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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黄花石斛兰的组织培养试验 

陈继敏 ，杨镇明，吴熙文，陈旭敏 ，罗丽霞 

(珠海市农业科学研究 中心 ，广东 珠海 519075) 

摘 要：从生产实际出发阐述了小型黄花石斛兰的组培快繁技术，包括外植体处理、腋芽的启动培养、原球茎的诱导与 

增殖、丛生芽的诱导培养、生根培养、炼苗移栽等，以期实现规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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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兰属 (Den 06 “m)属名是 由dendro(树 )与 

bi0s(生长)二词组成，是指这类兰花生长于树上之意。 

全属约有 l 000种以上，是兰科植物中种类最多的属 

之一，原产于亚洲和大洋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其 

中，秋石斛花序顶生 、花多、枝长、花形优美 ，是目前最 

流行的切花品种之一。秋石斛的自然花期在秋季，但是 

通过人工花期调控等手段可实现其春节开花，进一步 

提升了该品种的商业价值llI。 

本试验所研究的小 型黄石斛兰 (眈 ． 

m )是秋石斛的一种，从新加坡引进，花序较短 ， 

花中型 、7～8朵 ，花色清新 、黄绿色 ，唇瓣基部粉红 ，散 

发出淡淡清香。该品种植株易于老化、叶片易脱落、自 

然分株率低且慢。为使小型黄石斛兰既能脱除病毒，又 

能保证母本性状，实现规模化生产，我们从生产实际出 

发研究了其组培快繁技术，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外植体处理 

从无病虫害的母株上选择健壮、叶片未展开的幼 

芽，用已消毒的刀片切取 4～12 cm，并将外围叶片剥 

除，仅留顶端 O-3 cm叶鞘。切取的芽体直径约 1．2 

cm、高 2．0～5．0 cm，呈锥螺状，具顶芽 1个、腋芽 3～4 

个(每层各有 1个)。将芽体用 0．1％升汞溶液浸泡 1O 

min、无菌水冲洗 3～5次后，切除叶鞘。然后将顶芽与腋 

芽分开，取从下往上数第 2、3个腋芽作外植体(第 1个 

腋芽较难消毒，第 4个腋芽易成苗、较难诱导出原球 

茎)，备用【2 。 

2 腋芽的启动培养 

将外 植体接 种 于 MS+6一BA1．0 m L+NAA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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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的启动培养基上，约5 d后即可启动。其中，MS 

