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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高效离体繁殖途径的研究

卜朝 阳
广西农业科学院 生物技术研究所

,

广西 南宁

〔摘 要 」 以蝴蝶兰花梗为初次诱导的外植体
,

对蝴蝶兰的离体繁殖途径进行了研究
。

结果发现
,

通过花梗腋

芽萌发可获得无菌芽
,

再以所得的嫩芽茎段和叶子作为离体培养的增殖材料
,

个月后便可获得大量的不定芽
。

该 结果表明 在初次培养中加入 并进行暗培养
,

其抗褐化效果最佳
。

增殖培养基以
一

八
沙

或
一

组合较好
,

其茎段萌发率均高

达
,

增殖倍数分别高达 和 叶片芽的诱导率分别为 和
,

增殖倍数最高达 和
。

经济

有效的壮苗和生根诱导培养基为
“

改 良
一 沙 ” ,

芽的有效率为
,

发根率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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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 蝶 兰 为 兰 科

蝴 蝶 兰 属 , ,

原 生 种 有 多

种
,

分布在南北纬
。

之 间
,

改 良品种则不胜其数
,

商品化生产的品种多为杂交改 良后的新品种
。

蝴

蝶兰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经济价值
,

其以品种丰富
、

花色艳丽
、

花姿优雅和花期长等特性赢得 了世人 的

青睐
,

在世界花卉产业 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仁一 “ 〕。

蝴蝶兰高效离体繁殖技术不但可以保持母本的优良

特性
,

而且变异率低
,

生产周期短
,

繁殖系数较大
,

符

合蝴蝶兰商品化
、

规模化生产的要求
。

蝴蝶兰 的试管

繁殖研究
,

已有几十年之久
,

但其早期工作仅限于实

验室研究
,

近 年来
,

世界不少 国家已经开始进行

蝴蝶兰工厂化育苗生产技术的研发
,

其无性繁殖多

通过茎尖诱导或原球茎成苗途径进行
‘一 ’“ 〕。

截止 目

前
,

关于用花梗作外植体
,

诱导腋芽萌动
,

然后用无

菌芽的茎段和嫩叶作离体增殖培养
,

不经过原球茎

直接成苗的高效繁殖途径的报道较少
。

本研究通过

对蝴蝶兰离体苗高效繁殖途径 的研究
,

目的在于提

高其增殖率和有效率
,

降低褐化率
、

变异率和生产成

本
,

以期为蝴蝶兰 的工厂化育苗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材 料

试材选用蝴蝶兰红花系
、

白花系 以及小花系

的花梗嫩芽
。

外植体的处理
、

接种和芽的诱导

取上述 个蝴蝶兰品种的幼嫩花梗
,

流水 冲洗
,

切成茎段
,

用体积分数 酒精浸泡
,

再用体积分数 的升汞 消毒
,

无菌水冲

洗 次
,

吸干后切成 。 长的茎段
,

每茎段 留侧

芽或茎节
,

接种于诱导增殖培养基上 图
。

培养基

为改 良
,

附加 于
一 ,

和 上
。

培养

后切下侧芽或顶芽并转人激素水平较低 的培

养基
一

中
,

再继续培养 个月
,

让芽节间伸长
,

叶片

展开
。

增殖培养

将 以上培养所得到的顶芽
、

侧芽茎段及其嫩叶

作为增殖培养的材料
,

接种于初次诱导 的改 良

培养基中
,

进行增殖培养以获得不定 芽 图
。

茎段增殖培养时间为 左右
,

叶片增殖诱导的培

养时间为 左右
。

计算茎段萌发率
、

叶片诱导率

及芽的增殖倍数
。

茎段萌发率是萌发新芽的茎段数

占试验茎段总数 的百分率 叶片诱导率是诱导 出不

定芽的叶片数占试验叶片总数的百分率 芽的增殖

倍数是在增殖培养基上培养 个周期后 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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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 所获得的总芽数与增殖试验初始数的商
。

