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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Propagation of Hylocereus undatus cv. vietnam

by In Vitro Stem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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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火龙果当年春季抽出的未老熟茎段作外植体 , 以 M S为基本培养基 , 诱导腋芽生长及继代培养时附

加 6-BA和 N AA, 6-BA浓度为 1. 0～ 12. 0 mg /L, N AA浓度为 0. 2～ 0. 8 mg /L; 诱导生根时附加 IBA, IBA浓

度为 0. 5 mg / L、 1. 0 mg /L、 1. 5 mg /L。试验结果表明: 以 M S基本培养基附加 6-BA 2. 0 mg / L+ N AA 0. 2 mg /

L有利于诱导腋芽生长 ; 附加 6-BA12. 0mg /L+ N AA 0. 1 mg /L有利诱导增殖和继代 ;附加 IBA 1. 5 mg / L诱导

生根最好 , 生根培养 7 d后开始生根 , 培养 20 d生根率达 96. 7%。将火龙果生根苗移栽到菜园土和细砂基质 ,

成活率均达 100% , 以细砂为基质的移栽苗木生长较好 , 说明火龙果的组培苗移栽需要有良好的透水 , 透气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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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nder stems of Hylocereus undatus cv. vietnam are taken as explants. M S medium

( M S) is used and added wi th 6-BA of 1. 0 to 12. 0 mg /L and N AA of 0. 2 to 0. 8 mg /L to induce

axillary buds 'grow th and subculture, and supplemented with IBA at the concentrations 0. 5 mg /L,

1. 0 mg /L and 1. 5 mg /L to induce rooting.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M S+ 6-BA 2. 0 mg /L+

N AA 0. 2 mg /L is suitable fo r g row th of axillary buds, and M S+ 6-BA 12. 0 mg /L+ N AA 0. 1

mg /L suitable for subculture and, M S+ IBA1. 5 mg /L suitable for induction of rooting. The

shoots root on 7th day af ter transplanted, and reach 96. 7% of rooting rate on 20th day af ter

t ransplanted. All plantlets are survival when they are t ransplanted into the soil of v egetable g arden

and sand medium, but the plant lets g row bet ter in the sand medium than in the so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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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龙果 ( Hylocereus undatus cv. v ietnam )是仙人

掌科三角柱属多浆植物 , 属附生类型。我国早已引入

原种作为园艺栽培或为野生 , 俗名 “量天尺” , 花可

食 ,称为 “霸王花” [ 1]。在福建省漳州 5～ 10月晚间开

大型黄花 , 花具芳香 , 漏斗形 , 长 30 cm以上。果广

椭圆形 , 长 13～ 15 cm , 宽 9～ 12 cm , 红色 , 果肉白

色或黄色 ,有香味、甜味。果实中富含维生素 B1、 B2、

B3和葡萄糖以及人体所需矿物质 , 常食可促进人体

新陈代谢 , 提高免疫功能 , 并有美容养颜功效
[2 ]
。药

效主要有清血、 降火、 降胆固醇、 口角炎、 感冒等。

火龙果喜光耐阴 , 喜肥耐瘠 , 冬天能耐低温 , 适宜地

栽 , 也可盆栽 , 观花赏果期可达 3～ 4个月之久 , 是

庭院、 阳台的优良观赏植物 [2 ]。

　　火龙果的繁殖目前主要通过种子、扦插、嫁接等

方式。火龙果种子播种能获得大量实生苗 , 但种子繁

殖的植株性状分化较大。扦插、嫁接需要大量的种源 ,

但目前种源较少 ,通过扦插和嫁接方法繁殖很难满足

市场的需求。 本文探索用组织培养的方法繁殖火龙

果 , 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 1　外植体诱导和继代增殖

　　选取当年春季抽出未老熟的无病虫害火龙果嫩

茎 60条作为外植体 , 用清水洗净 , 在超净工作台上

先用 70% 酒精作表面消毒 , 把外植体分为二组 (每

组 30条 ) , 分别用 0. 1% HgCl2消毒 10 min和 15

min, 观察不同消毒时间对外植体的影响。然后用无

菌水清洗 4～ 5次后切成长度为 0. 5～ 1. 0 cm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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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插到诱导培养基中。培养 50 d左右 , 腋芽长到 1

～ 2 cm时切下转接到不同继代培养基中进行试验。

　　培养过程中以 MS为基本培养基 ,诱导腋芽生长

及继代培养时附加 6-BA ( 1. 0～ 12. 0 mg /L)、 NAA

( 0. 2～ 0. 8 mg /L ) ; 诱导生根时附加 3种浓度的

IBA: 0. 5 mg /L、 1. 0 mg /L、 1. 5 mg /L。蔗糖 30 g /

L,琼脂 5. 8 g /L。每天光照 12 h,强度为 1500～ 2000

lx; 温度 25～ 28℃。

1. 2　试管苗生根和移栽

　　当芽苗伸长至 1～ 2 cm时 ,切下健壮的芽苗转接

到生根培养基中。培养 30 d获得长有 2～ 3条根 , 苗

高 2～ 3 cm的试管苗 ,把培养瓶移到自然室温下炼苗

2～ 3 d, 将试管苗取出洗净根部的培养基 , 用浓度为

50 mg /L ABT1浸泡 10 min,分别栽入菜园土和细砂

中 , 淋透水 , 用农用塑料薄膜盖好保湿。 5 d后揭开 ,

并注意保持基质湿润。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消毒时间对外植体的影响

　　经过 1周的培养后 , 观察发现材料污染较多 ,污

染多数是在芽眼的丛刺处出现 ,这是由于火龙果茎上

芽眼处有成丛的叶刺 ,外植体不易清洗干净 ,消毒剂

也较难透入 ,灭菌不易彻底造成的。材料表面消毒以

15 min较佳 , 但消毒 15 min的材料大部分茎段的组

织有坏死的现象 ,坏死处开始呈淡褐色 ,接着变暗黑

色。这说明消毒时间过长 , 使茎段的组织细胞被毒杀

死。 (见表 1)

