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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梳唇石斛当年生茎段为材料，在MS+6-BA 0．1mg／L(单位下同)+NAA 0．01培养基上进行不定芽诱 

导培养；在MS+6-BA2．5+NAA0．05+Ac(活性碳)1 养基上进行丛生芽诱导与增殖培养；50d为一个继代 

周期，繁殖系数为4～5；在1／2MS+6-BA 0．5+NAA 0．05+椰汁100g／L+AC 1g／L培养基上进行壮苗培养；在 

1／2 MS+IBA 1．0+AC lg／L~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最后移栽到小颗粒碳化树皮中，成活率可达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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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植物材料 梳唇石斛(Dendrobium strongylanthum)茎段 

2培养条件 侧芽诱导培养基(1)MS+6-BAO．1ing／L(单位下同)+NAAO．01；丛生芽诱导及增殖培养基 

(2)MS+6-BA2．5+NAA O．05+AC(活性碳)lg／L；壮苗培养基(3)1／2MS+6-BA O．5+NAA O．05+椰汁 

100g／L+AC lg／L；生根培养基(4)1／2 MS+IBA 1．0+AC lg／L。以上培养基蔗糖浓度 (1)、(2)、(3) 

为3．O％，(4)为2．O％；琼脂6g／L，pH5．8，培养温度(25±2)℃，连续光照 12h／d，光照度2 000 lx。 

3生长与分化情况 

3．1侧芽诱导培养基 从母株上切取长约5~-7cm健壮的当年生茎段，用自来水冲洗 lh，剥去外部叶片， 

先用 75％酒精消毒30s，再用 1 0％次氯酸钠溶液消毒20min，无菌水冲洗 6"--8次。用消毒滤纸吸干表 

面水分，切成带 l～2节的小段接种到培养基(1)中。30d左右从茎节处或基部处逐渐萌发出绿芽，继续 

培养至侧芽展开 2片叶。此时，将侧芽切下转入下一步培养。 

3．2丛生芽诱导与增殖培养 将侧芽从茎段上切下，转入培养基(2)进行丛生芽诱导培养；30d时在侧芽 

基部长出绿色丛生芽。将丛生芽转接到新鲜培养基(2)中继续培养；50d为 1个继代增殖周期，一般 1 

个侧芽可增殖形成2"3个侧芽。以后随着继代次数的增加，增殖速度渐加快，增殖系数可达4"5倍。 

3-3壮苗与生根培养 将丛生芽接入培养基(3)中，逐渐长大成苗，后将丛生芽切成单个苗，接入培养 

基(4)中进行生根培养；30d开始生根，50d生根率可达 90％。 

3．4炼苗与移栽 移栽前瓶苗不要开盖，先移至自然光照下，用5O％遮阳网遮光使其逐渐适应外界环境。 

l周后揭去遮阳网，将小苗取出，洗净根部培养基，栽入小颗粒碳化树皮中，保持空气湿度在70％ 以 

上，环境温度20"25℃，成活率可达90％。 

4意义与进展 梳唇石斛是兰科石斛属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南部至西南部及印度东北部和缅甸 

等地，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及人为毁灭性采挖，其野生资源 

遭到严重破坏，该物种已列为珍稀濒危种。采用组织培养快繁技术可在短期内获得大量优质种苗，是 

满足市场需要和保护种质资源的一种有效技术手段，同时，对扩充药源也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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