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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花梗组织培养快速繁殖 

苏 悦 ，姬海泉 ，杜凤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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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 124010；4．辽宁省林业种苗管理总站，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通过组织培养的方法诱导蝴蝶兰花梗上的休眠芽萌发。可以得到无茵的蝴蝶兰丛生芽。以 

无茵丛生芽上的幼叶和茎尖、腋芽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建立起蝴蝶兰的无茵培养体系。诱导 

休眠芽萌发的培养基为MS+BA5；利用幼叶进行原球茎诱导的培养基为 l／3MS+Hyponex3．5g+ 

KT10+NAA0．1；利用茎尖和腋芽进行原球茎诱导的培养基为MS+BA3+柠檬酸30IIlg·L ；原球茎 

增殖的培养基为 1／3MS+BA2+KT0．5+NAA0．1+椰乳200ml，也可以利用原有的初代培养基；生根 

培养基为l／3MS+Hyponex3．5g+NAA0．1+IBA0．1+胰蛋白胨2g+香蕉2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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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Phahenops／s 8p．)为兰科蝴蝶兰属植 

物。蝴蝶兰是单茎气生兰，植株很少发育侧枝。因 

此，对其进行常规无性繁殖增殖速度极慢；其种子极 

为细小，多发育不完全，萌芽率极低，且无法保持母 

本的优良性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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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实验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供试材料取自蝴蝶兰的2年生开花植株的花 

梗，时间为 l一2月。 

1．2 实验方法 

1．2．1 花梗消毒 

剪取蝴蝶兰的整枝花梗。首先用软毛刷沾肥皂 

水刷洗花梗表面，用自来水冲洗后将花梗切成数段。 

再用 0．1％的升汞(氯化汞)溶液(加适量吐温)做表 

面灭菌8—12ra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3 4次。 

1．2．2 诱导丛生芽 

将花梗剪成2cm长的带腋芽的切断，基部向下 

插入 MS+BA5的培养基上，培养条件为28~C、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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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5oo 、光照 14h·d～。 

1．2．3 蝴蝶兰的叶片培养 

将丛生芽的叶片切成 8—10ram×8—10mm，放 

人成分为：基本培养基 1／3MS+Hyponex(花宝 1号) 

3．5g·L 附加 和NAA的培养基中，培养条件为 

25℃、500k、光照 16h·d～。 

1．2．4 蝴蝶兰的茎尖、腋芽培养 

剥取150 180d的丛生苗的茎尖和腋芽，大小 

约2mm，接种在成分为：基本培养基 MS附加 BA、柠 

檬酸、椰乳的培养基上。 

1．2．5 原球茎的继代培养 

将经由叶片或茎尖、腋芽产生的原球茎切成小 

块，转入增殖培养基中进行继代培养。为了便于对 

比，本实验所用的原球茎均为粒径不小于3mm的单 

个球体。继代培养基为 1／3MS +BA2+舯 ．5+ 

NAA0．1+椰乳200ml。培养条件为 25oC、1500— 

2OOQk、光照 14h·d～。 

1．2．6 蝴蝶兰的生根培养 

当原球茎顶端长出一片小叶时，即可转入生根 

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生根培养基为 1／3MS+ 

Hyponex3．5g+NAA0．1+IBA0．1+胰蛋白胨 2g+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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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 200g；增殖培养基为 I／3MS+BAY．+KT0．5+ 

NA．A0．1+椰乳 20Oral。培养条件为 28℃、1500— 

20001x、光照 14h·d～。 

2 结果与分析 

2．1 蝴蝶兰幼叶不同部位形成原球茎的能力 

蝴蝶兰幼叶不同部位分化出原球茎的能力是不 

同的。接种80d后的统计数据见表 l。 

表1 幼叶不同部位形成原球茎的能力 

从表 l可以看出，对幼叶而言，其原球茎的形成 

能力整叶比片叶好．叶中比叶基部好．而叶尖最差。 

分析其原因，可能与外植体所含的营养物质、外植体 

的发育程度不同有关。 

2．2 激素水平对蝴蝶兰幼叶形成原球茎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激素的用量为 KT10、NAA0．1 

时，叶片分化率达到峰值55％，激素水平与此差距 

越大，叶片的分化率也越低(见表2)。所以，在蝴蝶 

兰的叶片培养中，激素的用量和配比显得十分重要。 

裹2 不同激素组台对幼叶形成原球茎的影响 ％ 

2．3 温度和光照对蝴蝶兰叶片形成原球茎的影响 

表3 温度和光照对蝴蝶兰叶片形成原球茎的影响 

注：表中“明”指光照条件为5OOlx、16h·d～。 

蝴蝶兰叶片在25℃、光照5001x、16h·d 的条件 

下原球茎的形成率为52％。在2O℃时，无论光培养 

或暗培养，叶片均不能形成原球茎(见表 3)。实践 

证明，室温在 28℃以上时，叶片会逐渐变褐死亡。 

分析叶片褐变的原因，可能是：在28℃以上时，多酚 

氧化酶的活性增强，产生大量茶色的醌类有害物质， 

导致叶片变褐死亡。 

2．4 激素水平对蝴蝶兰茎尖、腋芽形成原球茎影响 

激素水平和配比对茎尖、腋芽形成原球茎的影 

响非常显著。当激素BA用量为3rng·L～，不附加生 

长素时，分化出原球茎的茎尖或腋芽达 80％；激素 

的用量和配比与此差距越大，外植体的分化率越低 

(见表 4)。 

裹4 激素水平对蝴蝶兰茎尖、腋芽形成原球茎的影响 ％ 

2．5 柠檬酸对蝴蝶兰茎尖、腋芽形成原球茎的影响 

在蝴蝶兰茎尖、腋芽的培养过程中，培养基 MS 

+BA3里是否添加柠檬酸，对原球茎的形成有很大 

影响，柠檬酸对蝴蝶兰茎尖、腋芽形成原球茎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45d时，培养基成分为MS+BA3+柠 

