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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兰科植物的组织培养及组培 中激素的应用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得 出

了兰花组培过程 中的形态建成途径
。

指 出 目前关于兰花育种 的研究多集 中于兰花的

组织培养及激素的应用上 对兰花共生菌根的研究及应用是今后深人探讨的重要课

题
,

培育切花品种兰花是未来兰花产业发展的趋势
,

也是今后我国兰花育种 的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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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是兰科植物的总称
,

在我国有悠久

的历史
,

其花色淡雅
、

高洁
,

素有
“

花 中君

子 ”
之称

,

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

随着经济

的发展
,

人们对兰花的购买力增加
,

兰花逐

渐形成 了一项产业
,

并迅速 向工业化生产发

展
,

过去传统用分株繁殖远远不能满足市场

的需求
。

为了适应兰花事业的发展
,

人们对

兰花的育种展开 了广泛 的研究
。

组培 中兰花个体发生途径及形态建成

种子
、

胚离体培养

兰 花种子 细 小
,

长约
,

直径
,

粒重 一 微克
,

内含一发育不

完全的球形胚
,

无胚乳
,

在 自然条件下很难

萌发
,

多用组培法离体培养种子或胚进行繁

殖
。

在兰花种子
、

胚离体培养过程 中
,

其发

育过程一般可分为五个 阶段 圈 一 球形胚

胀大
,

胚表层的细胞形状不规则
,

外壁加厚
,

球形胚开始有初布的分化
,

种子开始萌发
,

胚

胎 的合点端 将 种 皮 纵 向胀破形成 早 期 原 球

茎
。

二 种子萌发形成具有顶生或侧生分生

组织 的原球茎 种子萌发后形成的原球茎首

先在其顶端 随后在整个表 面普遍长 出假根
。

三 在顶端分生组织 的一侧分化 出一片子

叶
。

四 随后
,

在子叶的相对一面开始形成

第一片真叶
,

原球茎伸长成根茎
。

同时
,

在

顶端分生组织下方 出现原形成层
。

由原形成

层细胞分化成维管束
。

当原球茎进一步伸长

形成根茎时
,

在根茎 内可见到形成的维管束
。

根茎有不断延伸的趋势
,

在其伸长过程中
,

假

根也不断产生
,

其数 目与条件和原胚的大小

有关
。

五 当第 一 片叶形成时
,

开始分

化根
。

同时
,

在种子
、

胚发育过程 中
,

淀粉及

脂类的组织
、

化学成分也在进行着变化
。

阁在

胚胎发育过程 中
,

脂类物质逐渐减少
,

未见

区域性的差异
。

淀粉的消长则与胚胎分化及

器官建成有明显的相关性
。

表 明与胚胎分化

过程 密切 相 关 的 营养物 质不 是 脂 肪 而 是 淀

粉
。

脂肪仅为发育过程 中的能源
。

由上可 以看出
,

离体胚及种子组培的形

态建成途径
,

主要 由胚萌发形成类原球茎
,

继

而形成原球茎
,

伸长成根茎
,

分化出根和芽
,

长成小苗
。

另外
,

原球茎也可不经根状茎培

育出不定芽
,

再诱导生根形成小植株
。

此外
,

使用不 同的激素 如
,

一 可 以使离体

胚经愈伤组织形成胚状体
,

然后形成原球茎

进行形态建成
,

也可 由愈伤组织直接诱导出

丛生不定芽
,

再诱导 出根
,

形成小苗 如 图

所示
。

茎尖
、

侧芽的组织培养研究

自 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将兰花茎尖分生组织诱导形成原球茎并分化

成植株
,

导致 了兰花栽培的变革
,

实现了兰

花生产的工厂化与商品化
。

同时
,

对兰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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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的形态建成的研究发展到现在已进人到细 胞学水平
,

