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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竹芋的离体培养与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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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金花竹芋(Calathea crocata Morr. et
J or i ss )，别名金花冬叶、金苞肖竹芋。
2 材料类别 新生侧苗的根状茎。

3 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1)芽诱导及继
代增殖培养基：MS+6-BA 4.0 mg·L-1 (单位下同)+
NAA 0.5；(2)壮苗培养基：MS+6-BA 2.0+NAA 0.2；
(3)生根培养基：1/2MS+NAA 0.5。上述培养基
均添加 30 g·L-1蔗糖、6 g·L-1琼脂，pH 5.8。培
养温度为(25±1) ℃，光照时间为 12 h·d-1，光照

强度为 27~36 µmol·m-2·s-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  在生长健壮的母株上选取新
生侧苗，剥去叶鞘及未展开的叶片留下根状茎，

流水冲洗 30 min。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70%酒
精浸泡 30 s，放入 0.2%升汞溶液中，加几滴吐
温，振荡灭菌 7 min，无菌水冲洗 5次，吸干水分，
切成 0.5 cm×0.5 cm×0.5 cm的块状供诱导培养。
4.2   芽的诱导和继代增殖  将无菌外植体接种于培养
基(1)上进行芽的诱导，接种后先在25 ℃培养箱中

暗培养 3~5 d，而后置于光下培养。光下培养 15
d后，外植体明显膨大，并在外植体顶端诱导形
成白色芽点；培养 30 d左右，可形成 2~3个不
定芽。将生长至 1 cm左右的芽切下，转接到新
鲜的培养基(1)上进行继代增殖培养，10 d左右，
可从转接芽的基部诱导形成新芽，20 d后芽体逐
渐长大，且有些芽体逐渐开始展叶，增殖率为

2~3倍。6-BA浓度高时，有利于芽体增殖，但
浓度过高时，组织培养苗会出现轻度的玻璃化现

象。综合各种因素筛选出适宜诱导芽萌发和继代

增殖培养的最佳培养基为MS+6-BA 4.0+NAA 0.5。
4.2  壮苗培养  将高约1 cm的小芽切下转入培养基
(2)上进行壮苗培养，经过 20 d左右的培养，不
定芽逐渐开始生长出新的叶片并展开，30 d左
右，形成具 4~5片叶的组织培养苗。若长时间培
养在壮苗培养基中，组织培养苗可以由基部直接

产生不定根，但根系长势较弱。

4.3  生根与移栽  选取生长健壮、具有 4~5片叶的
组织培养苗从基部切下，转接到培养基(3)中进行
生根诱导，20 d后开始生根，30 d后长出 4~5
条不定根，根系发达健壮，生根率可达 100%。
当苗高 3 cm左右时，打开培养瓶口炼苗 2 d。然
后取出小植株，用清水洗净根部附着的培养基，

移栽到事先经过开水灭菌的富含腐殖质、疏松肥

沃、保水透气的土壤中，注意保温、保湿和适

度的光照即可，成活率在 90% 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金花竹芋为竹芋科肖竹芋属多年生
草本植物。原产于南美洲的巴西。叶缘稍有波浪

形起伏，叶面灰绿至深绿色，叶背暗紫红色。花

序由叶丛中抽出，通常高出叶面，苞片橘黄色，

黄色小花盛开于其内，整株典雅秀丽，美观大

方，是竹芋科中为数不多的名贵的花叶共赏植

物，深受人们喜爱。金花竹芋通常靠自然分株繁

殖，但系数较低，且受季节的限制，远远满足

不了市场需求。用组织培养方式建立起无性快速

繁殖体系，一方面可以保持品种的优良性状；另

一方面将有助于缓解市场供求矛盾，加快品种推

广，实现工厂化快速育苗，节约外汇。肖竹芋

属中有些品种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已有过报道

(侯占铭和满都拉 2000；侯占铭等 1997；徐洁兰
2007；张超等 2007)，但金花竹芋的组织培养尚
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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