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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 阶 段组培 微环 境 变化 对 蝴蝶 兰组 培苗 驯 化 的影 响 

尤 海 波，毕 洪 文，谭 巍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分院，哈尔滨 150069) 

摘 要：在生根阶段对蝴蝶兰组培苗进行不同蔗糖、C 浓度和光照处理后 ，影响蝴蝶兰组培 

苗的驯化过程的植株生长和光合生理。研究表明，提高组培环境中0 浓度有效改善组培苗的 

光舍能力利于组培苗的移栽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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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培苗移栽驯化是组培快繁的最后一个环节，组培 

环境和移栽后外界环境的差异，常会造成组培苗在驯化 

过程中的损失，这也是限制组培快繁技术进一步扩大商 

业应用的因素之 rh。～。常规的植物组织培养中，幼苗 

处于混合营养状态，即自养和异养。一些研究表明，改 

变组培微环境，包括光强、C 浓度、培养基蔗糖浓度等， 

使其更接近自养条件，可以缓解移栽时试管苗面临的压 

力，加速驯化[‘r5～。 ， 

试验以蝴蝶兰组培苗为试材，通过改变组培环境中 

的光照强度、0 浓度、培养基蔗糖浓度，研究其对蝴蝶 

兰组培苗移栽 化过程中植株生长、光合生理及抗氧化 

防御系统相关酶活性的影响，以期通过对移栽驯化生理 

的研究，为更有效地减少组培苗在驯化过程中的损失提 

供理论依据，使快繁技术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处理 

试验于2005年在黑龙江省农科院园艺分院农业科 

技园区组培室进行。将未生根的蝴蝶兰(Phalaenopsis 

sp)组培苗分别转接到添加 1O 蔗糖和3O 蔗糖的生根 

培养基上，并设 置光照强度为 18．75umollrdls和 

31．5~ol／r#／s两种和C 35％L／L、?OOpJJL两种浓 

度。培养容器采用带滤纸的封口膜封口，光照度通过控 

制生物镝灯高度进行调节，0 浓度通过强制换气系统 

控制。生根温度为(25士2)℃，光照时间 12 h，环境中相 

对湿度为7O ，生根培养 50d后，各处理分别取大小一 

致的苗100株，移栽到消过毒的苔藓中，于园区智能化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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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中驯化。移栽后 30d测定各项生理指标。 

表1 试验因素水平 

注tA代表蔗糖浓度lB代表00 浓度lc代表光强． 

1．2 测定方法 

1-2．1 生长形态指标测定 移栽 30d后，各处理分别随 

机取样 5株测定鲜重、干重、叶宽、根长和叶数。 

1．2．2 叶片色素含量测定 移栽20d后测定，用分光光 

度法测定。 

1．2．3 净光合速率测定 分别于移栽当日、第5、15、30d 

测定净光合速率。采用极谱氧电极法测定。 

1．2．4 抗氧化酶系统相关酶活性的测定 过氧化物酶 

(PoD)活性的测定：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蛋白测定按裴 

林一酚方法，超氧化物皎化酶(SOD 活性的测定：参照李 

合生(2o01)和吴正先(2003)的方法，蛋白测定按裴林一 

酚方法。 ‘ 

2 结果分析 

2．1 不同组培生根环境对植株移栽驯化过程中生长的 

影响 

生根培养50d后，蝴蝶兰组培苗移栽到苔藓中，于智 

能化温室中驯化。各处理移栽成活率均可达90 以上。 

移栽30d后，植株在生长形态的差异见图 1、2、3。从图1 

可得，处理8具最大鲜重值，但与生根培养结束时相比，各 

处理间的差异已明显减小。除处理 1和处理 5两个低 

0 浓度的处理鲜重较低外，其他处理间差异不大。 

15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生物技术 · 北方 园艺2oo7(3)：159～161 

图2显示了移栽 30d后各处理间的差异。除了生 

根阶段增加光照同时提高C 浓度的处理其干物质含 

量在驯化末期显著高于低光低 C 处理外，与其他处理 

问差异均不明显。这与移栽初期有很大的不同，即生根 

培养结束时蝴蝶兰组培苗在干物质含量上的差异主要 

来自于培养基中蔗糖含量对其的影响，而移栽过程中蔗 

糖的影响逐渐消失。 

衰 

■ 

10 

8 

6 

越 4 

2 

0 

l 2 3 4 5 6 7 8 

处理序号 

固1 生根阶段蔗糖、o0 浓度和光强对 

蝴II兰组堵笛移栽后30 d后鲜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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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生根阶段穗糖、CO,浓度和光强对蝴蠕兰组 

