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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箭羽竹芋(Calathea lancifolia Boom)，
又称披针叶竹芋。

2 材料类别 地下分蘖芽。

3 培养条件 芽诱导培养基：(1)  MS+6-BA 5.0
mg·L-1 (单位下同)+NAA 0.05；增殖与继代培养
基：(2) MS+6-BA 3.0+NAA 0.05；生根培养基：
(3) 1/2MS (MS大量元素减半)+NAA 0.3。以上培
养基中均添加 0.55%卡拉胶，蔗糖除生根培养基
为 20 g·L-1外，其余均为 30 g·L-1，pH 5.8，培
养温度为(25±2) ℃，光照时间为 12 h·d-1，光照

强度为 40 µmol·m-2·s-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芽的诱导  在生长良好、健壮、无病虫害的优
良母株上切取长 5.0~8.0 cm的地下分蘖芽，切除
基部木质化组织、不定根及展开的叶片，流水冲

洗 30 min，将芽切成 0.3~0.5 cm的小芽段。置
于超净工作台上，用 75% 乙醇灭菌 30 s，无菌
水冲洗 2~3次，再用 0.1%升汞灭菌 12 min，无
菌水冲洗 4~5次。将灭菌好的外植体取出，放在
无菌纸上，吸干水分，剥除与药液接触而受伤的

外层苞叶，接种到芽诱导培养基(1)上。培养 26 d
后，侧芽开始萌动。3 4  d 后，侧芽开始伸长，
萌发率为 73.3%。
4.2  芽的增殖与继代 将诱导的新芽不切割，转接
到增殖继代培养基(2)上，28 d左右新的侧芽开始
长出，当新芽长到 2.0~3.0 cm时进行分割，接
种到相同的培养基上，芽生长迅速。每 40 d按
相同的方法转接 1 次，在继代初期，增殖率较
低，为 1.3左右，继代 3~4次后，才开始进入旺
盛的增殖状态，增殖率达 2.5，且芽体生长健壮，
叶片伸展。

4.3  生根培养 选择长势较好、高 4.0~5.0 cm的
芽，从基部切下，接种到生根培养基(3)上，21 d

后长出较粗的不定根，生根率达 83.2%，平均每
苗根数 2.3条，35 d后根长可达 2.5~3.5 cm。
4.4  炼苗与移栽 将生根的试管苗连瓶置于散射光
处炼苗，7 d后将带根的试管苗小心取出，洗净
根部培养基，在 1 000倍多菌灵溶液中浸泡 30 s，
然后移栽至经高压灭菌的Klasmann泥炭422和413
(2:1)的混合基质中，用遮阴棚覆盖保湿，每 5 d
淋 1次水，30 d后撤去遮阴棚，进行正常的肥、
水管理，相对湿度保持在 8 0 % ~ 9 0 %，温度为
23~25℃，成活率可达 85% 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箭羽竹芋为竹芋科肖竹芋属多年生
常绿草本植物，原产于热带美洲，是近几年畅销

国际市场的优良竹芋品种。叶片椭圆形或披针

形，叶姿挺拔直立，叶端尖，叶缘波浪状，黄

绿色叶面上，沿中脉两侧交互分布着大小 2种类
型(卵形或椭圆形)墨绿色的斑块，叶背浓紫色。
整株姿态优美，为极好的观叶植物。主要采用分

株繁殖，但速度较慢、繁殖率低。采用组织培

养技术快速繁殖箭羽竹芋种苗，对其规模化生产

和推广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尽管肖竹芋属中

有些物种的组织培养已有报道(侯占铭和满都拉
2000；徐洁兰 2007；张永平等 2007)，但箭羽
竹芋的离体培养和快速繁殖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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