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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组织培养研究进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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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蝴蝶兰外植体的选择．不同基本培养基、激素及添加物对其增殖与分化的影响，外植体褐变 

的防治以及生根壮苗方法等，概述蝴蝶兰组培快繁方面的研究进展，为其组培技术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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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Tissue Culture of Phalaenopsis spp． 

ZHENG Yu—zhong，ZHANG Zhen-xia,CHEN Ze-hua 

(Department ofBiology,Hanshan Teachers College，Chaozhou 521041，Guangdong China) 

Abstraot：The research progress oftissue culture ofPhalaenopsis，including the effects ofexplants 

sources，culture mediums，hormones and nutrition compositions on multipli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protocorm —like body,the inhibition on browning of explants and methods of rooting and seedling 

strengthening before transplanting，are reviewed．Some reference materials are also provided for 

further study in tissue culture ofphalaenop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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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 (Phalaenopsis spp．)属热带或亚热带的兰科植物，其花形奇特，姿态优雅，色彩鲜艳，花 

期长久，素有 “兰花皇后”之美誉，观赏价值极高，深受人们的喜爱，国内外市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蝴蝶兰的传统繁殖方式为分株繁殖，繁殖系数低，速度慢，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因此，研 

究和开发蝴蝶兰具有重要的意义。 

组织培养是蝴蝶兰快速繁殖的有效途径，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利用种子无菌发芽，二是从离 

体器官诱导产生原球茎，通过原球茎的增殖培养，得到大量幼苗【l】。早在 1949年，Potor[2]利用无菌培 

养技术成功地促使蝴蝶兰花梗上的休眠芽发育成完整植株，该方法经过其他研究人员改进后，曾一度 

成为蝴蝶兰的主要无性繁殖方式。1974年，Intuwong等I3】利用蝴蝶兰茎尖诱导产生了原球茎状体，再 

由原球茎分化成植株，为实现蝴蝶兰工厂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原球茎是一类呈珠粒状的幼嫩器官，在 

兰科植物中多以这种器官发育、增殖和分化。 

蝴蝶兰的组织培养中有几个关键的时期：原球茎的诱导、原球茎的继代增殖、壮苗的培育。根据 

这几个重要的时期及其组织培养的外界条件，国内外研究人员对蝴蝶兰组织培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就近年来蝴蝶兰组培快繁技术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包括外植体的选择， 

不同基本培养基、激素、添加物对其增殖与分化的影响，外植体褐变的防治，以及生根壮苗的方法等。 

同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为该研究领域今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信息。 

1 外植体的选择 

诱导蝴蝶兰原球茎采用的外植体主要有根段【4】、花梗苗根尖【5J、花梗腋芽 引、茎尖【7】、叶片 们、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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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葶节 、花梗节或花梗节间切段【B】、种子 等。顾伟民等【"】研究结果表明，蝴蝶兰不同外 

植体的成活率有差异，其中花梗侧芽的成活率最高，达 75％，其次为花梗，成活率为 62．5％，叶片和 

根尖最差，分别为 12．5％和 7．5％。针对不同外植体，取材方法也不同，通常取花梗节之间 1～2cm长 

的幼嫩部分，切取长2~3mm的切段作为外植体I1引。如利用2~3cm长的根尖段，将其切成0．5～0．8cm， 

接种 2周后根端切口处开始膨大，产生淡绿色瘤状愈伤组 】；采用无菌种予苗茎尖作为外植体时， 

培养30d后基部出现愈伤组织，出愈率达 85％以 卜I 】；而利用正在培养的花梗苗生长旺盛的根尖进行 

培养，20d左右外植体膨大且表面颜色明显加深【5】；陈之材等则用花梗腋芽为起始材料诱导花葶，由花 

葶节间切片可以高频率诱导分化不定 J。 

2 基本培养基的选择 

蝴蝶兰组织培养所采用的基本培养基包括MS、1／2MS、Vw、B5、KC、花宝及其改良型等，但对 

最适培养基的选择却不同，主要在于蝴蝶兰品种差异及外植体来源不同所致。周俊辉等Il 8J以红花品种 

为试材，研究比较了MS、1／2MS和改良KC三种基本培养基，发现改良KC的效果最好，1／2MS次之， 

MS最差：张秀清等【 、马子骏等Il 9J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出蝴蝶兰的原球茎增殖培养以较低的无机盐浓度 

为好。王静等【20J以红花系 o85#~N白花系 0217}}的杂交品种作试验材料，研究了大量元素对蝴蝶兰原球 

茎增殖与分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了大量元素对原球茎增殖有很大影响，1／2MS对原球茎增殖最有 

