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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组织培养的方法诱导蝴蝶兰花梗上的腋芽萌发，可 以得到无菌的蝴蝶 兰不定 芽。以不 

定芽上的幼叶为外植体，建立蝴蝶兰的无菌培养体系。结果表明：诱导腋芽萌发的培养基为 Ms+ 

5 mg／L 6一BA；利用幼叶进行原球 茎诱导的最佳培养基为 MS+5 mg／L 6一BA+0．5 mg／L NAA 

+0．1 g／L活性炭(AC)+150 mL／L椰汁(CM)；原球茎增殖的培养基为 3 g／L花宝一号(Hyponex 

No．1)+5mg／L 6一BA+1mg／L NAA+150mL／L CM；生根培养基 为 3g／L Hyponex No．1+ 

0．1 rag／L6一BA+1 mg／L NAA+0．5 g／L AC+100 mL／L土豆 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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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Propagation of Phalaenopsis Orchid by Tissue Culture 

HUANG Xiang—nan，ZANG Xin，LV Xiao—hui，REN Jian—sheng 

(Bio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The axenic adventitious buds were gained by inducing the germination of the axillary 

bud of flora1 stalk in Phalaenopsis orchid．The young 1eaves of the axenic adventitious bud were 

employed as explants to establish the axenic culture system．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M S medi— 

um with 6一BA 5 mg／L，the axillary buds of flora1 stalk could be induced to germinate．Using the 

young 1eaves to induce the protocorm—like body，the medium with MS + 5 mg／L 6一 BA + 

O．5 mg／L NAA + 0．1 g／L AC + 150 mL／L coconut milk(CM)showed the best effects．The suit— 

able media propagating protocorm—like bodies were 3g／L Hyponex No．1+ 5 mg／L 6一BA + 

1 mg／L NAA+150mL／L CM．In rooting stage，3g／L Hyponex No．1+O．1 mg／L 6一BA+1 mg／L 

NAA+O．5 g／L AC+100 mL／L potato iuice was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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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 (P̂ 口Z口P 0ps s)为兰科蝴蝶 兰属，因其 

迷人的花色 ，深受广 大爱好者的欢迎。由于蝴蝶兰 

是单轴气生兰，植株很少发育侧枝，因此利用传统的 

无性繁殖方法，繁殖 系数低、繁殖速度慢 ，远远不能 

满足商品化生产的要求n ；其种子极为细小 ，多发育 

不完全 ，通过种子萌发而来的实 生苗易于发生基 因 

变异 ，无法保持母本 的优 良性状 ，失 去商业观赏价 

值，因此有性繁殖 困难[2]。而利用组织培养 的方法 

对蝴蝶兰进行无性繁殖 ，既可以大量生产优质的无 

菌苗 ，又可 以避免变异植株的产生。因此 ，组织 培养 

是蝴蝶兰大量繁殖的最有效手段嘲。本研究利用花 

梗直接诱导腋芽 ，成活率高且对母株影响小 ，是比较 

理想的外植体来源。通过研究蝴蝶兰组培快繁过程 

中各种 因素对花梗腋芽诱 导、原球茎诱导及增殖等 

方面的影响，为规模化生产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取 自成年蝴蝶兰已开花的花梗 。 

1．2 试 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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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花梗消毒 将带有腋 芽的蝴蝶兰花梗剪成 

2 cm长的节段进行冲洗，用 l0％的漂白粉溶液表面 

灭菌 20rain，除去腋芽的苞 叶，再用 0．1 升汞消毒 

10rain后 ，用无菌水冲洗 5遍 ，接种在 MS4-5mg／L 

6一BA4-0．5 mg／L NAA培养基上诱导丛生芽。培 

养条件 为温 度 28℃、光 照强 度 1 500 lx、光 照 时间 

12h／d。 

1．2．2 原球茎的诱导 将诱 导 出的不定芽 的叶片 

切成 5 mm×5 mm 大小 ，接种 在添加 了 150 mL／L 

椰汁(CM)的不同激素浓度的培养基上进行原球茎 

诱导，叶片近轴部分接触培养基。原球茎诱导培养 

基的正交试验设计见表 1。培养条件为温度 25℃、 

光照强度 500 lx、光照时间 l6 h／d。 

1．2．3 原球茎的增殖及分化 在无菌条件下，将诱 

导 的 原 球 茎 取 出横 切 成 几 小 块，转 入 添 加 了 

150 mI ／L有机复合物的继代培养基中，进行增殖培 

养 。花宝一号(Hyponex No．1)培养基的添加量 为 

3 g／L，pH 值为 5．4。原球茎增殖培养基 的正交试 

验设计见表 2。 

1．2．4 蝴蝶兰的生根培养 将 已分化 出不定芽的 

蝴蝶 兰 接 种 在 附 加 0．5 g／L 活 性 炭 (AC)和 

100 mL／L土豆汁(PJ)的生根培养基 中。蝴蝶 兰幼 

苗生根培养基的正交试验设计见表 3。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条件对原球 茎诱导的影响 

