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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菠萝蜜(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 a m . )，又称树菠萝、木菠萝。

2 材料类别 顶芽和腋芽。

3 培养条件 ( 1 )外植体接种培养基：MS+ 6 - B A

1.5 mg·L-1 (单位下同)+KT 0.5+30 g·L-1蔗糖；(2)

启动培养基：MS+6-BA 2.0+KT 1.0+GA3 0.5+20

g·L-1 蔗糖；(3)增殖培养基：MS+6-BA 1.5+KT 0.1+

GA3 0.5+40 g·L-1 蔗糖；(4)生根培养基：1/2MS+

IBA 1.5+NAA 0.2+2 g·L-1 活性炭。上述培养基均

加入0.45%琼脂，pH 5.8。培养温度为(25±1)℃，

光照时间为10 h·d-1，光强为24~30 µmol·m-2·s-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启动培养  在3月下旬到6月上旬，选取经资

源调查及品质分析后获得的优良植株的顶芽和腋

芽，室内水培 1 周后，剪去叶片，自来水冲洗

干净，剪成带 2~3 个芽的节段，置于无菌杯中，

在超净工作台上进行消毒。先在 75% 的酒精中浸

泡 30 s，再用 0.15% 的升汞浸泡 12 min，无菌

水漂洗5次，接种到培养基(1)上。7 d 后，部分

顶芽叶片开始展开；15 d后，把无菌材料转接到

培养基(2)上，培养 10 d，腋芽开始生长；30 d

后腋芽诱导率为44.6% (图 1)。

4.2  增殖培养  把经初代培养诱导出的腋芽切成单

芽，接种到培养基(2)上进行增殖培养，期间每30

d 继代 1 次。90 d 后，选取生长一致的不定芽，

接种到以MS为基本培养基，采用L9 (3
4)正交表进

行试验设计，因素水平分别为 6-BA 1.0、1.5、

2.0，KT 0.1、0.5、1.0，GA3 0.1、0.5、1.0，

蔗糖 20、30、40 g·L-1，进行不定芽增殖培养基

选优，培养30 d 后统计增殖率。结果表明，蔗糖

对不定芽增殖率影响的极差最大。各处理组合间

Duncan’s多重比较表明，培养基(3)最有利于不定

芽增殖，增殖率为2.61 (图 2)。

4.3  生根培养  将增殖培养获得的2 cm以上的不定

芽接种到培养基(4)上进行生根培养。培养 8 d，

开始生根；15 d 时，生根率为15.8%，根长 3~4

cm，平均根数 3~4 条；60 d 时，生根率为 70%，

但根系呈黄色(图 3)。

4.4  移栽  将已生根的苗，洗净培养基后，移入椰

糠和沙(1:1)的疏松透气基质中，覆盖薄膜保湿，

每天淋水2次。10 d 后，新叶长出，移去薄膜，移

栽成活率为 85%。移栽 80 d 后，苗高 20 cm 左

右，移入大田种植。

5  意义与进展  菠萝蜜为桑科桂木属植物，此属中

的菠萝蜜和桂木(Artocarpus lingnanensis Merr.)在

我国华南广泛种植，是典型热带果树，素有“热

带珍果”之称。笼统地可分干包和湿包 2 种类

型。菠萝蜜果肉富含糖、蛋白质、维生素 A 、

维生素 C 和多种元素(钾、钠、钙、锌等)，营

养丰富。鲜食爽脆蜜甜，香味浓郁，未成熟的

果肉可以当作蔬菜煮食或做汤，也可以干制或烘

烤成可口的食品。成熟的果肉放到低微浓度的盐

水中则更加鲜滑爽口，可以防止过敏反应，也可

以用果肉做色拉，还可以加工成果汁、果酱、果

酒、蜜饯、罐头(农业部发展南亚热带作物办公

室 1998)。菠萝蜜是发展特色水果种植、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的一种非常有前景的果树。菠萝蜜现

仍以庭院种植为主，自然条件下一般采用种子繁

殖，成熟季节选取风味较好的果实，取种子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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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由于实生苗繁殖后代变异极大，加之家庭

种植株数有限，很难保证后代一定优良。经我们

历时 2 年多的调查结果表明，超过 2 万株的实生

后代中，仅有十几个植株品质表现优良。近年

来，有人开始采用嫁接繁殖(张诒仙 1996；钟声

等 2005)，但嫁接成活率极低，不超过 50%；采

用圈枝和压条繁殖，繁殖系数低，繁殖速度慢，

而且一些优良品种往往难以生根，繁殖受母株和

季节的限制(江柏萱1998)。采用组织培养技术可

大大提高菠萝蜜的繁殖速率(Amin 1992; Roy 等

1993; Roy和Roy 1996)，而菠萝蜜的组织培养快

速繁殖技术国内未见报道，因而可以考虑采用此

种技术，从而为优良株系的推广提供足够种苗开

辟新路，其前景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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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菠萝蜜的启动培养

图2  菠萝蜜的增殖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