图 花梗外植体诱导 图 花梗腋芽萌动

图 腋芽
、

顶芽增殖

培养材料揭化的抑制

在蝴蝶兰外植体初次培养和第 次增殖时
,

在

其诱导增殖培养基 中附加不同的抗褐化剂
。

其

中 培养基为改 良
,

附加 的抗褐化剂为 。

一 , , 。

本试

验 共设 个处理 培养基 培养基 十

从
·

培养基

培养基十 ’ 。

每处理的外植体数均是

个
,

重复 次
。

此外
,

每个处理还采用 了暗培养及常

规培养两种培养方式
。

观察记录并计算褐化率
,

褐化

率是褐化外植体占该处理试验外植体的百分率
。

壮苗培养与生根培养

将增殖培养后获得 的不定芽分成单株
,

接种 于

壮苗培养基中
,

使节间伸长
,

叶片舒展
。

不定芽在壮

苗培养基中培养 后
,

挑选健壮的正常芽转

人新鲜的培养基 上进行生根诱导培养
,

生根培养时

间为 。一
。

对既能壮苗又能诱导生根的培养基

图 叶片诱导成芽

进行 了筛选
,

壮苗培养基与生根培养基相同
,

基本培

养基有 种 改 良 培养基
、

培养基和 培

养基 不 同培养基 中有 个附加物组 合
,

即
, 一 ,

香蕉 椰汁 马铃

薯
。

共设 个处理
,

每处理 株不定芽
,

重复 次
。

观察记录并计算芽的有效率和发根率
,

芽的有效率

是指壮苗培养后能选作生根培养的芽苗数占总芽苗

数的百分率 发根率为生根培养阶段发根苗数 占总

发根试验芽数的百分率
。

结果与分析

培养基 中不同滋素组合对芽增殖效果的影响

由表 可以看出
,

培养基 中植物生长调节剂
, ,

的不同组合水平对蝴蝶兰离体培养

茎段芽的萌发率
、

叶片不定芽的诱导率及其增殖倍

数均有不同的影响
。

茎段芽的萌发率以处理 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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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最高
,

