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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春石斛组培快繁技术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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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报春石斛蒴果为外植体，通过对种子无菌萌发和原球茎诱导、原球茎增殖及

丛生芽诱导、生根壮苗以及移栽驯化的研究，以期建立报春石斛的组培快繁技术体系。结果

表明：培养基 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１＋蔗糖２０ｇ·Ｌ－１最适报春石

斛种子无菌萌发和原 球 茎 的 诱 导；原 球 茎 增 殖 及 丛 生 芽 诱 导 的 最 佳 培 养 基 为 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１＋香蕉泥１００ｇ·Ｌ－１＋蔗糖２０ｇ·Ｌ－１，继代培养４５ｄ，
增殖系数达８．２；最佳生根壮苗培养基为 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ＫＴ　０．５ｍｇ·Ｌ－１＋
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１＋香蕉泥１００ｇ·Ｌ－１＋蔗糖３０ｇ·Ｌ－１＋活性碳１．０ｇ·Ｌ－１，培养３个

月，生根率达１００％，根系较长，苗壮；３—４月是桂林地区移栽报春石斛组培苗的最佳季节，
生根苗在栽培基质Ⅰ（树皮∶水苔∶珍珠岩∶蛭石＝１０∶２∶１∶１，体积比）的长势好于栽培

基质Ⅱ（树皮∶珍珠岩∶蛭石＝１０∶１∶１，体积比），成活率为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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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春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ｕｍ Ｌｉｎｄｌ．）
属兰科石斛属（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多年生草本植物，我

国产 自 云 南 南 部 至 西 南 部，生 于 海 拔１　１００～
１　７００ｍ的山地林中树干上［１］。报春石斛花多色

艳，花姿优雅，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也是杂交育

种的重要亲本之一。此外，报春石斛作为傣药有

悠久的使用历史，具有清热除湿、消肿止痛、杀虫

止痒、补土滋水等功效［２］，梅媛等［３］也报道了报春

石斛含有生物碱类的化学成分。报春石斛虽然未

被中国药典收载，但民间常作为石斛药用品种广

泛使用，致使目前野生资源数量剧减。众所周知，
石斛类兰花传统分株繁殖种苗速度很慢，为了满

足市场需求，报春石斛种苗组培快繁技术已见初

步报道，张莹等［４－５］利用茎尖和茎段为外植体研究

了组培快繁技术及离体培养再生体系。李媛等［６］

以无菌播种苗茎段为外植体，发现不定芽诱导的

适宜 培 养 基 为１／２ＭＳ＋６－ＢＡ　０．５ｍｇ·Ｌ－１＋
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１＋椰乳１００ｍＬ·Ｌ－１，诱导率

９０％；生根培养基为ＭＳ＋ＮＡＡ　０．７５ｍｇ·Ｌ－１＋
土豆泥１００ｇ·Ｌ－１，生根率高达１００％。然而，利
用茎段做外植体或诱导不定芽存在增殖系数较低

的问题，目前报道不足４．０［４－６］。随着石斛属植物

无菌播种技术的成熟，规模化生产多采取“无菌播

种及原球茎诱导－原球茎增殖及丛生芽诱导－丛生

苗生根壮苗－移栽驯化”的技术体系进行优良种苗

的繁育［７－９］。据报道，报春石斛种子最适萌发温度

为２５℃，适宜原球茎诱导和幼苗分化的培养基为

ＫＣ＋ＮＡＡ　０．５ｍｇ·Ｌ－１［１０］。但通过无菌播种进

行规模化快繁种苗的技术体系仍有待完善，特别

是关于原球茎增殖技术的研究尚鲜见报道。鉴于



此，该研究以报春石斛自交结实的种子为试材，研
究无菌播种及原球茎诱导、原球茎增殖及丛生芽

诱导、生根壮苗以及移栽驯化等规模化快繁种苗

的关键技术，旨在建立一套通过无菌播种规模化

生产种苗的快繁技术体系，为其商业化推广奠定

基础，也为资源保护提供解决方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报春石斛于２０１３年引自云南文山，种植

