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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蝴蝶兰的叶片、花瓣、花梗、花梗顶芽和腋芽为外植体，通过组织培养方法诱导原球茎和丛生芽。 

结果表明，花梗丛生芽诱导率为80％，且腋芽的萌动反应优于顶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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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生长点组织培养在国外起步较早，Morel最先报道 

了用兰花生长点培养繁殖花苗的方法，随后Vanda也报道了 

兰花生长点培养成功的试验。但是，上述成功的实例因只利 

用生长点为外植体，浪费较多。在此基础上，美国的 Wenda 

(1963)进一步研究了较容易的无性繁殖兰花苗的方法， 

1965年后，在美国、法国、日本先后出现了利用组培繁 

殖兰花的专业种苗商。国内也有以蝴蝶兰的茎尖、根尖、 

叶片等为外植体进行组培繁殖报道，但增殖速度和增殖系 

数都不太理想。本试验 旨在选择蝴蝶兰组培的最适外植 

体，筛选诱导原球茎体、丛生芽及其增殖和生根的最佳培 

养基，为蝴蝶兰试管苗的工厂化生产提供可重复的技术和 

科学依据。【l J 

l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3月初从花市采购花期中的蝴蝶兰，以蝴蝶兰叶片、花 

瓣、花梗、花梗腋芽和顶芽为外植体。 

1．2 方法 

1．2．1 培养基的配制 

选用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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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择最适配比及浓度，蔗糖 2％， 

琼脂0．7％，pH5．6。1／3MS为无机物质减为原来的1／3，1／2MS 

为无机物质减半。在诱导原球茎的培养基中还加有活性炭 

(Ac)，以防止外植体褐化。在诱导丛生芽的培养基中附加 

水解乳蛋白 (LH)[ 。 

表 l 诱导原球茎培养基配方 

1．2．2 材料的选取和预处理 

采花梗、叶片、花瓣作为外植体，蝴蝶兰开花过后，剪 

下花梗，剪成带一个芽，芽上下各留1．5～2cm的节段，用洗 

涤灵水浸泡5-10rain，清洗后用自来水冲洗 1h[4]。 

1．2-3 灭菌处理 

用 75％酒精表面灭菌 15s，无菌水冲洗一次；再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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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HgCI2溶液中浸泡 12-15rain，其间不断摇晃，然后用无 

菌水冲洗3~4次；再放入30％NaCLO溶液消毒 10~12min， 

然后用无菌水冲洗4~5次。切除西端接触消毒液的切lZl，花 

瓣和叶片切成 lcm 大小，然后在无菌条件下按极性接种在 

培养基上。 

1．2．4 诱导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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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外植体接种在不同激素浓度的MS培养基上，培养条 

件为25+l℃，初期在黑暗条件下培养7-10d，以防止褐化，然 

后在光强度为2000~25001x，每天光照12h条件下培养。 

2 结果与讨论 

2．1 原球茎的诱导 

通过激素的不同浓度配比，选择最适诱导培养基，活性 

炭在试验过程中起防止褐化作用。在试验中总共接种 75个 

外植体，其中无芽花梗 l5段，叶片40块，花瓣20块。由 

表 3可知 A2有一定诱导力，但不明显。在实验中观察到有 

萌动的外植体为叶片，且生长很慢，很难继续培养。总体看 

原球茎很难诱导。 

2．2 丛生芽的诱导 

由表4可知B2、B3培养基的诱导率较低，B1培养基诱 

现，花梗顶芽的萌动反应不及腋芽，腋芽的生长较快。 

2-3 灭菌过程与污染率 

B2、B3培养基接种的外植体没有经过升汞灭菌，用次氯 

酸钠消毒的时间加长至30min，结果污染率较高，而且外 

植体有脱水现象，可能由于浸泡时间过长及溶液浓度偏高 

造成 。 

2．4 分泌物 

在培养过程中，插入培养基中花梗的横断面会向培养基 

中分泌一种黑褐色物质并不断扩散，在暗培养条件下会减缓 

分泌，分泌物会减缓丛生芽的生长。起初猜测可能是酚类化 

合物，为防止外植体褐化死亡，一发现有黑色分泌物就不断 

转接。但后来发现外植体并没有因分泌物而褐化及死亡，因 

此基本可以排除其分泌物是酚类物质的可能性。但其究竟是 

导率最高，可达80％，为最适培养基。而且在试验过程中发 什么物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表 3 诱导原球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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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ustered shoots were induced by tissue culture from explants that selected from flower peduncle terminal buds and 

flower peduncle axillary buds of Phalaenophsis hybr／d．Inducing protocorm-like-body from leaves，flower stalks and peta1．Result 

showsthatclustered shootsinduction rate Can be80％ and axillary shootwerebetterthan term inalb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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