

并具有分枝 的密集须根系
,

但试管植株的各大 小叶

片上均未见褐色一墨绿色斑块
。

生根长壮的试管苗出瓶后轻轻洗去粘附的培养基
,

假植到灭

菌的蜓石中
,

初期加强温度和湿度管理
,

约 1 个月以后移栽到有腐叶土和泥炭土的花盆中
,

按常规养护
。

种植成活的小植物初期与原盆栽采样母株上萌发 的小苗
,

在株型上有些不同 ,

原植株小苗叶片上褐色斑块色深而鲜明
,

叶片生长慢
,

节稀叶少
,

而组培苗株型紧凑
,

节密

叶多
,

褐 色斑
.

决随苗龄增加而愈益鲜明
,

出瓶种植一个月后
,

新生出的幼叶即具有浅徐至深

褐色斑纹厂与原采样植物没有差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