于桂林市 雁 山 区 广 西 植 物 研 究 所 兰 花 种 质 资 源

圃，２０１５年４—５月进行人工自交授粉，１０月采收

种子。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报春石斛种子消毒及接种

２０１５年１０—１１月，将快成熟的未开裂蒴果采

回后，用洗洁精清洗蒴果表面，自来水冲洗３０ｍｉｎ，
置于超净工作台上，用７５％（Ｖ／Ｖ）酒精浸泡１ｍｉｎ，
无菌水冲洗１次，０．１％ＨｇＣｌ２ 浸泡１５ｍｉｎ，无菌

水冲洗５次，备用。

１．２．２　种子萌发和原球茎诱导

将经过消毒的石斛种子接种于种子萌发和原

球茎诱导 培 养 基 上，基 本 培 养 基 选 用 ＭＳ，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１，琼脂５．０ｇ·Ｌ－１，蔗糖２０ｇ·Ｌ－１，

６－ＢＡ浓度分别设置为１．０、２．０、４．０ｍｇ·Ｌ－１，共

３个配方，ｐＨ　５．８。每个配方播种２０瓶。播种后

置于组培室暗培养，待种子萌动变绿后转到光下

培养。

１．２．３　原球茎增殖和丛生芽的诱导

将萌发的原球茎转接到原球茎增殖和丛生芽

诱导的培养基中。１）以 ＭＳ＋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１＋
蔗糖２０ｇ·Ｌ－１为基础配方，开展６－ＢＡ浓度对原

球茎增殖和丛生芽诱导效果研究，６－ＢＡ浓度分别

为１．０、２．０ｍｇ·Ｌ－１。２）在 培 养 基 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 ＋ＮＡＡ　０．１ ｍｇ·Ｌ－１ ＋ 蔗 糖

２０ｇ·Ｌ－１的基 础 上，观 察 附 加 物１００ｇ·Ｌ－１的

马铃薯泥或香蕉泥对原球茎增殖和丛生芽诱导的

影响。除个别处理组因组培瓶较大，每瓶接种约

２００个原球茎，其它处理接种约１５０个原球茎，每

个处理接种２０瓶，重复３次，ｐＨ　５．８。培养条件，

ＬＥＤ光源，光照时间１２ｈ、光强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ｌｘ、温

度（２５±２）℃。继 代 培 养４５ｄ左 右，随 机 挑 选 无

污染的５瓶统计增殖系数，取平均值。

１．２．４　生根壮苗

当丛生芽长出２～３片叶子、高２～３ｃｍ，转接

到生根壮苗培养基中，培养基配方为１）１／２ＭＳ＋
ＮＡＡ　０．８ｍｇ·Ｌ－１＋香 蕉２００ｇ·Ｌ－１＋蔗 糖

３０ｇ·Ｌ－１＋活 性 碳１．０ｇ·Ｌ－１；２）ＭＳ＋６－ＢＡ
１．０ ｍｇ·Ｌ－１ ＋ ＫＴ　０．５ ｍｇ·Ｌ－１ ＋ 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１＋香蕉１００ｇ·Ｌ－１＋蔗糖３０ｇ·Ｌ－１＋
活性碳１．０ｇ·Ｌ－１。每 瓶 接 种１５～２０个 丛 生

芽，每个处理接种３０瓶以上，重复３次，ｐＨ　５．８。
培 养 条 件，ＬＥＤ 光 源，光 照 时 间 １２ｈ、光 强

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ｌｘ、温度（２５±２）℃。培养９０ｄ后，
随机挑选无污染的１０瓶统计生根率、根长及株高

等，取平均值。

１．２．５　移栽驯化

将生根试 管 苗 分 别 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至２０１７
年１月和２０１７年３—４、６—７、９—１０月共４个 时

间段进行移栽驯化。室外练苗１５～３０ｄ，洗净根

部培养基，移栽到经经甲基托布津消毒处理的移

栽基质中，移栽基质Ⅰ，树皮∶水苔∶珍珠岩∶蛭

石＝１０∶２∶１∶１（Ｖ／Ｖ）；移栽基质Ⅱ，树皮∶珍

珠岩∶蛭石＝１０∶１∶１（Ｖ／Ｖ）。用底部带孔的塑

料 育 苗 盘（５４ｃｍ×２８ｃｍ）或 塑 料 杯（９ｃｍ×
１０ｃｍ）种植，每处理种植６０株（丛）以上，３个 重

复。置于 塑 料 大 棚 内，夏 季 用７０％遮 阳 网 遮 阴。
移栽６个月后统计成活率及生长情况。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报春石斛种子萌发及原球茎的诱导

