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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种苗工厂化生产技术研究与应用 

杨士辉 

(山东省聊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山东聊城 252000) 

摘要 利用蝴蝶 兰花梗进行扦插培养 ，对长 出的花梗 芽进行 离体培养诱导产生丛生芽；再通过转接增殖和生根培养获得 所需数量的 

组培苗，研究和总结 出各个培养阶段的培养方法和相应的培养基配方，适合进行工厂化生产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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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来，笔者通过幼嫩花梗扦插培养和丛生芽的 

增殖获得组培苗，具有生产流程短、繁殖速度快、整齐度高、 

变异率低、品质稳定等特点，解决了传统组织培养的诱导脱 

分化困难、繁殖系数低、繁殖周期长等问题，是进行工厂化 

生产的最佳方法。现将研究应用情况总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蝴蝶兰花梗、花梗苗、丛生芽、组培苗。 

1．2 试验方法 

1．2．1 不同激素配比对花梗腋芽诱导效果比较。将抽箭 1 

个月的幼嫩花梗切段后 ，按自然生长状态接种在不同激素 

组合的 1／2MS培养基上。每个处理接种 30个花梗段。 

1．2．2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丛生芽增殖的影响。在超净工 

作台上将花梗芽从基部切取后，切叶 2／3转入不同激素配 

比的 1／3MS培养基中。每个处理接种 100瓶 。 

1．2．3 不同切割方式对丛生芽增殖的影响。将丛生芽进行 

以下切割处理：①全叶；②切叶 1／3；③切叶2／3；④切除全 

部叶片。然后转入 1／3MS+6一BA 5．0mg／L+Ade 3 0mg／L+ 

NAA 1、Omg／L培养基上。每个处理接种 100瓶 

1．2．4 不同激素浓度对蝴蝶兰壮苗的影响。将株高 lcm以 

上的丛生芽切成单株，转入不同激素配比的 1／3MS培养基 

上 ，每个处理接种 100瓶 ，每瓶 10株 。 

1．2．5 不同激素配比对组培苗生根 的影响 。将经过壮苗培 

养的株高 2cm以上、有2叶 1心的小苗转入不同激素浓度的 

生根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每处理接种 100瓶，每瓶 10株。 

1．3 培养条件 

温度 25+2'：C，光照强度 1 500~2 000Lx，光照时间 12 

h／d，30d后观察试验结果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配比对花梗腋芽诱导效果比较 

将花梗段接种在芽诱导培养基上，培养5d后腋芽开始 

膨大，25d后萌发长出小叶。由表 1可知，不同激素配比对于 

花梗芽萌发启动有很大影响。在一定的 NAA浓度下，随 6一 

BA浓度的增加，萌发率也随之提高；但 6-BA超过 5mg／L 

后芽体有扭曲变形的趋势。因此，花梗芽诱导培养以 6-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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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mg／L、NAA 0,5mg／L为宜 。 

表 1 不同激素配比对花梗腋芽诱导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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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丛生芽增殖的影响 

由表 2可知，在 NAA浓度一定的情况下 ，随着 6-BA 

浓度的增大，增殖倍数不断提高；添加 Ade丛生芽长势好， 

基部比较粗壮，分化周期缩短。说明 6-BA和 Ade配合使 

用要比单独使用 6-BA效果好。以培养基 1／3MS+6一BA 

5．0mg／L+Ade 3、0mg／L+NAA 1、0mg／L分化 增殖效 果较好 ． 

分化能力强，可增值 8～9倍。 

表 2 不 同激素浓度配比对分化苗的影响 

注：基本培养基 1／3MS，加糖20g／L．琼脂5．6g／L、椰汁200mL／L，pH5．8。 

2．3 不同切割方式对丛生芽增殖的影响 

由表 3可知，不同切割方式对蝴蝶兰丛生芽的分化有 

很大影响。在不伤害心叶的前提下，完全不切叶的几乎不分 

化；切除部分叶片的，其分化率随着切叶比例的增加而提 

高，增殖倍数一般在 2~5；切除全部叶片的分化率最高，增殖 

倍数可达8～9。 

表 3 不同切割方式对蝴蝶兰分化苗的影响 

2．4 不同激素浓度对蝴蝶兰壮苗的影响 

由表 4可知，培养基中适量添加 6-BA及 NAA可促进 

新叶萌发，以 1／3MS+6一BA 0．05mg／L+NAA 0．05mg／L壮苗 

效果最好，组培苗生长旺盛，短缩茎粗壮，并可产生 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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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有利。这些被吸附的有害物质包括琼脂中所含的杂质、培 