堵苗移栽 30d后干物质百分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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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长 

叶宽 

图3 生根阶段蔗糖、CO,浓度和光强对蝴 兰组 

培苗移栽30d后根长、叶宽的影响 

图3显示了移栽30d后，植株根长和叶宽上的差 

异。处理4和处理8具有根长的最高值，其他处理间的 

差异不是很大，与生根培养结束时类似。生根时低光、 

高C 浓度条件培养的植株和所有高光条件下培养的 

植株叶宽的差异在移栽驯化过程中逐渐消失，而处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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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理6的叶宽值相对较低。 

2．2 不同组培生根环境对植株移栽驯化过程中叶片色 

素的影响 

蝴蝶兰组培苗移栽至温室，驯化 20d后叶片叶绿素 

含量各处理间不存在明显差异(图4)。 

1 2 3 4 5 6 7 8 

处理序号 

图4 生根阶段蔗糖、CO,浓度和光强对蝴 兰组 

堵苗移栽20d时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2．3 不同组培生根环境对植株移栽驯化过程中光合速 

率的影响 

从图5可以看出，生根阶段蔗糖、C 浓度和光强对 

蝴蝶兰组培苗移栽驯化过程中净光合速率的影响。结 

果表明，移栽初期，生根时于两种光强下无糖培养的植 

株光合速率均有轻微的下降，然后再上升。这与蔗糖处 

理的植株表现不同。高浓度 C 培养的植株在移栽后 

的一段时间内，都保持有较高的净光合速率。移栽驯化 

后期，各处理间差异不明显。与生根培养结束时相比， 

驯化末期各处理植株的净光合速率都有了显著提高。 

2．4 不同组培生根环境对植株移栽驯化过程中抗氧化 

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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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生根阶段豫糖、CO,浓度和光强对蝴蠕兰组 

堵苗啊化阶段光合速率的影响 

生根阶段不同条件培养的蝴蝶兰苗移栽驯化过程 

中抗氧化酶活性变化如图6、7所示。图6显示了过氧化 

物酶活性的变化，图7显示了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变 

化。生根培养结束时有蔗糖供应的处理，SOD活性显著 

高于无糖处理，移栽 15d时各处理活性均显著增加，无 

糖培养的植株SOD活性增加幅度较大。并且两种光照 

条件下都以增加了C 浓度的无糖处理增幅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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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问SOD活性差异与移栽时相比已减小。低光条 

件下，POD的活性以无糖处理的植株较高，并以处理 3 

— ．_-处理1 
—

■一处理2 

图6 生根阶段蔗糖、O 浓度和光强对蝴蝶兰组 

培苗驯化阶段 POD活性的影响 

3 结论 

移栽初期由于组培阶段环境条件的改变对植株生 

长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但随驯化时间的延长，处 

理问的差异逐渐减小。 

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驯化20 d后，植株的叶绿素含 

量差异逐渐消失，无糖培养的植株在移栽后，光合有所 

下降，然后上升，有糖培养的处理光合没有下降，说明蔗 

糖在移栽过程可降低组培苗对环境的敏感性。’ 

驯化前期，高c 浓度环境中培养的植株有较高的 

光合速率，说明生根阶段高O 浓度有效地改善了组培 

苗的光合能力，利于提高组培苗的移栽适应性。 

最高。高光条件下，以处理2植株的POD活性最高，也 

是所有处理的最高值。 

■移栽当天 

口移栽后12d 

口移藏后30d 

图7 生根阶段蔗糖、O 浓度和光强对蝴蝶兰组 

培苗驯化阶段前期SOD活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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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Ibken Root a Stage Set锄 Micro-envinnnent a踟Ige 

Oil Tissue Culture Seedlin~~ of Moth orchid to tame to’lImI a Stage 

YOU Hal-bo，BI Hong-wen，TAN Wd 

(Horticulture Sub--academy，Heil伽商iaI AcademyofAgricultural Sciences，Harbin150069) 

AkCxmt：After carrying on experiments of adding different cane sugar's intensive，carbonic anhydride intensive and into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in rhlzogenesis pleri0d of Moth orchid，three factors had obvious influenced on plant growth and 

photosynthetic calp嘶 Results sbow~l that inerea~carbonic anhydride intensive in tissue culture microenvironnmats 

could obviously improve photosynthetic capadty to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and help them improve adaptability after be- 

il1g仃al1Spl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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