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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兰快繁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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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生长素 (IBA)和细胞分裂素 (6一BA)浓度的不同配比，研 究对石斛属 [Dendrobium 

Sw．]的石斛兰[1](Dendrobium)外植体愈伤组织的形成、芽苗的增殖以及根的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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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作为一种极具观赏价值的名贵花卉，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各科研单位研究的热点。海南具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和气候环境，野生兰花资源丰富，但是兰花自然生长缓慢，分株繁殖系数低，种子繁殖发芽率又差， 

利用传统的栽种方法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 】[ 】[ 】[ 。目前兰花产业正在海南兴起并 日趋蓬勃发展， 

本研究利用组织培养方法探讨两种激素配比对石斛属的石斛兰在快速繁殖上的影响，解决兰花在大面积推 

广方面的技术难题，同时可以为在加速兰花等观赏花卉中实现工厂化育苗提供技术平台。 

1 材料和方法 ， 

1．1 试验材料 采用从三亚采购的热带兰花科石斛属 [Dendrobium Sw．]的石斛兰，用其花梗 J、茎 

段进行培养。 

1．2 试验方法 将外植体材料用自来水冲洗30min后，在次氯酸钠溶液中浸泡 10—15min，加入几滴 

吐温，边浸泡边搅拌，然后放入70％乙醇中浸泡10s[6]，最后在无菌水中清洗4～5次，接种到培养基中。每 

瓶接种3个外植体。 

1．3 培养条件 培养室温度为(25 4-2)℃，每天光照 10—12h-4J，光照度约 1500Lx。 

1．4 培养基 以MS为基本培养基，以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不同组合，附加蔗糖3％、琼脂0．7％，PH5． 

8。生长素 (吲哚丁酸一一IBA)的浓度为0，0．1，0．2，0．5，1．0，1．5，2．0，2．5 mg／L；细胞分裂素 (苄基腺嘌 

呤⋯ 6 BA)浓度为0．5，1．0，2．0，3．0，4．0，5．0 mg／L。本实验从愈伤组织到芽苗分化和增殖、根的生长 

和壮苗都不需专门的独立培养基，减少换瓶的工序和感染几率，有利于生产中节约成本和缩短培养时间。 

2 试验结果 

2．1 愈伤组织的形成 外植体接种到培养基上培养2周后，有的外植体褐变死亡，存活的外植体略见 

膨大形成泛白色愈伤组织，再经过3周天后转化成为绿色原球茎 [如图l，记录见表1)。 

表1 不同培养基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2．2 芽苗分化和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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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培养 6～7周，原球茎快速增殖，同时分化长出丛芽，形成兰花组培中常见的原球茎与丛生芽同时存 

在的结构[7][如图2一a,b、C)，同时也有少部分外植体不经愈伤组织阶段，直接形成丛芽苗。观察结果 

具体如表 2 

表 2 不同培养基对芽苗形成的影响 

2．3 根的形成 选择长势健壮的，茎高2cm以上的茎芽接种到MS+IBA [O．O一2．5)mg／L+6一 

BA0．5mg／L培养基上继续培养，2周天后植株增高、叶片伸长，基部开始出现根芽，6周后观察测量根系生长 

情况 [如图3一a,b)。观察结果具体如表 3． 

表 3 不同培养基对根形成的影响 

2．4 壮苗和驯化 继续在原培养基上培养，让根系增长，植株长壮长高到5—7cm高时就可以驯化炼 

苗，从培养室中移植到室外的装有细纱 ：木屑=3：2[4][6]的既疏松透气又保水保肥的培养袋中培养。 

3 讨论及结论 

3．1 对愈伤组织的形成 从表 1可以看出，培养基在加有细胞分裂素 6一BA3．0mg／L、4．0mg／L、5． 

0mg／L浓度的情况下 ，IBA的浓度从0．1—2．5mg／L，对诱导外植体产生形成愈伤组织的效果都很好，都能较 

早的很好的出现较多、较大块的愈伤组织并很快形成原球茎，并且是 IBA／6一BA值越大，愈伤组织形成越好 

[5]。其他培养基的激素配比也有出现，但是形成的愈伤组织的时间较长，出现的比率也比该组合要小。所 

以本实验对于诱导石斛兰形成愈伤组织较佳的培养基是MS+6一BA (3．O一5．0mg／L)+IBA。 

3．2 对芽苗分化和增殖的影响 继续培养，观察对芽苗分化和增殖的培养基 ，在加有 6一BA0．4、5． 

0mg／L的培养基对芽的分化和增殖比较明显，并且随着 IBA从O．O一2．5mg／L都有很好的效果，随着6一BA 

浓度的减小，对芽的分化和增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并且IBA／6一BA值越高抑制越明显。由表2可以看出， 

对芽的分化和增殖效果比较好的培养基是 MS+IBA (0．5—2．0mg／L)+6一BA4．0、5．0mg／L，IBA处在一 

个比较高的水平对芽苗分化有促进作用。 

3．3 对壮苗生根的影响 选择生长健壮的芽苗进行继续培养观察，比较发现对壮苗和生根有比较明显 

优势的是 MS+IBA (0．5—2．0mg／L)+6一BA0．5mg／L培养基。从表3可以看出，该系列培养基的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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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粗壮、发达；其他培养基系列虽然也有根的出现，但生根率均比较低，且根系少而弱。 

综合表1和表2，得到一个很好的信息就是对愈伤组织形成有利的培养基对芽苗分化和增殖也有明显 

作用，因此在石斛兰属的石斛兰的组织培养上，可以将愈伤组织形成和诱导芽苗的增殖一起进行，不需专门 

的生根培养基，减少换瓶的工序，缩短培养的时间，有利于生产中节约成本。 

图1 愈伤组织 图2 芽苗的分化 

图3 生根和壮苗 

参考文献： 

[1]钟士传．植物激素对石斛兰组织培养效果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05，33 (4)621，649． 

[2]张莉，张明，高宏秀．兰花组织培养研究进展[J]．安徽农业科学，2005，33(11)：2134—2135，2147． 

[3]陈之林等．白花独蒜兰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J]．植物生理学通讯，2004，40 (4)：455． 

[4]顾伟民，曹春英等．蝴蝶兰组培快繁技术的研究[J]．山东林业科技，2004，5：12～13． 

[5]黄萍萍等．石斛兰组培快繁研究初探[J]．闽西职业大学学报，闽西职业大学学报，2003，3：85～86． 

[6]王春．石斛兰组织培养及快繁技术研究[J]．浙江林业科技，2002，22 (2)：38～41． 

[7]郑迎冬等．大花蕙兰的茎段培养郑[J]．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13(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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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text showed that in IBA and 6一BA with different content，study to plants a body outside to 

harm built—up formation，bud seedling to propagate and the influence with creation of the root to the Dendrob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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