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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的组织培养技术研究 

李娜 
(辽宁7-程技术大学 理学院，辽宁 阜新 123000) 

摘 要：以蝴蝶兰的叶片、花梗腋芽、花梗节间、茎尖、根尖为外植体，通过对蝴蝶兰组织培养的不同类型的基本培养基及 

各种激素配比进行组合试验，筛选出蝴蝶兰组织培养的最适外植体及其培养基配方。试验结果表明：花梗腋芽是蝴蝶兰组培 

的最佳外植体，其理想培养基配方为：1／2MS+2 mg／L 6一BA+0．2 mg／L NAA +0．3％ Ac+20 g／L蔗糖 +8 g／L琼脂，原球 

茎诱导率可达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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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Technique of Butterfly Orch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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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eaves，pedicel axillary bud，pedicel lintemode，stem tip and root tip of butterfly orchid were used aS explants， 

and the best explant and culture medium were screened by testing difierent cudture medium with hormone combination．Th 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best explant WaS pedicel axil／ary bud，and the best culture medium was 1／2 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6一BA 2 

mg／L+NAA 0．2 mg／L+Ac 0．3％ +cane sugar 20 g／L+agar 8 g／L．The protocorm induction rates of pedicel axillary bud WaS 7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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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Phalaenopsis spp．)又称蝶兰，属热带或亚热 

带的气生兰，原产于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尼、泰国、马来 

西亚等地⋯。其株型美观，花形奇特，色彩艳丽，花期长 

久，在热带兰中有“兰花皇后”之美誉 ，具有极高的观 

赏和经济价值，在国内外花卉市场上极受欢迎。但由于 

蝴蝶兰是单茎性气生兰，极少发育侧枝，很难采用常规分 

株法进行无性繁殖，而且其种子不含胚乳，在自然条件下 

萌发率极低，也难以利用种子播种方式进行有性繁殖，因 

此利用蝴蝶兰快速繁殖技术对扩大蝴蝶兰的繁殖是非常 

必要的 。目前，国内外以蝴蝶兰茎尖、茎段、根尖、叶、 

花梗等外植体进行组培繁殖有不少报道，但多数只停留 

在实验室阶段，没有形成规模化栽培。本试验旨在筛选 

蝴蝶兰组培的最适外植体，确定其理想的培养基配方，为 

蝴蝶兰试管苗的工厂化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3月初从花市采购花期中的蝴蝶兰，以蝴蝶 

兰的叶片、花梗节间、花梗腋芽、茎尖和根尖作为外植体。 

1．2 方法 

1．2．1 培养基的配制 选用 MS、1／2MS、1／3MS、Knud． 

SOil C、VW(Vauin and Wont)、B5、N6、自制 G3 培养基作 

为基本培养基，在此基础上添加不同浓度、不同配比的植 

物激素进行组合诱导试验，激素 6一BA、NAA的质量浓 

度分别为0、0．1、0．2、0．5、1．0、2．0、3．0、5．0、7．0、10．0 

mg／L，2，4一D的质量浓度为 0、0．5、1．0、2．0 mg／L。所 

有的培养基均用0．8％的琼脂固化，蔗糖浓度为2％，pH 

5．6，并添加0．3％的活性炭(Ac)以防止外植体褐化，然 

后分装，在 121℃条件下灭菌 30 min。 

1．2．2 材料的选取和预处理 选择蝴蝶兰的叶片、花 

梗节间、花梗侧芽、茎尖、根尖等部位进行诱导培养。将 

采集的外植体用自来水冲洗干净，浸泡2 h后，用洗衣粉 

液浸洗 5 min，用流水冲洗干净后，在无菌工作台上进行 

表面消毒，即先用75％酒精表面灭菌 15 S，无菌水冲洗2 

次；再放入0．1％HgCI：溶液中浸泡l2～15 min，其间不 

断摇动，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3～4次；再放入 30％NaCIO 

溶液中消毒 10～12 ra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4～5次，用 

无菌滤纸吸干材料表面水分备用。 

叶片 ：将叶片按叶尖、中部和基部分别切成O．3～ 

0．5 am 的小块，切割后的叶片按正、反、斜3种方式接种 

在培养基上。 

茎尖：在超净工作台上将茎芽置于解剖镜下，一手 

用细镊子将其按住，另一手用解剖针将叶片和叶原基剥 

掉，当形似一个闪亮半圆球形的顶端分生组织充分暴露 

出来之后，用锋利的长柄刀片将其切割下来，上面可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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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原基，按生长极性将其接种于培养基中。 