正进一步 向分子生物学水平发展
。

苗小于
根状茎 根

、

芽
种子

、

离体胚 一 类原球茎

⋯
一

原球茎

个
一 ⋯二 不定芽

一 一卜

一 , 卜 生根

愈伤组织 一口
图

胚状体

丛生不定芽

一
诱导根

一
小苗

种子
、

胚形态建成途径

研究表 明
,

比 〕在接种后的茎尖分生组织

的下方无分生能力的薄壁细胞 中
,

首先 出现

了核大
、

质浓的胚性细胞 胚性细胞随后进

行分裂
,

形成小胚性细胞 团
,

进一步分裂形

成体细胞胚的球形胚结构
。

这时
,

可在外植

体表面上看到圆球状突起物
,

这就是球形胚
。

随后在顶端分生组织外侧长出一片子叶
,

并

在相对一侧形成真叶 子叶和真叶围成花瓣

状
,

把顶端分生组织 围在 中间
,

形成 已开始

分化的原球茎
。

外植体在培养基上诱导 出原球茎后
,

下

一步就是对原球茎进行继代培养
,

建立无性

系
。

王熊 川在研究地生兰个体发生途

径时
,

采用 了将原球茎 培养在不加激

素的 琼脂 固体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培

养
,

获 得 无 需 外 源 激 素 仍 增 殖 的 无 性 系

一
。

经过驯化
,

继代培养的原球茎恢

复了内源激素的正常水平和功用
,

为深人研

究激素对兰花个体发生及花芽分化的调控提

供了较理想的实验系统
。

在无激素的继代培

养基上
,

原球茎能无 限增殖
,

不形成 肉眼可

见的芽和根 且无糖源的原球茎也能增殖
,

这

表 明原球茎 已 能进行光 自养生长
。

从 已建立

的 一 无性 系的丛 生 型 上切 下单

个 的 用扫描 电镜观察
,

发现 上布

满发育不 同的分生 区
,

在顶端 已分化出芽原

基 但组织与器官分化要在原球茎发育长大

的基础上进行
,

即芽和根的分化均需一定时

间后 一般 个月 才能相继完成 无激素

条件下
。

随继代进程
,

原球茎的增殖速度远

远大于植株形成的速度
。

综上所述
,

在茎尖和侧芽的组培过程 中
,

兰花的个体发生途径主要是 由体细胞胚发育

成类原球茎
,

往后发育的进程与种子胚的形

态建成途径相似
。

此外
,

外植体除用茎尖和

侧芽外
,

还可用花梗上的休眠芽
,

它可 以 沿

茎尖培养的个体发生途径成苗
,

也可直接启

动
,

形成不定芽
,

再诱导 出根成苗
。

还可用

兰花叶片或不带芽的茎段作外植体
,

这种情

况下
,

首先要经过脱分化形成分生组织或愈

伤组织
,

再沿不 同的途径成苗 见图
。

兰花组培中激素的应用

诱导根

一
成苗

茎尖
、

侧芽 愈伤组织

叶
、

茎段

一
分生组织 原球茎

一休眠芽

续
动形成不定

一
, 导根

一
成 叮 一小苗

图 茎尖
、

侧芽形态建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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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研究兰 花的形态建成和个体发生

途径的过程 中
,

也对激素在兰花组培 中的应

用进行 了一些探索
。

实验证 明
,

闭激素能够诱

导胚发育成原球茎 它还可 以大大地加快个

体发 生 和 形态建成 的速度 川并提高种子 的

萌发率 〕。

就 目前而言
,

应用于 兰花组培 中的外源

激素主要有
,

一
,

一 和 等几

种
。

这几种激素与不 同的培养基配合
,

以及

不 同的浓度和不 同的激素组合
,

所起 的作用

是不 同的
。

同时
,

对不 同的兰花品种来说
,

其

生长发育各阶段所需 的激素也是不 同的
。

一

般说来
,

浓度较高的 对诱导原球茎有

较 好 的 效 果 川 一

。 对 茎 芽分 化有利 而对 原球茎 的

增殖来说
,

可 以不用激素或用浓度较低的激

素即可 一 对花

芽分化有利
‘ 〕而 对诱导根效

果较好
, 一

还可 以促进愈伤组织的形成
。

总之
,

兰花的组培是一个非常完整而复

杂的技术体系
,

现 将 这 种 快繁体系图示如

下

蟀
,

圃巫到一
匡画到 二
尸

勺

画夔董

茎茎顶组织苗苗
病病毒鉴定定

国逆、漏呵
丫全全竺创 遴鬓口

原原球茎增殖殖
建建立无性系系

低低低
‘‘

温温

种种质资源源
保保存存

根芽分
化培养
成植株

优 良单株 —⋯夔司

图 兰花快繁体系图示 〕

讨论与展望

纵观人们对兰花育种工作所进行的研究

可 以发现
,

目前在该领域 中多集 中于组织培

养及激素在组培 中的应用的研究上
,

而且研

究已进人到细胞学水平
,

正 向分子生物学水

平迈进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兰花个体发育过

程中
,

根状茎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

兰花大

多 由根状茎上发芽
,

生根形成植株 而假鳞

茎 可 以抽 生根状茎
,

故可 以研究假鳞茎 大

量抽生根状茎的条件
,

并且直接利用抽生 的

根状茎进行组培
,

以简化组培的程序和设备
,

是兰花工厂化生产的一条捷径
。

兰花种子不易萌发
,

生长发育缓慢
,

其

主要原因就是缺少共生真菌
,

而 目前对兰花

根菌的研究工作进展缓慢
,

深人研究兰花共

生菌根及应用是今后的一个重要课题
。

中国兰花要想走 向世界
,

特别是 占领城

市阳台
,

必须立足育种
。

选育大花
、

绚丽
、

幽

香
、

抗逆的品种
。

而植物 的种间杂交结合染

色体加倍
,

乃是 自然演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

花

卉 中凡大花
、

色艳者常为多倍体
,

而 中国兰

多是二倍体
。

因此
,

以组培为主要手段
,

开

展 中国兰 的多途径综合育种
,

尤其是开展种

下 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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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需要低温处理才能使郁金香在

开花前长到一定 的高度
,

并在预定的时间内

开花
。

利用本地冬春季发展郁金香生产也有

一定的发展前景
,

但必须做到认真筛选品种
,

设法降低种球成本和提高栽培技术
。

降低种球成本的有效方法
,

就是实现

种球生产来源的国产化
,

目前主要方法有 ①

是利用南北气候差异进行地域合作
一 ,

②是利

用本地高海拔山地气候进行试生产
。

上接第 页

属间杂交结合染色体加倍而形成的异源 四倍

体 即双二倍体 具有 十分诱人的前景仁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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