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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李氏香芋(Colocasia lihengiae)。

2  材料类别  块茎和直立根茎上的主芽和腋芽、试

管苗叶、叶柄及根段。

3  培养条件  (1)丛芽诱导培养基: 1/2MS+6-BA 5

mg.L-1(单位下同)+NAA0.5; (2)丛芽增殖培养

基为 1/2M S + 6 - B A  3 + N A A  0 . 1 ; (3)生根培

养基为 1/2MS+NAA 0.5+IBA 0.8+KT 0.1。培养

基中蔗糖浓度为3%，琼脂浓度为0.6%，pH 5.8。

培养温度为(27±2)℃，光照时间12 h.d-1。光照度

为2 000 lx。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外植体的获得  李氏香芋块茎和直立茎均生长

在地下，所带杂菌较多。为能彻底去掉植株所带

杂菌，我们采用以下程序灭菌：0.2 mg.L-1 高锰

酸钾水溶液浸泡30 min，水洗，1 mg.L-1 硫酸铜

水溶液浸泡30 min，水洗，75% 乙醇处理 10 s，

再用0.1%升汞消毒20 min左右(依材料体积大小而

定)。无菌水冲洗 5 次，每次 5 min。如果在枯

叶期采样，无萌动的芽或芽很小，可将消过毒的

材料放入无菌的含6-BA 50 mg.L-1的水溶液中，培

养 1 周左右，芋主芽和腋芽的高度可达 1~3 cm。

4.2  丛芽的诱导  切割下芋芽，接入诱导丛芽的培

养基上，培养60 d左右，芋芽基部的切口处开始

生长单个不定芽，再继续培养20 d，芋芽基部切

口处产生一圈芽丛。试管苗叶、叶柄和根段仅在

切口处产生极不发达的淡绿色愈伤组织，无不定

芽产生。约培养 2 个月后，叶片开始坏死，继

而部分叶柄坏死，根段呈淡绿色，能缓慢生长。

4.3  增殖培养  芋芽产生的丛芽可切割，继代在增

殖培养基上，月增殖速度为 1∶3 左右。

4.4  生根培养及移栽  李氏香芋芽条长至1~2 cm

时，切割下来放在生根培养基上，经过20 d左右

的培养，芽条基部长出 2~3 条粗壮的根。当试管

苗根长约1 cm，又有 2~3 片叶时，便可移栽，生

根率达 100%。当完整的试管苗高约为 3~5 cm、

根健壮时，便可移入已消过毒的基质上。试管苗

由异养、恒温、恒湿和无菌状况下移入土中，要

进行自养，必须细心管理。注意不要伤到试管苗

叶片和根尖，以防伤口感染杂菌；移入土后保持

湿度，用塑料薄膜覆盖，为保温透气以防试管苗

过湿霉变。每天早上11时左右至下午2时，视苗

状况进行通风，随着试管苗的适应，逐渐加长通

风、通气时间。待试管苗长新叶后，可以揭膜

粗放管理。移苗成活率达 9 0 % 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李氏香芋俗称野芋头，为天南星

科芋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普遍栽培食用芋头

(Colocasia esculenta)的野生近缘种。目前，此种

植物的分布区很小，仅见于云南南部和西南部的

少数地段，生态环境受人为破坏较为严重。李氏

香芋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的成功，将对其种源保

护、芋头的开发利用和遗传育种有一定的意义。

另外，李氏香芋植物体美观，可供庭园栽培观赏

或作室内观叶植物。李氏香芋为我们近期发现的

新种，其组织培养尚未见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