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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蝴蝶兰( 榔  )组培生产中引起原球茎状体玻璃化的原因以及玻璃化原球茎状体再利用的效果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激素质量浓度增高和继代培养时间的延长，原球茎状体玻璃化程度加重。当激素NAA为5 
mg／L、BA为10ms／L，继代培养到第9代时，2种培养基中玻璃化率分别高达71％和65％。玻璃化原球茎状体的平均增 
殖率仅为2．2％，再生植物率为 183耕|／瓶，明显低于正常的原球茎状体的5．3％和 1 297耕|／瓶。玻璃化原球茎状体在无 
激素培养基中经2～3代培养后，玻璃化原球茎状体的数量下降到0．84％，玻璃化现象可得到明显恢复，恢复后的原球茎 
状体的分化能力和植株生长状态与正常原球茎状体一致，无变异现象发生，可继续应用于组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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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causes of vitrification and the reuse effect of protocorm．．1ike body in cultiva．． 

tion of Phalaenopsis amabilis．Results show that the extent of vitrification for protoeorm．1ike bodies aggravates with hormone 

concen~ation increasing and subculture time prolonging．The vitrification rates of two culture media with 5 mg·L I1 NAA 

and 10 mg·L I1 BA rose to 71％ and 65％ ．respectively，when subculture to the ninth generation．The proliferation rate 

and regeneration rate of vitrification protoeorm (2．2 and 183 individuals per bottle)were distinctly lower than those of for． 

mal protocorm (5．3 and 1 29r7 individuals per bottle)．The vitrificatio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2 or 3 generations of 
cultivation using culture mediuln without horm one．and the number of vitfification protoeorm could decrease to 0．84％ ． 

The differentiation ability of the restored protoeorm and the state of plant growth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form al proto— 

corm ，and the restored protoeorm  could be continually applied to tiss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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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Phalaenopsis)由于其色美、形雅、花期长等特点， 

倍受人们喜爱。随着市场对蝴蝶兰需求量的扩大，其组织培 

养及无性快繁工作也随之受到研究者和生产者的重视。有关 

蝴蝶兰的组培快繁工作，国内外学者均进行了许多研究 J。 

但是，在蝴蝶兰规模化组培生产上，由于繁殖条件或繁殖方式 

不得当，可能会导致蝴蝶兰原球茎状体玻璃化，其结果使蝴蝶 

兰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下降。关于蝴蝶兰在无性快繁 
过程中，原球茎状体玻璃化产生的原因、防治措施以及由此所 

带来的潜在危害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至今也尚未有详 

细的报道。自1998年始，作者对5个蝴蝶兰杂交种的原球茎 

状体继代扩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找出了引起原球茎状体玻 

璃化的原因，并研究出相应的防治措施，为在规模化生产中克 

服由原球体玻璃化产生的危害提供了经济实用的解决方法。 

状体的继代与增殖基本培养基。2种培养基中分别添加不同 

质量浓度的6一BA和 NAA，pH值 5．4～5．6。白天温度 25～ 

28℃，晚间23～25℃ ，光照2 000～3 000 lx，光照时间 12 h／d。 

原球茎状体接种：每次继代时对原球茎状体进行分类 ，将 

具有典型状态的原球茎状体、玻璃化原球茎状体以及其它非 

正常状态原球茎状体分别接种到原球茎状体继代培养基上。 

接种密度约为1粒／cm ，即底径为9 cm兰花培养瓶中(地雷 
瓶)，每瓶接种6o一65粒。每个培养周期为 70～80 d(约 2．5 

个月)，70～80 d后进行下一次继代接种。每次转接后以瓶为 

单位统计不同状态的原球茎状体。 

数据分析：激素质量浓度和继代时间对原球茎状体的影 

响，采用新复极差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玻璃化类原球茎与正 

常类原球茎分化增殖能力的差异采用 t检验。 

1 材料与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材料来源：材料来自吉林国联农业生物技术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蝴蝶 兰杂交种：Dtps．(Happy Valentine×Morgen— 

rose)，大红花(编号 G一112)；Otps．Minho Princess× Chib 

Shang’s Stripes，红线条(编号G一134)；Dtps．(Sun Prince×King 

Shiang’s Rose)，大红花(编号 G一114)； Hwafeng Redjewel 

‘Ruby’，粉红大花(编号 G一50)；Dtps．(Dygaus×Happy Va— 

lengine)，白花红心(编号 G一105)。供试原球茎状体均由上 

述5个材料蝴蝶兰花梗无菌苗茎尖诱导而成。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以MS和改良狞野培养基用于原球茎 

1)吉林省科技厅青年基金项目(20000556—2)；吉林省科技厅重 

大项 目(200504163)。 

第一作者简介：顾德峰，男，1956年 8月生，吉林农业大学园艺学 

院，副教授。 

收稿日期：2007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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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原球茎状体在不同激素质量浓度培养基中的表现 

将5个品种原球茎状体分别在含有不同质量浓度激素的 

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培养 ，起初的 1—3代原球茎状体的状态并 

没有表现出大的差异，玻璃化的变异现象表现不明显，只是在 

两种培养基中原球茎状体的增殖速率有所不同，在改良狞野 

培养基中原球茎状体的增殖速率明显高于 MS培养基。随着 

继代次数和时间的延长，5个品种的原球茎状体均显现出不 

同的差异。第4代以后，在2种培养基中，随着激素浓度的增 

高和培养代数的增加玻璃化现象表现有加重的趋势(表 1)。 

激素水平在 NAA 5 mg／L+BA10 mg／L条件下，两种培养基继 

代到第9代时，玻璃化原球茎状体分别高达71％和65％，出现 

严重玻璃化变异现象。新复极差检验表明，玻璃化原球茎状体 

发生的比例在0．01水平差异显著。可见在本试验中，高浓度 

激素的长期继代培养是导致原球茎状体玻璃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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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数据为5个品种的累加值，⋯／’前数据为玻璃化茎状体数，⋯／’后数据为总瓶数，括号内的数据为二者的比值。 