基本培养基附加 0．52％琼脂粉、3％白糖 ，调节 pH至 

5．5(下同)。由于基质越透明，越有利于污染的筛选，因 

此启动培养基不宜添加活性碳。接种后置于温度f26± 

2)qC、光照强度 1 000 lx(每天连续光照 10 h)的环境 

下培养 

3 原球茎的诱导与增殖 

腋芽接种于启动培养基中 l5～20 d后即可长成直 

径 0．6 cm以上的芽锥。将芽锥上尖端切除，保留生长 

点。若芽体直径大于 l cm，则将其纵切成对称的两半 

(即每边均有生长点)，然后将其接种于 MS+6一BA1．0 

mg／L+NAA0．1 mg几+0．05％活性碳的诱导培养基上。观 

察发现，上述材料形成原球茎有以下 3种方式：(1)各层 

叶鞘加厚、变透明，原来连起来的一圈纵裂成不均等的 

小块，直接形成浅绿色圆锥状原球茎；(2)各层叶鞘脱分 

化，表皮细胞颜色由绿变白，形成颗粒状的愈伤组织．然 

后再分化成绿色原球茎；(3)顶芽和腋芽萌动膨大，由芽 

体的表皮细胞经愈伤组织再分化成原球茎 。 

不论以何种方式形成的原球茎，其增殖能力都非 

常旺盛．每隔 15～20 d．在单个原球茎表面又将增殖产 

生出新一代原球茎群体，增殖率达 4倍l5J。用镊子将石 

斛兰原球茎分离开，单个接种于 MS+6一BA1．0 mg／L+ 

NAA0．1 mg／L+0．05％活性碳的培养基中。当增殖3代 

以后 。将原球茎接种于未添加任何激素的 MS+0．05％ 

活性碳的增殖培养基中，这样有利于减少玻璃化现象、 

降低变异率。而增殖率并无明显降低。接种后置于温度 

(26±2)qc、光照强度 l 000 lx(每天连续光照 10 h)的 

环境下培养。需要注意的是，原球茎的转接必须及时， 

若长时间不转接。原球茎将继续分化成丛生芽，此时可 

切除上部叶片、留下基部重新诱导原球茎，但增殖率将 

大大降低。 

4 丛生芽的诱导培养 

取已增殖的原球茎，不必切割分离，直接接种于 



MS+花宝 1号 2 g／L+5％香蕉的培养基中。各原球茎之 

间应预留足够的生长空间，例如，500 mL的兰花瓶可 

接种表面积为 l cm 的原球茎 15～2O块；培养 1个月 

后。原球茎分化成丛生芽，每个原球茎可长出 10—15 

株苗(高 l～2 cm、具 2～3片叶、个别已长出 l～2条 l～3 

cm的根)，即每个兰花瓶可长出150～300株苗。苗与苗 

之间以类似下胚轴的部分相连，极易进行分株。个别材 

料在形成丛生芽的同时又可增殖出原球茎。可视生产 

需要进行取舍。 

5 生根培养 

将诱导出的丛生芽单个分开，可采用以下 2种方 

法将其接种于生根培养基中： 

5_1 一步法 

于 500 mL兰 花瓶 中注入 MS+花宝 1号 3 g／L+ 

1．7％苹果+1．7％香蕉+1．7％马铃薯的培养基 l50 mL， 

接人 20株根茎叶分化较完全、株型整齐的健壮小苗。 

接种后将瓶苗置于温度 f27±2)℃、光照强度 1 00O～ 

2 000 lx(每天连续光照 10 h)、加设水帘风机系统的 

环境下培养。一步到位定植可避免因个体差异大而导 

致瓶苗商品价值的下降，培养 3～4个月后即可出瓶。 

5．2 二步法 

于 500 mL兰花瓶注入 MS+花宝 1号 2 g，L+1．7％ 

苹果+1．7％香蕉+1．7％马铃薯的培养基 l00 mL。接人 

40—44株“一步法”筛选后剩下的无根、细弱小苗。培养 

1个月后 ，按 20株／瓶再转接于 MS+花宝 l号 3 g／L+ 

1．7％苹果+1．7％香蕉+1．7％马铃薯或 MS+花宝 2号 3 

L+1．7％苹果+1．7％香蕉+1．7％马铃薯的培养基中，每 

5o0 mL兰花瓶注人培养基 150 mL。接种后将瓶苗置 

于温度(27±2)℃、光照强度 1 0OO～2 000 lx(每天连续 

光照 10 h)、加设水帘风机系统的环境下培养．3个月 

后即可出瓶。“二步法”对初期植入小苗的要求较低．淘 

汰出变异株后，有根苗和无根苗均可植入，第 2次转接 

时调整同瓶整齐度即可。 

相比较而言，以“二步法”的生根效果较好，但该方 

法步骤多且较繁琐，生产成本高。2种方法瓶苗出瓶后 

大棚恢复的差异不显著，因此在大规模生产中多选择 
“

一 步法”，在材料充足的情况下往往将小苗 、弱苗淘 

汰。由于石斛兰原球茎细胞全能性很强，不添加激素也 

可分化发育出正常的根 、茎、叶，因此生根培养基可不 

添加激素。 

6 炼苗移栽 

生根培养 3个月后的石斛兰，大多已长出 1O条 

根、5片叶和 1个分蘖，叶片表面的角质层也已形成， 

可有效抵抗低强度的光线照射及减少水分散失。出瓶 

前不需开盖放置，小苗根部也不需浸泡消毒液，将培养 

基清除干净即可直接出瓶种植。新购的水苔、穴盘和培 

养杯用清水冲洗浸泡甩干即可，重复利用的材料必须 

消毒后方可再用。出瓶后 l周内，温室光照强度应控制 

在 l 00O lx以内．必要时可于植株上方 l～2 m处加盖 

1层遮荫网：相对湿度控制在 85％以上．每天喷雾 3—4 

次可保证湿度。 

以往很多有关石斛兰组织培养的研究大多以探讨 

最有效的原球茎诱导与增殖、生根壮苗的配方为主。可 

为规模化生产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而本研究的重 

点在于实际的生产操作，从外植体启动、增殖接种数 

量、大苗定植等方面进行论述，比较有操作性和可执行 

性 ，可供同行参考。从 1个腋芽的启动至形成 20块大 

小为 5 mm×5 mm×5 mm的原球茎需 4个月左右，之 

后才进人指数增殖阶段。以每个周期(2O d)增殖 4倍 

计，4个月即可分化出 1 000瓶原球茎；随后进入生根 

壮苗阶段，共定植 l0万株，3～4个月后即可出瓶。因 

此，1年可培养出石斛兰 10万株。本研究的供试品种 

为小型黄花石斛兰，对于大花型、红花型石斛兰品种， 

本文提及的方法和培养基配方均可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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