利。姚丽娟 】在MS、1／2MS、KC和 Vw 的试验结果也表明，1／2MS对蝴蝶兰原球茎增殖效果最好。 

鲁雪华等【l3】在花梗节问切段诱导原球茎的实验过程中对培养基进行筛选，也发现 1／2MS或改良MS较 

MS效果好，减少MS中大量元素和部分微量元素及有机成分，适当增加少量的叶酸和生物素有利于原 

球茎的增殖生长 陈勇 lJ认为，1／2 MS培养基对原球茎的增殖和分化效果均好于MS培养基，MS培 

养基中较高浓度的无机盐不利于原球茎的增殖和分化。杨美纯等【l 】则认为，MS培养基最适合蝴蝶兰 

种子的萌发。另外，也有报道B5培养基更有利于蝴蝶兰根段原球茎的诱导和增殖I4J。 

3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蝴蝶兰原球茎增殖与分化的影响 

目前，蝴蝶兰组织培养中常用的细胞分裂素为6-BA，较高浓度 (1~8mg／L)的6-BA能促进蝴蝶 

兰原球茎增殖，较低浓度(0．1～0．5mg／L)的6-BA则能促进原球茎分化L2 。也有研究认为，低浓度6-BA 

更有利于原球茎的增殖，而高浓度 (6mg／L)的6-BA刺激多酚氧化酶作用，使原球茎容易产生褐化l】 。 

姚丽娟等Il uJ研究发现，附加6-BA后，原球茎增殖量明显高于附加Ad或KT的，增殖效果为6-BA> 

KT>Ad>l +Ad；当6-BA使用浓度在 1．0～3．0mg／L时，增殖情况无明显差异；同时还发现NAA对 

原球茎增殖分化影响不明显。周俊辉等【】 则认为，低浓度的NAA对原球茎增殖和出苗均有促进作用， 

高浓度的则不利。王静等【2uJ研究结果也表明，适宜浓度的6一BA配合较低浓度的NAA，更有利于原球 

茎的增殖，2．0mg／L 6一BA和0．3mg／t,NAA配合使用是蝴蝶兰原球茎增殖的最佳组合。叶晓青等【2-2J也发 

现，在添加BA和NAA的培养基中，原球茎的增殖系数比单独添加BA或NAA的高；单独使用2．Omg／t, 

NAA的处理组，其繁殖系数也较高。而陈勇等【l】认为，高浓度的NAA对蝴蝶兰原球茎增殖有一定的 

抑制作用，NAA浓度从 lmg／t,增加到3mg／t,，增殖率相应从98．3％下降到38．3％；其实验结果同时还 

表明，单独添加3meet,6-BA，原球茎的增殖率与平均每块增殖数要高于其它各激素浓度的配比，且原 

球茎增殖迅速。彭立新等L8J在蝴蝶兰组培快繁研究中，采用3．Omg／t,6-BA-I-0．2mg／L NAA配方，能够 

有效的诱导原球茎，同时还发现提高激素配比 (5．0mg／L 6-BA+0．2mg／LNAA-I-活性碳 1．0g／L}，则有 

利于原球茎的增殖，提高增殖系数，且不用转接就可直接生根成苗，避免转接过程带来的污染损失， 

简化了培养过程，因而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方法。此外，在培养基中加入 1．0mg几 GA3对原球茎分化成 

芽有一定的抑制效果，为获得大量原球茎而避免分化成芽，适当添加 GA3是有一定作用的I加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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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养基添加物对蝴蝶兰原球茎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一

些氨基酸类添加物，也可以作为培养基中的有机氮源，例如甘氨酸能促进离体根的生长，丝氨 

酸利谷氨酰胺有利 花药、胚状体或不定芽的分化。水解酪蛋白和水解乳蛋白对胚状体或不定芽或多 

胚的分化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而在培养基中加入一些天然有机物，如椰乳、香蕉泥、番茄汁等，也能 

提供一些必要的微量营养成分、生理活性物质和生长激素等，如加入100~200mg／L香蕉泥，具有较大 

的pH缓冲作用，对幼苗发育有促进作用。 

在不同添加物对蝴蝶兰原球茎增殖和分化影响的研究中发现，水解酪蛋白对蝴蝶兰原球茎增殖有 

明显促进作用，而水解酪蛋白和香蕉匀浆相结合却对原球茎增殖有抑制作用，有机添加物之间的相互 

作用或有机添加物与培养基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对原球茎增殖有影响l2。】。许多研究也表明，添加适量 