檬酸30rag·L 的成活率为9o％，而对照组只有 

55％；90d时，培养基成分为MS+BA3+柠檬酸30mg 
-L-1的成活率为 85％，而对照组只有 30％。经观 

察，死亡的外植体基本上是由褐变引起。这说明，柠 

檬酸的抗氧化作用较强，能有效地抑制酶促褐变。 

它提高诱导效率是通过降低褐变死亡率来实现的。 

2．6 转按时间对蝴蝶兰原球茎的增殖系数和原球 

茎品质的影响 

适时转接是提高原球茎增殖效率并兼顾原球茎 

质量的最有效的措施。实验结果表明，原球茎以 

45d左右转接增殖为好。增殖系数为3。2。无玻璃化 

现象。若原球茎转接过早(3Od)，虽然其粒径大、品 

质好(粒径≥3rrma原球茎数占67．8％)，无玻璃化， 

但增殖系数低，仅为2．0；若原球茎转接过晚(6od)， 

虽然其增殖系数较高(3．5)，但其粒径小、品质差(粒 

径≥3mm原球茎数占41．4％)，且已出现玻璃化现 

象。 

2；7 原球茎增殖过程中的群体生长效应 

原球茎的增殖倍数和品质。与植入时的疏密程 

度有关(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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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原球茎增殖过程中的群体生长效应 

注：表中百分率=原球茎粒数(不小于3mm)／原球茎总数，是原球茎品质优劣的指标。 

由表5可见．在接种时植入的原球茎过密，则原 本实验所用的所有材料，均取自子由花梗腋芽培养 

球茎的增殖占优势，其增殖系数虽然较高，其品质却 出的无菌丛生苗，省去了消毒灭菌的环节，十分方便 

有所下降；反之，若植入的原球茎过于稀疏，则幼苗 可行。这对其他植物的组织培养有十分重要的借鉴 

的生长发育占优势，原球茎的增殖受到抑制，不但增 意义。 

殖系数下降。原球茎的品质也未见提高；而当瓶内的 3．2 在蝴蝶兰的初代培养过程中，幼叶、茎尖和腋 

原球茎疏密适中时，其生长势头十分旺盛，增殖系数 芽都可作为外植体。实验表明：利用叶片作外植体， 

和质量都明显提高，表现出一定的群体生长效应。 诱导率低(约50％)。叶基和叶尖尤为困难，并且花 

2．8 幼苗在增殖培养基和生根培养基上生长状况 费的时间长。而利用茎尖、腋芽作外植体诱导原球 

的差异 茎，成功率高、花费的时间短(约 14d)。利用根尖作 

蝴蝶兰幼苗在增殖培养基和生根培养基上都可 外植体，尚没有培养成功的报道。因此，选用合适的 

以生长和生根，但生长状况却有显著差异(见表6)。 材料作外植体，进行初代培养。是能否成功的关键。 

衰6幼苗在增殖培养基和生根培养基上生长状况 3．3 蝴蝶兰原球茎转接的最佳时间一般在45d左 

注：表中叶长为第一叶长度。 

从表6可以看出，虽然蝴蝶兰幼苗在两种培养 

基上都可以生根和生长，但在生根培养基1／3MS+ 

Hyponex3．5g+NAA0．1+IBA0．1+胰蛋白胨2g+香 

蕉200g上。幼苗的生长状况明显优于增殖培养基 

I／3MS+BA2+KT0．5+NAA0．1+椰乳 200ml。分析 

认为这是由培养基中激索水平、激素比率、附加成分 

等因素共同决定的。比如．较高的细胞分裂索／生长 

素比值有利于增殖，而较低的细胞分裂素／生长素比 

值有利于生根。又如，椰乳有利于兰科植物分化和 

增殖。常用于蝴蝶兰原球茎的增殖培养。而香蕉有 

利予兰科植物壮苗和生根，常用于蝴蝶兰幼苗的生 

根培养。 

3 结论与讨论 

3．1 蝴蝶兰的组织培养过程中，经常要取不同部位 

作外植体。这样不仅会损伤母株，而且要对材料逐 
～ 消毒。不但麻烦，而且会有不同程度的污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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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转接过早达不到预期的增殖系数，转接过晚则 

瓶内的营养成分不足，产生的新球体过于细小，原球 

茎品质不佳。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玻璃化现象。 

3．4 在原球茎的增殖过程中，总有一定数量的原球 

茎发育成幼苗，这就存在着在同一生存空间内原球 

茎和幼苗争夺营养、互相胁迫的现象。若转接时培 

养瓶内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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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 

原球茎增殖。若转接时培养瓶内植入的原球茎较为 

稀疏，则群体效应减弱，原球茎增殖系数降低，相当 

多的原球茎发育成幼苗，不利于原球茎增殖。因此， 

在继代培养过程中应根据自身的需要适当调整原球 

茎的植入密度。如果主要以原球茎的增殖为目的． 

就要在原球茎植入时保持一定的密集程度。如果产 

苗量和增殖并重，原球茎植入时应适当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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