为 叶片诱导率 以处理 最高
,

为 基中激素浓度过低或过高均不利于茎段 的萌动
、

叶

芽的增殖倍数
,

不管是茎段还是叶片
,

均以处 片诱导和芽的增殖
。

个激素组合中
,

以

理 最高
,

分别为 倍和 倍
。

总的看来
,

培养
一 ,

的效果较好
。

表 不 同激紊组合对蝴蝶兰离体培养芽增殖的影响

, 阳

处理 一

一 ·

茎段萌发率 叶片诱导率
茎段芽增殖倍数

叶片芽的
增殖 倍

一
‘

,目‘内﹃勺一两八八舀尸月传一马内左内八︹︺厅才连
‘

门了﹄“,了

山户由
,‘牺

‘卫

⋯
,一,︸

︸月了

、

,

注 以 为试验材料
。

抗褐化剂
、

培养方式及植物品种对抑制褐化的 行
,

包括芽的萌发和增殖效果
,

严重时会导致培养材

影响 料死亡
。

由表 可知
,

影响培养材料褐化的因素除了

褐化是蝴蝶兰离体培养 中的常见现象
,

尤其是 培养基附加的不同抗褐化剂之外
,

还有植物品种
、

培

在前期培养 中
,

褐化会影响植物离体培养 的正常进 养方式两个因素
。

表 培养基 中附加抗褐化剂对蝴蝶兰芽萌动及增殖的影晌

对照 活性炭

品种 培养条件
褐化率 努 褐化

程度

芽萌发或
增殖效果

褐化率
褐化
程度

黑罗

芽萌发或
增殖效果

褐化率

‘

褐化
程度

黑梦

芽萌发或
增殖效果

褐化率

卜

褐化
程度

黑罗
一

芽萌发或
增殖效果

几乙为口︹曰口分曰

差差差差差

︷︸十阴洲

‘

般差仪谁洲一

﹄了﹄加凸月
‘之盯般般差谊摘州确州﹃一一

暗培养

常规培养
,

暗培养

常规培养
,

暗培养

常规培养
,

本
三一 般

〕一 本 较好 较好
匕

差

一 一 十 十 一
一般
《】一

一般

较好

较好

一般
一

一般
〕一

较好

较好

二一
般

一

斗 十
一般

〕一

抗揭化剂 由表 可见
,

加入活性炭的褐化

率较低
,

褐化程度较轻
,

但芽的萌发和增殖效果较对

照差
,

这是因为活性炭不但对培养基 中的醒类化合

物
、

黑素等有害物质有吸附作用
,

同时也吸附了部分

分裂素
、

生长素
、

维生素等相关成分
,

从而减少 了这

些物质的浓度
,

在抑制褐化的同时也影响到芽的萌

发和增殖效果
。

进行抗褐化处理的 目的为了获得芽

的高萌发率和增殖倍数
,

如果抑制褐化但未获得较

高萌发率和增殖倍数
,

那也无法达到离体培养的 目

的
。

因此
,

活性炭并非最佳选择
。

从表 看
,

最佳的

处理是附加 并采用暗培方式
,

其既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褐化
,

同时也获得较好的芽萌发率和增殖

效果
。

培养方 式 由表 可见
,

暗培养较常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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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褐化效果好
。

但只能暗培一定的时间
,

否则会影 基一样
,

对于大规模商业化生产来说
,

最好的培养基

响到芽的生长
。

是既能达到培养效果
,

而其组成又 比较简单
。

因此
,

植物 品 种 从试验的 个品种来看 表
,

本试验对既能壮苗又能诱导生根的培养基进行了比

褐化最严重 的是
,

而 较筛选
,

由表 可知
,

种基本培养基 中以改 良

的褐化程度较轻
。

可见
,

褐化与植物本身的内 效果较好
,

其有效芽多
、

发根率高
,

而且苗的长势最

在因素有关
,

不同植物种类及其不同品种的褐化程 好
。

在同一种基本培养基中
,

两种附加物组合的试验

度有所差别
。

基于大规模商品化生产的 目的
,

为提高 结果 芽有效率和发根率 差别不大
,

以加水果汁附

效率
、

降低成本
,

品种品系应该是考虑因素之一
。

加物的效果相对较好
,

但其成本较高且配备较为繁

不 同培养甚和附加物对壮苗促成和生根培养 琐
,

从生产成本和操作的方便性考虑
,

前一种组合即

的影响 八

经过增殖培养
,

选 出生长正常的健康芽进行壮 更适合商品化的大规模生产
。

苗促成培养和生根诱导培养
。

这两个阶段所用培养

表 不 同培养甚和附加物对蝴蛛兰壮苗和生根的影晌
’

, 、 、

处理
、

几

基本培养基
】

附加物
芽有效率 发根率 环 苗长势

〔

较好

较好

较好

好

好

好 分

讨 论

本试验研究的蝴蝶兰离体苗繁殖途径既简单又

经济有效
,

无论是外植体的选择
、

再生芽方式
,

还是

培养基的组成
,

均适于商品化大规模生产
,

既可提高

蝴蝶兰生产效率
,

又可 以降低生产成本
。

但是
,

其中

还存在着一些尚需继续探索的问题
。

如用茎段腋芽

萌动芽繁殖方式 的增殖率较低
,

而用叶片诱导不定

芽方式虽然增殖率较高
,

但以后是否存在变异隐患

尚不清楚
。

另外
,

本试验所用的培养基虽然简单
、

经

济且有效
,

但离体培养阶段附加的人工合成的植物

生长调节剂
一 , , , ,

对商品苗移栽

后的温室生长状况及开花品质的稳定性有无影响
,

迄今 尚无试验数据
,

故应与采用天然水果类附加物

的培养基所培育的种苗进行系统 的比较试验
,

才能

为蝴蝶兰商品化育苗生产提供更为可靠的科学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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