幼叶切块在诱导培养基上培养 7 d左右开始有 

黑色物质分泌 ，1个月后 ，从每个 叶片组织块上产生 

1～6个不等的黄绿色瘤状突起，即原球茎。从表 1 

可以看 出，6一BA因素的极差 (R)最大 ，培养基 因素 

次之 ，NAA和 AC因素最小 ；这说明 6一BA对原球 

茎诱导影响最大，其次是培养基 ，NAA和 AC影响 

最小 。 

评价各因素水平平均值发现，培养基和 6一BA 

因素均以第3水平值最大，NAA因素以第 2水平值 

最大，AC因素以第 1水平值最大，因此最佳培养基 

组合为 MS 4-5mg／L 6一BA4-0．5mg／L NAA4- 

O．1 g／L AC4-150mL／L CM，诱 导率可达 53．1 。 

2．2 不同培养条件对原球茎增殖及分化的影响 

原球茎切块在增殖培养基上培养 25 d左右时 ， 

每个原球茎周围产生少量 肉眼可以看到的突起 ，少 

数原球茎表面形成 白色的绒毛。继续培养 时发现 ， 

原球茎由淡黄色转变为绿色，成为具绿色叶原基的 

假鳞茎原球茎 ，进而分化成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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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 同培 养条件诱 导原 球茎的正交试验结果 ( 3 ) 

从表 2可以看出 ，基本培养基和 6一BA对原球 

茎增殖有极显著影响 ，而 NAA和有机添加物对原 

球茎增殖无明显影响。因此原球茎增值的最适宜培 

养基 为 3 g／L Hyponex No．1+5 mg／L 6一BA 4- 

1 mg／L NAA 4-150mL／L CM 。 

表 2 不同基本培养基和生长调节因子对原球 茎增殖 

影响的正 交试验 结果 ( 3‘) 

注：BJ为香蕉汁；**表示极显著水平(P< 0．01) 

2．3 不 同培养条件对蝴蝶兰幼苗生根的影响 

幼苗在接种 25 d左右开始长出根点，并逐渐伸 

长，根尖呈 白色。以每株具有 2～3片完全展开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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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或 3条以上根的苗计为生根苗。从表 3可 以看 

出，各因素影响根长的主次顺序为 NAA、基本培养 

基类型和 6～BA；方差分析表 明，NAA和培养基因 

素效应都达到显著水平，而 6一BA的效应达不到显 

著水平 。故适 宜蝴蝶 兰生 根 的最佳 组合 为 3g／L 

Hyponex No．1+0．1mg／L 6一BA+1mg／L NAA 

+0．5g／L AC+100mL／L土豆汁。 

表 3 不同培养条件 对蝴 蝶兰生根影响的正交 

试验结果 ( 3 ) 

处理 基本培养 6一BA NAA 生根率 平均根长 

编号 基类型 (mg／L)(mg／L) (％) (cm) 

1 1／2MS 0．1 0．3 72．8 1．3 

2 1／zMS 0．3 0．5 74．7 l-2 

3 1／2MS 0．5 1 81．2 2．2 

4 MS 0．1 0．5 73．6 l-1 

5 MS 0．3 1 79．8 1．7 

6 MS 0．5 0．3 66．7 0．9 

7 H yponex No．1 0．1 1 85．3 2．3 

8 Hyponex No．1 0．3 0．3 75．0 1．4 

9 H yponex No．1 0．5 0．5 76．9 1．5 

X1 76．23 77．23 71．50 

X2 73．37 76．50 75．07 

X3 79．07 74．93 82．10 

K1 228．7 23l-7 214．5 

K2 220．1 229．5 225．2 

K3 237．2 224．8 246．3 

R 5．70 2．30 10．60 

F值 基本培养基 25．01 

6一 BA 4．25 

NAA 89．56- 

注 ：*表示显著水平(P<0．05) 

