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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激 素 对 春 石 斛 的 组 织 培 养 影 响 研 究 初 报  

韩 磊 ，张 洪 平 ，艾 应 伟 

(1．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2．四川省成都市科瑞园艺有限公司，610066) 

摘 要：用春石斛( rob／wn )1～3 1Tffn的茎尖为外植体，以1／2MS为基本培养基， 

调节不同激素水平诱导芽体萌发，进行繁殖培养。研究结果表明：萌芽诱导阶段：1／2MS4- 

6一BA0．5 rrg／L+NAA0．5 mg／L+椰子汁2OO rnL／L+蔗糖3O g／L+活性碳 3 g／L+琼脂5 g／L 

中萌芽早，生长快；继代和增殖培养阶段：以 1／2MS4-6一BA0．5 rag／L-I-NAA2．0mg／L-I-椰子汁 

2OO mL／L+蔗糖 15 L+活性碳 3 g／L+琼脂5 g／L效果最好；生根阶段培养基：1／2MS4- 

NAA0．1 rrg／L+蔗糖15 g／L+活性碳3 g／L+琼脂5 g／L每茎段可生根4条肉质健壮，在培养过 

程中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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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石斛( rob／wn加 )属于兰科石斛属多年 

生草本，几乎与卡特兰、蝴蝶兰齐名，是四大观赏热带兰 

之一，园艺学上根据石斛的开花时期将其分为春石斛和 

秋石斛，春石斛属落叶温带种，其花艳丽，做盆花栽培受 

到广泛的青ll~cm,43。春石斛用种子繁殖常得不到与亲 

代一致的植株，用分株繁殖的无性繁殖方式太慢且一年 

只能得到2～3倍的增殖速度，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而 

且我国的春石斛品种基本上是从日本进口，使我国春石 

斛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1 ～。该试验旨在通过组织 

培养进行春石斛的快速繁殖技术研究，为实现春石斛的 

后期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 

1．1 材料 

所用材料为成都科瑞园艺有限公司提供的春石斛 

品种(又称节生花型石斛)。在萌芽诱导阶段用春石斛 

5咖I白勺幼嫩带侧芽原基或顶芽的茎段为材料。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植体选取及消毒方法 先将植株拿进消毒后 

的培养室，每天用紫外灯进行照射 2h，采取每 5 d对其 

进行叶面茎段进行化学药物多菌灵 8OO倍液喷洒灭菌。 

通过2O d的循环处理，在 1／2MS培养基中对植株建立 

无菌系。剥去老叶，取带芽的和带幼叶的茎段，用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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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冲洗5--~6次，然后用 70 的酒精消毒 10--~20s，再用 

0．1 的HgCI浸泡 15 rain。在无菌水下冲洗 7～8次， 

然后切成5 cxn的带侧芽原基的茎段接种到 1／2 MS培 

养基(共接种400瓶每瓶一个茎段)，对其进行无菌系建 

立。转入培养基20 d左右。外植体有80瓶染菌，其余 

均成功建立无菌系，达到80 的较好的效果。 

1．2．2 培养条件 培养基的pH为5．4'--5．6、温度 25 

4-I'C、光照 14--~16 h。 

2 结果与分析 

2．1 萌芽诱导阶段 

在选用的基本培养基建立无菌系中，MS培养基中褐 

化比较严重，1／2̂ 培养基虽也有褐化现象存在但比在 

MS中减轻很多。在对茎段的培养过程中，植物种类、外 

植体的老化程度、光照过强、温度过高、培养时间过长等是 

出现褐化现象的影响因素。在进行暗培养的外植体没有 

褐化现象，有效的措施是将光照降低和添加活性碳。在不 

定芽诱导 

表 1 

段采取降低无机盐浓度和加入活性碳。 

不同激素组合的培养基对不定芽 

诱导培养结果 

注t培养基的其他附加物为蔗糖 15 g／L，琼脂条 5 g，L，椰子汁 200 
_ 

mL／L活性碳 3 g，L，其中在 1～4号培养基中进行对比试验(有 4瓶加活 

性碳而每个号的另外4瓶未加活性碳)．+代表长势一般，++代表长势 

良好，+++代表长势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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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春石斛无菌苗 1,--,3 n'llTt茎尖接种在以1／2̂ 为 