2. 2　生长调节物质对外植体诱导及继代增殖的影响

　　火龙果外植体在 MS附加 6-BA1. 0～ 3. 0 mg /

L、 NAA0. 2～ 0. 5 mg /L培养基上培养 ,都能诱导腋

芽生长 ,以在附加 6-BA2. 0 mg /L、 NAA0. 2mg /L的

培养基上诱导的效果较好。

　　火龙果在 MS附加 6-BA1. 0～ 12. 0 mg /L、

NAA0. 2～ 0. 8 mg /L的培养基上均能诱导产生丛生

芽。从外植体诱导出来的腋芽经培养 20 d后在嫩茎

部分芽眼处长出带有白色绒毛的小突起 ,进一步形成

芽 ,培养苗继代 3次后开始出现少量丛生芽 ,但丛生

芽的产生与 6-BA的浓度大小有着明显的关系 ,当 6-

BA浓度较低时其增殖很低 , 培养 50 d增殖率只有

1. 2倍。随着 6-BA浓度的增大 , 增殖系数也逐渐增

大 , 当 6-BA达 12. 0 mg /L时增殖率达到 2. 0倍。芽

苗生长正常 , 形态正常 , 但在含高浓度 6-BA培养基

上多代培养时 ,其材料切口出现了褐变现象。褐变的

出现是由于植物组织中的多酚氧化酶被激活 ,而使细

胞的代谢发生变化所致 [3 ]。

表 1　不同消毒时间对外植体的影响

Table 1　 Ef fect of dif ferent steril ization time on explants

消 毒时
间
Sterilization
tim e
( min)

接种数
No. of
explants
t ransplanted
( 株
Individual)

污染数
No. of
the
con tamina
-ted
explants
( 株
Individual)

污染率
Percentage
of
contamination
(% )

材料的症状
Symption Change
of explan ts

10 30 16 53. 3

少量材料的组织出
现坏死现象 , 大部
分材料保持翠绿
色。
Some materials
put resce, but most
materials
keep green.

15 30 10 33. 3

大部分材料出现组
织坏死现象。
Most materials
put resce

2. 3　不同浓度 IBA对诱导生根的影响

　　在生根培养试验中 , 观察到接种后 6～ 7 d开始

有根长出 , 20 d最高生根率达 96. 7%。 详见表 2。
表 2　不同浓度 IBA对诱导生根的作用

Table 2　 Effect of diff erent IBA concentrat ions on induction

of roots

IBA浓度
IBA
concen tration
( mg /L)

接种数
No. of
explants
transplanted
(株 Indi
-vidual)

生根株数
No. of
rooted
plants
(株 Indi
-vidual)

每株生根
数
No. of
roots per
explant
(条 Indi
-vidual)

平均生根
率
Av erage
rooting
rate
(% )

0. 5 26 22 2. 0 84. 6

1. 0 30 28 2. 5 93. 3

1. 5 30 29 2. 8 96. 7

　　从表 2看 ,以 MS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 IBA0. 5～

1. 5 mg /L时对诱导火龙果生根均有很好的促进作

用 ,随着 IBA的浓度的增大 ,其生根率和每株的生根

条数也在逐渐增加 , 以 IBA1. 5mg /L时效果较好。

2. 4　试管苗移栽

　　移栽试验表明: 2种基质均适合火龙果试管苗的

生长 , 40 d后移栽成活率均为 100% , 但以细砂为基

质的移栽苗木生长较好 , 其苗较高、 茎较粗壮 , 生长

旺盛 , 说明火龙果的组培苗移栽需要有良好的透水、

透气条件。

3　讨论

　　火龙果嫩茎组织幼嫩 , 而且在芽眼处着生丛刺 ,

这使得对材料的消毒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次实验我们

只采用氯化汞作为消毒剂 ,虽然取得一定效果 , 但消

毒时间太短时效果较差 , 消毒时间太长 ,大部分茎段

的组织出现受伤害现象 , 因此 ,如何更好地获取无菌

的活体材料 ,在材料表面消毒方法上还要作进一步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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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在火龙果的继代增殖中 , 我们使用了从 1. 0～

12. 0 mg /L大范围的 6-BA浓度 , 其增殖率以 12. 0

mg /L的浓度较好 ,但也只达到 2. 0倍。但 6-BA浓度

达到 12. 0 mg /L时容易引起火龙果培养材料发生褐

变。可见单纯通过提高细胞分裂素的浓度来提高火龙

果的增殖率是困难的。另外 , 在继代增殖过程中 , 火

龙果试管苗生长速度相当缓慢 ,培养 50～ 60 d,仅长

高 1～ 2 cm。因而在火龙果组织培养过程中 , 如何获

得适宜的增殖率和较快的生长效果仍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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