3 讨论 

1)在蝴蝶兰组织培养过程 中，外植体 的选择起 

着关键性的作用 。文献报道 中以茎尖、叶片和腋芽 

作为外植体的居多 ]。茎尖作外植体诱导原球茎 

诱导率高、周期短，但损伤母株，而且还会有不同程 

度的污染率 。本研究采用腋芽萌发的不定芽的幼叶 

为外植体，虽然诱导率稍低，但大大降低了污染率， 

减少了工作量。 

2)防止 材料褐 变是蝴蝶兰组 培成 功的关键。 

褐变的主要原因是材料伤 口分泌 出酚类化合物 ，在 

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转变成醌类物质引起 的[8]。幼 

叶在诱导原球茎的过程中 7 d左右就开始有黑色物 

质分泌，随着培养时间的增加褐化现象愈加严重 ，甚 

至叶片褐化死亡。本研究中，加入活性炭欲减轻褐 

变现象 ，但效果并不理想 ，可能与褐变发生原因比较 

复杂有关 。 

3)试验 中发现，6一BA浓度对原球茎的增殖速 

度有显著地影响。较高的细胞分裂素／生长素 比值 

有利于增殖 ，而较低的细胞分裂素／生长素 比值则有 

利于生根。随着原球茎增殖数量的增加 ，总会有一 

部分 出现芽的分化，从而影响原球茎的进一步增殖 ， 

这与原球茎在增殖过程中的群体生长效应有关。据 

苏悦等报道[9]，在同一生存空间内原球茎和幼苗存 

在着争夺营养、互相胁迫 的现象 。继代时接入的原 

球茎密度适 中，则表现出一定的群体生长效应，增殖 

系数高 、分化 出的幼苗少。反之 ，则原球茎分化成幼 

苗 ，不利于增殖 。 

4)花宝一号(7N一6P～19K)最早是用来作为 

兰科植物种子萌发 的培养基 ，现已常被 当作植物肥 

料来使用口 。花宝一号培养基 pH值较低 ，因此在 

灭菌后培养基的湿度较 大，呈现 出半液半 固状 态。 

试验中发现，这样的培养基更有利于原球茎的增殖， 

这与 Park So Young的报道相一致口 。 

5)组织培养中常用的有机添加物如椰子汁、香 

蕉汁和土豆汁等是一类含有氨基酸 、激素 和酶等成 

分较为复杂的天然复合物D2]。大量研究证明，它们 

对 细 胞 和 组 织 的增 殖 及 分 化 有 明 显 的促 进 作 

用口 H]。试验过程 中，原球茎一 般都可分化 成苗， 

但往往有些不分化出苗 ，甚至产 生畸形苗。除 了品 

种的差异外，也与培养条件有关系，加入有机添加物 

可以有效地促进 苗的分化 。在 3种添加物 中，椰子 

汁效果优于土豆汁和香蕉汁，而添加土豆 汁的培养 

基对原球茎分化幼苗 的影响与香蕉 汁的差异较小。 

但椰子受采摘季节和价格的影响，有可能马铃薯将 

是低成本的有效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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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的升高显著影响仔猪的生产性能和消化、循环等 

系统的生理功能【4]。本项研究 中，小肠各段和盲肠 

内容物 pH值均 以 IgY组较低 ，空 白组较高 ；且 IgY 

组空肠 、回肠内容物 pH值均显著低 于空 白组空肠、 

回肠 内容物 pH值(P<O．05)。由此表明，IgY的添 

加改善了仔猪肠道 pH值 ，有益于仔猪消化能力 的 

提高。 

微生物与动物体及环境之间是一个相互依赖、 

相互制约的微生态体系。在微生态 平衡状态下 ，动 

物肠道 中的正常微生物菌群对肠道的结构和功能 、 

对增强机体免疫能力、抵抗疾病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 。当微生态平衡被破坏 ，肠道 中某些致病菌和条 

件性致病菌大量增殖时，动物便会出现病理症状_5j。 

仔猪的肠道微生物区系处 于不稳定状态 ，很多因素 

都能通过影响仔猪肠道微 生物菌群 ，而参与机体免 

疫系统的调节 。 

与空 白组相 比，IgY组 回肠 、盲肠段 内容物 大 

肠杆菌浓度明显降低，乳酸杆菌浓度明显升高。进 
一 步说明了 IgY通过抑制肠道 内大肠 杆菌的生长， 

改善 了肠道微生物区系 ，调节机体免疫系统 ，从而缓 

解仔猪断奶引起的一系列应激反应。 

综上所述，抗大肠杆菌多价 IgY可能通过改变 

仔猪肠道微生物区系，降低肠道大肠杆菌浓度，增加 

肠道乳酸菌浓度，从而降低小肠后段和大肠内的 

pH值。而仔猪肠道 pH值的降低，对于改善肠道、 

提高断奶仔猪的免疫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并且 IgY 

对大肠杆菌 的抑制作用已经达到了与抗生素接近的 

效果，在一定条件下，IgY可以取代抗生素防治仔猪 

大肠杆菌性腹泻，提高断奶仔猪生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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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5页) 或成年树 ，桃砧杏与杏砧杏在生长 

发育和结果产量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虽然桃砧杏 

的成活率 、早期丰产性远远优于杏砧杏，但存在严重 

的问题 。所 以在今后育苗及生产中要严格限制桃砧 

的使用。 

2)对于丰产期树猝死问题的原因，需作进一步 

研究。生产中采用合理修剪，控制负载量，加强水肥 

管理，可 以有效地减少和延缓这一现象的发生。 

3)由于杏树的寿命很长，其经济结果年限可达 

几十年、上百年 ，所 以本研究并不完整，数据有待进 

一 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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