花梗腋芽：将处理好的花梗在距腋芽上下两端约 

0．5 om处切下，并将花梗切段，下端切成斜角。按生长 

极性插入培养基中。 

花梗节间：在切取花梗腋芽的同时，将花梗节间切 

成 0．5 cm左右的薄片作外植体，按生长极性插入培养 

基中。 

根尖：将处理好的根尖按生长极性插入培养基中。 

1．2．3 培养条件 将外植体接种在不同的培养基上，培 

养条件为温度25±1℃，环境湿度70％ ～80％，初期在黑 

暗条件下培养 7～10 d，以防止褐化，然后在光强度为 

2000～2500 1x，每天光照 12 h条件下培养。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外植体的成活率 茎尖的成活率最高达 

85％；其次为花梗侧芽，成活率为75％；花梗节间的成活 

率为32．5％；叶片和根尖最差，分别为12．5％和7．5％。 

2．2 不同外植体的原球茎诱导 

2．2．1 叶片的原球茎诱导 叶片原球茎的诱导率与叶 

龄、切取的部位以及在培养基上放置的方式有关。叶龄 

越小，原球茎的诱导率越高，90％以上的未切割幼叶都能 

诱导出原球茎 ，而切割的nf,,j-,块的诱 导率仅在 20％左 

右。将幼叶切断进行培养时，中间部分原球茎诱导率比 

顶部和基部好；将成年植株叶片切断进行培养时，叶基部 

诱导率明显高于叶片中部和叶尖部位。正放在培养基上 

的叶片原球茎的诱导率明显高于反放和斜放的叶片，反 

放和斜放在培养基上的叶片几乎不能诱导原球茎。诱导 

率也与切段大小直接相关，切段太小成活率低，以0．5 

cm左右为最好。 

叶切块诱导原球茎的形成中，6一BA的浓度起着决 

定作用。在一定范围内，原球茎诱导率随 6一BA浓度的 

上升而增加，6一BA在3．0～5．0 mg／L时诱导原球茎的 

数量最多，速度最快；但当6一BA的浓度大于 5．0 mg／L 

时，诱导率反而下降；随着 6一B 的浓度达到 10．0 mg／ 

L，产生原球茎数不断减少，且长势弱，颜色偏黄，极易玻 

璃化，最后褐化死亡。NAA对叶片诱导原球茎作用不明 

显，低浓度(O．5 mg／L以下)的2，4一D能促进愈伤组织 

的形成，但抑制原球茎的分化。叶片培养的基本培养基 

以MS培养基最为合适，而1／3MS、Vw和B 的培养效果 

均 次之 。在 MS+5mg／L6一BA+0．5mg／LNAA+ 

0．3％Ae+20 L蔗糖 +8 g／L琼脂的培养基中，原球茎 

的诱导效果最好，诱导率达36．4％。 

2．2．2 花梗腋芽的原球茎诱导 蝴蝶兰的花梗腋芽也 

可以进行离体培养，而且培养效果较好，不同部位的花梗 

腋芽离体培养的效果不同，有明显的顶端优势。花梗上 

部的腋芽通常比花梗基部的腋芽萌芽率高，过老的花梗 

腋芽再生能力弱而不宜培养。这种现象可能与花梗不同 

位置腋芽的发育程度有关，由于花梗上部腋芽的体积明 

显比基部的腋芽大，可能比下部的发育的好。 

花梗腋芽原球茎的诱导不仅取决于 BA和 NAA的 

绝对数量，而且取决于二者的相对比例。在 BA／NAA值 

最大的条件下，诱导率处于最低状态；在 BA／NAA值最 

小条件下，诱导率也接近于最低；当 BA／NAA值接近于 

10：1时诱导率较大。综合分析认为，当取得 2 mg／L 6一 

BA+0．2 mg／L NAA配比时效果较佳。花梗腋芽作为 

外植体诱导原球茎，基本培养基以 1／2MS培养基最为合 

适 ，在 1／2MS+2 mg／L 6一BA+0．2 mg／L NAA +0．3％ 

Ac+20 g／L蔗糖 +8 L琼脂的培养基中，原球茎的诱 

导效果最好，诱导率可达72．9％。 

2．2．3 花梗节间的原球茎诱导 花梗节间的原球茎诱 

导率与花梗的幼嫩程度直接相关，花梗发育时间越短诱 

导率越高，以花梗生长时间为 10 d的诱导率最高(达 

30％)，20 d的次之(25％)，30 d以后的仅为4％，发育时 

间超过 150 d的则不能诱导出原球茎。 

以生长 10 d的花梗为外植体在各种基本培养基上 

进行离体培养，在 MS培养基上的效果最好。在一定范 

围内原球茎诱导率随着 6一BA浓度的增加而增大，6一 

BA在 1．0～10．0 mg／L范围内均能诱导出原球茎，但以 

5．0 m#L的效果最好 ；6一BA的浓度大于 5．0 m#L时 ， 

诱导率下降，这可能是由于 6一BA促进组织褐化 ，尤 