基本培养基 7种不同激素水平培养基中，所得不定芽的 

诱导培养结果见表 1。通过 30 d的观察，不定芽诱导以 

1／2 +BA0．5 mg／L+NAA0．5 mg／L+椰 子 汁 

20O mL／L，+蔗糖 15 g／L+活性碳 3 g／L+琼脂条5 g／L 

效果最好，萌芽快外植体生长正常。在 1、4号培养基中 

的茎段，在接种15 d左右其不定芽开始萌发，有不同程 

度的伸长，接种30 d左右，不定芽的叶原基形成。 

2．2 继代增殖阶段 

不同激素组合的培养基对春石斛芽继代增殖培养 

结果见表2。把诱导阶段产生的不定芽接种在增殖培养 

基中，发现I在 1／2MS+BA0．5 m L+NAA2．0 n L+ 

椰子汁20O mL／L-I-蔗糖 15 g／L+活性碳 3 g／L+琼脂 

条5 g／L，每个外植体 30 d后可得到高为 10 cn't左右、4 

个节、且有3个不定芽、生根3"--,5条的植株，为继代增殖 

的理想培养基。通过 l／2̂ +BA0．5 n L+NAA0．5 

mg／L+ 椰 子 汁 20O II L+ 蔗 糖 3O g／L+ 

活性碳 3 g／L+琼脂条 5 g／L对茎尖和茎段外植体培养 

20 d，每瓶便可得到5个不定芽和侧芽，然后将每个不定 

芽 分 开，分 别 放 入 1／2MS+ BA0．5 L+ 

NAA2．0 nW'L+椰子汁 200 ln L+蔗糖 l5 g／L+活 

性碳3 g／L+琼脂条5 g／U音养基中，反复在以上两种培 

养基中培养，当繁殖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可对瓶苗中的 

带有3个节的外植体在增殖培养基中进行微扦插，可达 

到快速繁殖的目的。 

在增殖阶段的6号培养基中各有一苗其茎段基部 

形成类原球茎，其它没有形成。这可能与激素水平有 

关，该试验加椰子汁的培养基在诱导、增殖阶段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面未加椰子汁的培养基中的苗情长势和形 

成芽的过程要比加椰子汁的慢一周。 

裹2 不同激素组合的培养基对芽缝代 

增殖培养结果 

注·培养差舶其他融柚街为脯 15 L’骧啊条5(r／L’■子打200mL,／L 

活性磺3 g，I_+f℃表长势一般。++代表长势良好。+++代表长势优． 

2．3 生根壮苗 

NAA不同水平对春石斛生根壮苗影响见表3。在 

继 代 增 殖 阶 段 l／2MS + BA0．5 mg／L + 

NAP,2．0 n~／L+椰子汁 200 nlL／L+蔗糖 15 g／L+活 

性碳3 g／L．+琼脂条5 g／L培养基中也能生根 2"-,5条。 

但对于植物出瓶移栽来说确是不利的，在 1／Z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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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5 mg／L+NAA2．0 rag／L-I-椰子汁 20O II1I L+蔗 

糖 15 g／L+活性碳 3 g／L+琼脂条5 g／L培养基长出的 

带根的幼苗，经过田间试验全部死亡。说明在培养基中 

的生根幼苗没有达到壮苗要求，不能出苗。通过壮苗生 

根试验结果，筛选出培养基 1／2̂ +NAA0．1 n L+ 

活性炭2 g／L+琼脂条 6 g／L+蔗糖 15 g／L在壮苗生根 

阶段的效果最好，生根数 4条且幼苗生长健壮。在以上 

生根培养基配方试验中，每瓶培养基中的苗都完全生 

根，但生根的数量和质量却完全不同。 

表3 NAA不同水平对生根壮苗的影响 

注·每种培养基均用l／ 6加i舌性磺2 k琼艏条6 Î藤话30(r／工’ 

3 讨论 、 

在选用春石斛的基本培养基时该试验结果和王玉 

英等人的试验结果相同，降低无机盐浓度有利于试管苗 

的诱导和增殖 。在春石斛继代增殖培养中出现类原 

球茎，可能与幼嫩程度、激素比例有关，但其是否能分化 

出正常增殖苗还有待于以后的研究。在芽诱导及继代 

增殖中如果6一队 的含量过高也会出现芽变粗不能形 

成正常的增殖芽，建议在芽增殖阶段6一BA的含量不宜 

超过 1．0 nW'L，这与毛碧增等人试验结果相同啊。继代 

增殖阶段NAA的含量起到比较关键的作用，能够促进 

细胞伸长促进节间的生长，NAA与 6一BA的比例是外 

植体在增殖阶段不产生变态茎的保证，但如果 NAA含 

J：EI：高使芽分化出的苗细长不适合以后的壮苗和练苗。 

在继代阶段虽然也达到了较好的生根效果，但在以后的 

出瓶移栽阶段生长缓慢、死苗多，可能与激素的含量高 

有关。整个试验中在加入椰子汁起到了促进增殖的作 

用，在没有加椰子汁的培养基中，芽增殖不正常且出现 

老化现象，且生长周期要比加入椰子汁慢一周左右，不 

利于进一步的增殖和壮苗。这与其它的石斛属植物组 

织培养研究报道是不一样的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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