2．2 坡噙fl：j嗣 知滞 球茎伏体分fI燃 能力的比较 2．4 玻璃化原球茎状体的植株生长状态 

将5个品种的玻璃化原球茎状体和正常状态的原球茎状 对恢复后的玻璃化原球茎状体进行继代扩繁和成苗培 

体分别转入无激素的改良狩野培养基进行 1次继代扩繁后， 养，并对其幼苗的生长周期进行了跟踪调查(表4)。5个品 

再进行成苗培养(表2)。结果表明：玻璃化原球茎状体的分 种共产幼苗36 800株，出瓶移栽成活率均达96％以上。幼 

化增殖能力明显低于正常状态的原球茎状体，5个品种玻璃 苗、中苗及大苗期的生长速度和状态与正常原球茎状体的植 

化原球茎状体的平均增殖率仅为2．2％，而正常原球茎状体 株相同。温室栽培 2 a后进行开花诱导，所调查的 18 300株 

的平均增殖率为5．3％。由玻璃化原球茎状体分化成苗的数 开花株中，无变异现象发生。可见，玻璃化原球茎状体属于非 

量也明显少于正常原球茎状体的产苗数量，5个品种玻璃化 遗传性变异，只要对其进行适宜的恢复性培养，可以继续利用 

原球茎状体平均每母瓶产苗 183株(8 111株／44瓶)，而正常 于蝴蝶兰的组培生产。 

原球茎状体平均每母瓶产苗为 1 297株(58 377捞|／45瓶)，统 表4 恢复后玻璃化原球茎状体的植株生长状况 

计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在 0．01水平差异显著。且由玻璃化原 

球茎状体分化成的幼苗多数质量状况也不及正常原球茎状体 

的幼苗，表现有叶厚、叶脆、水浸状，出瓶移栽难成活等特征。 

在本试验中还观察到，一些原球茎状体在激素 NAA质量浓度 

达5 mg／L、BA质量浓度 10 mg／L的培养基中长期继代培养 

后，其分化能力完全丧失，既无新的原球茎状体产生，也不分 

化成苗，以类似愈伤组织的状态进行扩增。由此可见 ，原球茎 

状体一旦形成玻璃化，就很难在生产上继续应用。 
表2 玻璃化原球茎状体与正常原球茎状体分化增殖能力的比较 

选择各品种呈典型玻璃化状态的原球茎状体，将其转入 

无激素的改良狩野培养基中进行恢复培养处理。培养基食用 

白糖质量浓度由原来的2o L提高到 3O L，光照强度保持 

在3 000lx。恢复培养结果见表 3。从表 3中可以看 出，第 1 

代恢复培养初，转入到无激素培养基中的原球茎状体全部呈 

玻璃化状态，经 2．5个月的 1次恢复培养后，第 2次转接时， 

玻璃化原球茎状体的数量平均下降 36．68％。再经 2．5个月 

的第 2代恢复，第 3次转按时玻璃化原球茎状体的数量下降 

到0．84％。可见 ，经过 1代的恢复培养，大部分原球茎状体 

的状态就有了明显的改观。经过 2—3次的恢复培养原球茎 

状体可基本上恢复为正常状态。第4代恢复培养后，原球茎 

状体的整体状况与生产上使用的正常状态的原球茎状体基本 

上没有区别，无论在扩繁的增殖率上，还是幼苗的分化率及生 

长特征等方面基本 致。 
表3 玻璃化原球茎状体的恢复效果 

注：表中数据为玻璃if／总瓶数。 

3 讨论 

在植物组培生产中，由于培养物自身内在生理生化代谢的 
差异以及外界培养条件的影响，可能会产生多种多样不符合生 

产要求的现象。其中遗传稳定性问题和玻璃化问题是更为生 

产者和研究者所重视的问题。引起玻璃化现象发生的原因有 

很多，激素的过量使用往往是其原因之一 邶 。因此如何掌 

握好激素的用量，在组培生产上显得尤为重要。在蝴蝶兰组培 

生产中，不同的培养阶段，对激素用量的要求差异较大，一般在 

花梗苗培养和原球茎状体诱导阶段，常使用较高水平的激素， 

BA质量浓度一般在5～10 mg／L，NAA质量浓度一般在0．5～5 

mg／L范围内 ，否则可能不易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原球 

茎状体一经形成，在进一步长时期继代扩繁过程中，应尽可能 

地降低激素的用量，通常应在无激素的培养基中进行。否则， 
就有可能导致玻璃化等一些变异现象的发生。在蝴蝶兰无性 

系扩繁中，一般情况下，玻璃化现象并不严重，如果一旦不慎发 

生了玻璃化原球茎状体，也不应急于作淘汰处理，这是由于玻 

璃化现象大多为非遗传的生理失调症状 。 ，所以只要对其 

进行适当的恢复培养，多数玻璃化原球茎状体可恢复正常，进 

而继续应用于生产，本试验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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