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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兰科植物组培快繁及遗传转化研究进展

于 岩

（黑河市瑷珲对俄进出口加工基地管理委员会，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摘 要］ 兰科植物是一类具有极高观赏价值的植物，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作为高尚人格的象征，在近

代更是成为观赏植物中的稀缺品种。为大量繁殖性状优良的兰科植物品种，满足观赏植物的市场需求，对于

兰科植物加强植物组织培养与遗传转化的研究成了研究重点。本文就这两个研究重点进行讨论，为大量培

育兰科植物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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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培养是一种利用植物细胞全能性对外植体

进行培养，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性状统一个体的植物繁

殖方法。该方法是观赏兰科植物培养中最常用的快速培

养方法，其最大的优点是高效与性状稳定。积极推广应

用该项技术，对于稀缺品种兰科植物的大量繁殖有着极

为重要的意义。

遗传转化是指同源或异源的游离DNA分子（质粒和

染色体DNA）被自然或人工感受态细胞摄取，并得到表

达的水平方向的基因转移过程。由于该方法出现较晚，所

以研究相对较为浅显，在兰科植物培养中的应用时间较

短。但是，由于其能够大范围改变兰科植物的性状，所以

受到了广泛关注，是未来兰科植物性状改良的重要方法。

1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概述

1.1 外植体的选择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虽能大量、快速培养植物，但是需

要适当的植物组分作为外植体。从理论上分析，植物细

胞具有全能性，无论选择哪一部分作为外植体，均能够顺

利培养出新的植株。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外植体的选择

往往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其中外植体的培养难度及外

植体对母体植物的影响是必须考虑的两大因素。对于观

赏兰科植物的培养，外植体通常选用茎尖，茎尖作为外植

体进行培养的成功率相对较高，同时又能够最大程度地

降低外植体选用对母体的影响。在培养阶段，通常通过

切割原球茎来提高植物自身的繁殖速度，切割的位置与

方式不同会导致植物繁殖的效果不同［1］。

1.2 培养基的配方选择

外植体之所以能够发育成完整植物，需要在培养外

植体的培养基中添加适宜比例的营养物质与植物激素。

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的比例会影响到外植体根与芽的分

化，只有两者比例适宜，外植体才能顺利分化。同时，蔗

糖是外植体培养中的碳源，控制好其比例会对组织培养

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进行组织培养的培养基要

求无菌，一旦掺入杂菌就会导致外植体腐烂，不能够完成

培养工作。

1.3 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进行兰科植物组织培养通常有 3种方法，按照选用

培养基的种类可以分为液体、固体、半固体3种。基于试

验结果，发现液体培养基虽繁殖速度最快，但是培养的植

株比较细小，不利于后续的培养；固体培养基虽然能够保

证培养植株的生长状态，但是其繁殖速度最慢。所以，应

结合实际共同使用多种方法［2］。

2 遗传转化概述

2.1 靶材料的选取

选好材料是获取成功的关键，遗传转化中常用原球

茎和愈伤组织作为靶材料。原球茎易诱导，转化后也易

分化成苗，但转化后易产生嵌合体，不利于鉴定筛选；愈

伤组织在无效性状的去除上占有优势，但需解决成活率

较低的问题。

2.2 标志基因与筛选方法

对于进行遗传转化的植物，必须找到有效的筛选基因

与筛选方法，其中新霉素磷酸转移酶基因就是常用的标志

基因，对于植株的筛选往往需要使用筛选培养基。在筛选

过程中需要考虑亲本植株的天然抗性，适当提高筛选培养

基的物质浓度，才能够有效避免假阳性植株被筛出［3］。

3 兰科植物培养转化发展前景

观赏兰科植物市场需求旺盛，这就要求尽快推进兰

科植物的培养与性状改良工作。随着生物知识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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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技术创新对林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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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管理局孟滦林场，河北 围场 068450）

［摘 要］ 林业技术创新对林业可持续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结合我国林业发展现

状，探究林业技术创新对林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对策，以期有助于实现人与自

然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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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环保理念和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人们逐

渐意识到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是，目前我

国林业发展面临着极大的困境，改革迫在眉睫。

1 我国林业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发展经济，在经济发

展的过程中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导致大片森林被采

伐。尽管已经对以前破坏的森林进行了修复，但仍存在

很多问题。例如，人们的环保意识需要提高；如何快速

发展经济和如何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需要协调；如何合

理地发展林业经济，让林场不只是通过采伐林木来获得

利益。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促进林业的发

展。与此同时，目前林场自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

如，森林树种分布不均匀，林木种类单一，导致森林病虫

害抵抗能力降低；我国的林业保护法律政策不够完善，

森林的破坏者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严惩，森林并没有得到

有效的保护。

2 林业技术创新对林业发展的影响

2.1 提高林业科技成果转化率

我国国土资源辽阔，地理环境非常复杂，所以不同地

域影响林木生长的因素也不相同。林业技术推广一般仅

限于当地，很多情况下并不能适应其他的地域环境，因此

无法做到大范围推广。为了提高林业技术推广成效，需

要结合当地林业资源的地理环境，针对林业技术进行相

应的调整，保障林业技术和当地地理环境相适应，才能保

证林业技术在当地生态林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

而保证林木健康生长，提升林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2.2 通过科技化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林业发展过程中，生产模式是比较重要的影响因

素之一。传统的营林生产往往采用粗放式生产模式，也

就是说，林业经济利益的获取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

兰科植物培养呈现出更多新的特征。

3.1 组织培养技术普及

兰科植物通常符合市场中以稀为贵的规律，对于特

别珍稀的植物通常会采用更为安全、高效的繁殖方式，组

织培养就是一种有效的培养方法。随着生物技术的发

展，组织培养将向着更加高效而又简便的方向发展，尽快

推广组织培养技术是未来兰科植物培育的必经之路。

3.2 基因转化产生优良品种

基因转化能够丰富兰科植物的性状，创造更多具有

观赏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新品种，基因转变技术也是未来

兰科植物培养技术发展的重点方向。而如何让转化更为

高效地进行，如何筛选转化性状，如何稳定转化后的植

株，则是未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4］。

4 结语

兰科植物是我国特有的观赏植物，其所蕴藏的文化

底蕴与我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而生物技术是推进观赏

兰科植物培养工作的重要动力，其中组织培养技术与遗

传转化技术又是推广较广、使用前景最为明朗的 2种典

型技术，积极推广与应用这两种技术是解决兰科植物种

类较少、培养困难等一系列问题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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