的香蕉泥、椰乳或含胶质的果菜汁等均对原球茎增殖有明显促进效果【15,17】。培养基中添加活性炭，低 

浓度 (O．5～1．0g／L)时对原球茎增殖影响不明显，高浓度 (2．O～3．Og门L)时对原球茎增殖有促进作用， 

但原球茎有黄化现象【1引。蔗糖作为培养基的能源物质和渗透调节剂，对原球茎的增殖生长影响较大。 

有试验表明，2％的蔗糖浓度有利于原球茎生长，2％～3％蔗糖促进芽的形成，5％的蔗糖有利于根的分 

化和生长【∞j。陈勇等【1】也认为蔗糖浓度对原球茎分化有明显的影响，当分化培养基含 1％或 2％蔗糖时 

原球茎 100％分化，尤其蔗糖为2％时，分化速度最快；蔗糖含量为3％～5％时，抑制原球茎的分化和 

生长，分化质量和分化速度都显著下降。 

5 原球茎继代中褐化的防治 

蝴蝶兰和其它兰科植物一样，原球茎状体在继代培养过程中易褐变死亡，不易增殖。在培养基中 

添加 1~2g／L活性炭，适时切除培养物的褐化部分并及时更换新鲜培养基，能有效抑制外植体褐变死 

亡；培养基中加入 10％椰子水，也能促进原球茎的生长，减少原球茎增殖过程中的褐变【2 。蝴蝶兰的 

群体效应很明显，单芽容易褐化死亡，且增殖较慢，因此，刚诱导出的原球茎状体不能过早切割转移， 

在继代阶段接种时，应尽量避免切成单芽，增殖时切块也不宜过小，否则容易褐化死亡I 引。梁宏伟 

等【 旨出，添加香蕉汁对蝴蝶兰原球茎形成及幼苗生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添加活性炭对于原球茎 

和幼苗生长也具有积极作用，防止培养材料出现褐化。 

6 生根壮苗 

壮苗培养是提高移栽成活率的一项重要措施；生根效果也直接影响到生产效益。此阶段的关键在 

于严格筛选激素的种类和浓度，一般需降低培养基的激素含量，以便形成健壮苗。常用的生长素有 

IBA(0_3～1．5mg／L)、NAA(0．1n0．8mg／L)。鲁雪华等l”J认为，添加GA30．1mg／L+NAAO．1mg／L的组合 

能明显提高生根率，且植株健壮，长势好。林宗铿等【26】则利用正交设计方法研究了培养基中的无机营 

养、NAA、蔗糖和多效唑四种因素对蝴蝶兰组织丛生芽生根壮苗的影响，发现无机营养是影响蝴蝶兰 

丛生芽生根率的主要原因，蔗糖次之，NAA和多效唑影响程度较弱；无机营养也是影响根长的主要因 

素，多效唑次之，NAA和蔗糖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用组培方法快繁蝴蝶兰较传统繁殖方法有三个明显的优点：节省育苗用地：节省繁殖 

材料，提高繁殖系数；利用茎尖脱毒培养，挽救因受病毒侵染而退化的优良品种，提高质量和欣赏价 

值。总之，组培快繁技术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 

尽管国内外在蝴蝶兰组培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繁殖系数偏低，增殖难，继代所需周 

期偏长等问题，有些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也尚未建立经济高效低成本的标准化 

种苗生产体系。因此，仍需加强蝴蝶兰离体培养繁殖技术的研究，探索通过组培加快育种和提高种苗 

的繁殖速度，解决目前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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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意义与进展 肾茶为唇形科肾茶属多年生草本植物，该属植物仅有5种，产于东南亚至澳大利亚的热 

带及亚热带地区。我国仅有Clerodendranthus spicatus--种，在四川攀西、广西、海南、云南和台湾等 

省区有引种栽培。民间药用全草，有清热祛湿、排石利水之功效，用于治疗急、慢性肾炎、膀胱炎、 

尿路结石、风湿性关节炎等。肾茶中含有熊果酸(ursolic acid)，又名乌索酸、乌苏酸，属三萜类化合物， 

分子量为456，是存在于天然植物中的一种三萜类化合物，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效应，为肾茶的主要药效 

成分之一，其含量高低直接影响肾茶药材及相关产品的质量 近年来肾茶资源的开发利用集中在以肾 

茶为主要原料的各类新药产品的研制上，而对肾茶药材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 在四川攀西地 

区的肾茶生产中，收获肾茶没有固定时间，农户考虑到自己的经济利益，根据其田间肾茶的长势，认 

为可保证有最高产量时才愿意收获，这必然造成肾茶药材质量的不稳定性。而对肾茶在不同生长阶段 

熊果酸含量的研究罕见报道，本研究结果可为生产中确定肾茶药材最佳采收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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