养物在培养过程中分泌的酚、醌类物质以及蔗糖在高压灭 

菌时产生的 5羟甲基糠醛。AC同时又能吸附生长调节物 

质、v 、叶酸和烟酸等有益物质。本研究中，在愈伤组织诱导 

阶段向培养基中添加 AC，不仅使愈伤组织诱导率急剧下 

降，而且弓1起 90％以上的外植体白化脱色，可能是 AC吸附 

了培养基中生长调节物质，从而抑制外植体脱分化问。与空 

白对照、不同浓度的 v 及 PVP比较，AC表现出较强的抗 

褐化能力，且随着浓度增大褐化率越小，抗褐化能力越强。 

本研究还发现 PVP对 愈伤组织无明显影响 ，但 AC特别是 

高浓度的 AC，严重影响了愈伤组织的诱导率，PVP与AC 

同样为吸附类型的抗褐化剂，但效果不同，其机理有待深入 

研究。 

3．3 V 的影响 

v 为抗氧化型的抗褐化剂。v 对乌头愈伤组织诱导 

率、褐化率影响不大。可能是经过高温灭菌培养基中大部分 

v 失活的原因。但可引起 6．7％~20．0％的外植体褪绿变成淡 

黄色，叶片外植体大约因为失水而变薄 ，这样的外植体无任 

何愈伤启动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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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抗褐化剂在培养过程 中的现象观察 

抗褐化 不同培养时间抗褐化效果 

剂种类 5d 1Od 

色：材料大部分绿色，较少 多，变色材料死亡，产生愈伤组 
量变色材料 织 

PVP 周围培养基稍许乌青色 ；材 培养基稍许变色；褐变材料少许 
料大部分绿色。少量变色 增多，部分褐化材料死亡，产生 

大量愈伤组织 

AC 材料和培养基均未褐化 出现少许褐变材料，产生少量愈 

综合诱导率、褐化率及培养过程中外植物体生长情况 

等 3种指标分析可知，浓度为 0．04％的 PVP为乌头愈伤组 

织诱导过程中的最佳抗褐化剂。 

3 讨 论 

组织培养中外植体的褐化存在着基因型差异 ，甚至同 
一 植株的不同组织 、不同器 官在组织培养中褐化发生的频 

率、严重程度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本研究以附子 GAP种 

苗基地的优良乌头植株 4月上旬的幼嫩叶片为外植体，研 

究了PVP、AC和 Vc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3．1 PVP的影响 

由于乌头富含乌头碱易使培养基褐化，尤其在培养的 

初期非常严重，严重影响外植体的诱导。本试验在培养基中 

加入抗褐化剂PVP，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外植体褐化程度 

明显低于空白对照，这是由于PVP吸附了外植体产生的酚 

类物质经空气氧化后形成的醌类物质。 

3．2 AC的影响 

在培养基 中加入 AC可 以吸附有害物质 ，对细胞 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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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突。 

表 4 不同激素配比对蝴蝶兰壮苗的影响 

注 ：基本培养基 1／3MS，加活性炭 lg／L、糖 20g／L、琼脂粉 5．6g／L、香 
蕉、土豆、胡萝 各 10g／L，pH5．8。 

2．5 不同激素配比对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由表 5可知，随着 NAA用量的增加，生根率有明显提 

高 。以 1／2MS+NAA 1．0mg／L效果最好 ，生根率可 达 100％， 

平均根数 3条。 

3 讨 论 

3．1 激素对丛生芽分化增殖的影响 

在丛生芽分化增殖培养过程中，原来的芽能否进一步 

萌发新芽并形成丛生芽。取决于培养基中加入激素的种类 

和浓度。6-BA有利于芽的形成 ，NAA有利于生根 ，Ade可 

表 5 不 同激素浓度对蝴蝶兰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注：基本培养基 1／2MS，加活性炭 1g／L、香蕉、土豆、苹果各 10g／L、 
糖 20g／L、琼脂粉 5．6g／L。 

使芽体壮，长势好，三者配合使用效果较好。 

3．2 激素的积累 

经多次继代后会造成外源激素的积累，反过来抑制内源 

激素的产生，使幼苗生长停止，茎细弱，叶片细小卷曲而成 

莲座状。出现这种情况，应改用基本培养基，停止添加激素， 

将幼苗体内过多的激素释放出来，逐步恢复正常生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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