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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植物组织培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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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从蝴蝶兰茎端组织培养研究，蝴蝶兰原球茎组织培养研究以及蝴蝶兰种子组织培养研究方面对 

蝴蝶兰组织培养作了综述。旨在展望蝴蝶兰植物组织培养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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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是一种极具观赏价值的名优花卉，由 

于其种胚发育不完全而难以在自然条件下大量繁 

殖，因此在无菌条件下应用组织培养方法是蝴蝶 

兰快速繁殖的重要手段E 。从蝴蝶兰茎端组织培 

养研究，蝴蝶兰原球茎组织培养研究以及蝴蝶兰 

种子组织培养研究方面对蝴蝶兰的现在研究工作 

作了综述。 

1 蝴蝶兰茎端组织培养系统的建立 

蝴蝶兰茎端组织具有分生速度快，繁殖力强 

的基本优势，许多研究人员对蝴蝶兰茎端组织培 

养系统的建立开展了研究。 

罗丽等E。]通过诱导残败花梗上的休眠芽萌 

发，以萌发的幼芽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建立了 

蝴蝶兰的无菌繁殖体系。诱导休眠芽萌动的培养 

基为 MS+3．0mg／1 6-BA+3 蔗糖+0．6 琼 

脂；诱导多芽的培养基为 MS+5．0mg／1 6-BA+ 

3 蔗糖+0．6 琼脂+0．2 活性炭；生根壮苗培 

养基为 1／2Ms(只减无机物)+0．1mg／1 6-BA+ 

0．5rag／1 NAA+3 蔗糖+0．6 琼脂+10 香 

蕉+O．2 活性炭。胡海英等[。 将蝴蝶兰花梗腋芽 

作为外植体，接种于添加不同浓度激素配比的 

MS培养基上进行离体培养。张启香等E 通过诱 

导残败花梗上的休眠芽萌发，以萌发的幼叶和去 

茎尖的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建立了蝴蝶 

兰的无菌繁殖体系，并筛选出最佳培养基组成。秦 

凡等Is]实验发现，改良型M1培养基诱导原球茎 

有良好的效果，M1+BA5．Omg／!对花梗芽的诱 

导最合适，M1+BA3．0rag／1对茎尖诱导原球茎 

最合适。张伟等E 取蝴蝶兰的茎尖组织作为外植 

体，经过 2次灭菌后，接种到N6培养基上。在 

25℃，2 0001x光照条件下培养 2个月，即可诱导 

生成原球茎。林宗铿等E 以蝴蛛兰的花梗为外植 

体，诱导产生花梗苗。伍成厚等E。]以蝴蝶兰的花梗 

为材料，在Vw、N6、MS和改良MS培养基上进 

行了诱导营养芽的试验。刘翠兰等E9]提出，选择外 

植体花梗时，首先要严格注意所取植株的生理状 

况，谨慎选择健康植株，提高原球茎诱导的成功 

率，避免病毒的扩散和危害；其次，要注意记录母 

株的生物学特征特性，为繁殖出的大量后代植株 

的生长、管理、催花，以及最终成品花卉的销售工 

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邵双等E加]以蝴蝶兰花 

梗为外植体，采取组织培养的方法，设置多项平行 

处理，目的在于对影响腋芽诱导的基本培养基、6 

BA、母株品种、花梗节位等因素进行研究。张元国 

等Eu]通过蝴蝶兰花梗腋芽诱导出营养芽，营养芽 

茎尖诱导出原球茎状体，建立了植株再生技术体 

系。苏悦等E地]通过组织培养的方法诱导蝴蝶兰花 

梗上的休眠芽萌发，可以得到无菌的蝴蝶兰丛生 

芽。 

蝴蝶兰的茎尖组织培养研究，可以促进蝴蝶 

兰正常植株的生长，促进二倍体植株的获取，必将 

成为蝴蝶兰组织培养研究的热点。 

2 蝴蝶兰原球茎的组织培养研究 

蝴蝶兰原球茎是无性繁殖的基础，它的研究 

有助于提高后代的成活率和生长速度。许多研究 

人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刘福林等E ]通过原球茎 

(又称原球茎状球体)发生途径快速繁殖蝴蝶兰。 

周志宏等E“]为了探索适宜蝴蝶兰生根的培养基， 

利用添加IBA、BA+NAA+活性炭、IAA的1／2 

MS及NAA+活性炭的MS培养基对蝴蝶兰进 

行了生根及生根后壮苗的试验研究。周俊辉等Els] 

就分别添加1—7mg／1BA和lmg／1NAA的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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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MS和改良KC。种基本培养基对蝴蝶兰原球 

茎增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王晓丽采用常规方法 

对蝴蛛兰原球茎结构进行了解剖研究。结果表明： 

蝴蝶兰原球茎表面存在透明的根状纤毛，中间有 

分生区，顶端有生长点，在原球茎上部有气孔。徐 

小薇等[17]研究发现，改良KC培养基是蝴蝶兰种 

胚萌发的理想培养基，添加 1O 椰子汁或香蕉 

泥，对种子萌发有促进作用，椰子汁效果好于香蕉 

泥。不同的光照处理对诱导蝴蝶兰种子萌发的影 

响差异不显著。授粉后 3—4个月果龄的蒴果，其 

种子播种萌发率高，原球茎块多。MS+(O．5— 

1．0)mg／1 6 BA为最佳分化培养基，添加椰子汁 

有促进生长作用。蝴蝶兰小苗生根的适宜环境条 

件：温度为 26土2℃，光照1 O001x左右，培养基 

为1／2MS+0．5mg／1NAA-F10 椰子汁(v／v)。 

蝴蝶兰圆球茎组织培养研究，有利于形成快 

速生长和量化生产的工厂化规模，可以提高蝴蝶 

兰植物的生长效率。 

3 蝴蝶兰种子组织培养研究 

蝴蝶兰植物种子是完整的二倍体组织，它的 

萌发，发芽，生长，都将是蝴蝶兰植物生长的重要 

基础，研究人员进行了相关研究。 

张晓中等[1 ]采用组织培养方法对红花品种 

蝴蝶兰杂交种子进行无菌播种，获得实生苗。结果 

表明，在改 良的 KC培养基上，原球茎发生率达 

5O 以上，原球茎 生长 以附加 1O 香蕉汁 和 

0．3 活性炭的改良KC培养基为好。用自来水代 

替蒸馏水，食用白糖代替蔗糖，对蝴蝶兰试管苗的 

生长无明显影响。 

蝴蝶兰植物种子由于其难收集性以及收获种 

子的时间较长，研究人员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较 

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 蝴蝶兰组织培养的研究展望 

蝴蝶兰植物组织培养将促进蝴蝶兰产业化的 

建设，湖北襄樊学院植物组织培养中心也通过多 

年研究表明，蝴蝶兰植物组织培养具有相当大的 

优势，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蝴蝶兰植物组 

织培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加强蝴蝶兰 

叶片组织的研究，②加强蝴蝶兰生产范围和规模， 

③提高蝴蝶兰组织培养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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