其是高量6一BA会使组织严重褐化的结果。随6一BA 

浓度升高，诱导出的原球茎逐渐变得幼嫩、细弱，扩繁效 

果差，这可能是与 6一BA促进细胞分裂分化过快有 

关 ’ 。低浓度的2，4一D和 NAA对花梗诱导原球茎没 

有明显的效果，高浓度的2，4一D能促进愈伤组织形成， 

但抑制愈伤组织形成原球茎。最适的培养基配方为 MS 

+5 mg／L 6一BA +0．5 m L NAA +0．3％Ac+20 g／L 

蔗糖 +8 L琼脂，诱导率为30％。 

2．2．4 茎尖的原球茎诱导 在本试验中，茎尖及其外围 

组织的诱导均获成功。其诱导率与外植体放置密度成正 

比，即密度愈大诱导率愈高，反之则低。6一BA在茎尖诱 

导原球茎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单加 NAA、2，4一D以 

及不加任何激素的情况下都不能诱导原球茎。在不含 

NAA的处理中随着6一BA浓度的提高，原球茎形成率不 

断增大，在 NAA含量为 2．0 mg／L、6一BA浓度为3．0 

m#L和5．0 mg／L时，原球茎的形成率显著提高，表现出 

两种激素对原球茎诱导的协同促进作用，但6一BA浓度 

为7．0 mg／L时，诱导率反而降低。当6一BA浓度达到 

10．0 mg／L时出现褐化死亡，这可能与高浓度6一BA刺 

激多酚氧化酶作用有关 。在 NAA浓度为3．0 mg／L 

时，原球茎诱导率有降低的趋势，因褐化死亡的茎尖较 

多，反映出过高的NAA不利于茎尖形成原球茎。 

利用茎尖进行茎尖培养，可得到大量的原球茎，原 

球茎诱导率为这5种外植体之首，其适宜的培养基为 MS 

+5．0 mg／L 6一BA+2．0 mg／r,NAA+0．3％Ae+20 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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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 +8 L琼脂，其诱导率可达 87％。 

2．2．5 根尖的原球茎诱导 以根尖为外植体时，MS、1／ 

2MS、Kn dsonC、V&W效果均较好，但以 MS培养基的效 

果最佳。6一BA浓度以5．0 mg／L时较好，低浓度(0．5 

mg／L)的2，4一D明显地能促进原球茎的形成，NAA对 

根尖原球茎的诱导无明显的促进作用 。 

在本试验中，根尖的原球茎诱导效果最差，其相对 

较佳培养基为MS+5 mg／L 6一BA+0．5 mg／L 2，4一D 

+0．3％Ac+20 L蔗糖 +8 L琼脂，其诱导率 

为23％。 

3 结论 

外植体的选择以花梗侧芽为最好。花梗侧芽离基 

质远，侧芽有苞片包被，带菌少，灭菌后，成活率高。叶 

片、根尖离基质近，带菌多，灭菌后成活率低。茎尖灭菌 

后成活率较高，但用茎尖时，会损伤母株 ，造成浪费。因 

此蝴蝶兰外植体以花梗侧芽最好，既不浪费材料，接种后 

成活率又高，成活率可达75％。 

以蝴蝶兰外植体诱导原球茎适宜的基本培养基为 

MS培养基，不同外植体进行诱导时需添加不同配比的 

激素，但过高的外源激素则不利于外植体的成活、原球茎 

的诱导，主要表现为外植体的褐化死亡。6一BA是诱导 

原球茎的主要因子。 

、8 0  

(上接第 50页。) 

胞内源激素的水平不同有关。一般认为器官分化的倾向 

是取决于内源 CTK和生长素的平衡，不同植物的外植体 

中原有的激素种类及其浓度不同，因而为达到这种平衡， 

需要补加的激素及其浓度也就不同 。 

3．3 TDZ与生根 TDZ浓度较低时，培养基中不加 

NAA也有部分外植体生根，与培养基中仅含KT或2Ip 

的作用相似，这可能是因为 TDZ和一般细胞分裂素一 

样，可促进休眠芽中的生长素合成，也因此培养基中在加 

入NAA能促进根的发生和生长。高浓度 TDZ抑制生根 

可能是因为TDZ浓度较高打破了生根所需的内源生长 

素和细胞分裂素的平衡，再加入低浓度 NAA也不能使其 

恢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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