经过２０～３０ｄ的暗培养，报春石斛种子逐渐

变绿，再经过３０～５０ｄ，膨大形成原球茎，观察统

计种子在各种培养基中的萌发情况。结果发现，
报春石斛在含不同浓度６－ＢＡ的培养基中均能萌

发，其中含１．０ｍｇ·Ｌ－１　６－ＢＡ 培 养 基 的 报 春 石

斛种子萌发生长情况最好，其次是含２．０ｍｇ·Ｌ－１

６－ＢＡ培养 基（图１Ａ 和 图１Ｂ）。然 而 随 着６－ＢＡ
浓 度 的 升 高，报 春 石 斛 种 子 在 含 ６－ＢＡ
４．０ｍｇ·Ｌ－１的培养 基 中 容 易 黄 化，甚 至 出 现 原

球茎死亡的现象（图１Ｃ）。种子变绿后，再过３０ｄ
左右，原球茎能够增殖甚至长出丛生芽（图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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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１．０ｍｇ·Ｌ－１　６－ＢＡ培养基；Ｂ．２．０ｍｇ·Ｌ－１　６－ＢＡ培养基；Ｃ．４．０ｍｇ·Ｌ－１　６－ＢＡ培养基。

Ｎｏｔｅ：Ａ．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ｗｉｔｈ　１．０ｍｇ·Ｌ－１　６－ＢＡ；Ｂ．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ｗｉｔｈ　２．０ｍｇ·Ｌ－１　６－ＢＡ；Ｃ．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ｗｉｔｈ　４．０ｍｇ·Ｌ－１　６－ＢＡ．

图１　报春石斛无菌播种

Ｆｉｇ．１　Ａｓｅｐｔｉｃ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ｕｍ

２．２　报春石斛原球茎增殖及丛生芽的诱导

由表１可 知，原 球 茎 分 别 接 种 到 含６－ＢＡ
１．０、２．０ｍｇ·Ｌ－１的培养基上，继代培养４５ｄ后，
原球茎 增 殖 系 数 均 较 高，分 别 达 到７．５、１０．６，生

长情况良好，但丛生芽生长相对较慢（图２Ａ、Ｄ）。
而在含同样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的培养基中分别

添加１００ｇ·Ｌ－１马铃薯泥或香蕉泥后，增殖系数

变化不是很大，但丛生芽生长状况更好，特别是添

加１００ｇ·Ｌ－１香 蕉 泥，叶 色 深 绿，苗 壮，表 现 最

好，增殖系数达到８．２（图２Ｃ）。因此，４个原球茎

增殖及丛生芽的诱导培养基配方效果均比较好，
其 中 添 加１００ｇ·Ｌ－１ 的 香 蕉 泥 效 果 最 佳，即

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１＋
蔗糖２０ｇ·Ｌ－１＋香蕉１００ｇ·Ｌ－１。

表１　报春石斛原球茎增殖及丛生芽的诱导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ｏｃ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ｈｏｏｔ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ｕｍ

序号

Ｎｏ．

６－ＢＡ

／（ｍｇ·Ｌ－１）

附加物及浓度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ｇ·Ｌ－１）

增殖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生长情况

Ｇｒｏｗｔｈ

１　 １．０　 ０　 ７．５±０．９５ｂｃ 良好，生长较慢

２　 １．０
马铃薯泥

１００
６．５±０．５０ｃｄ 良好，生长快

３　 １．０
香蕉泥

１００
８．２±０．４５ｂ

最好，生长快，

叶色深绿

４　 ２．０　 ０　 １０．６±０．７５ａ 良好，生长较慢

　　注：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ｎ＝３；同列数据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Ｎｏｔｅ：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ｐｌｏ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ｎ＝

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注：Ａ．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１＋蔗糖２０ｇ·Ｌ－１；Ｂ．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１＋马

铃薯泥１００ｇ·Ｌ－１＋蔗糖２０ｇ·Ｌ－１；Ｃ．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１＋香蕉泥１００ｇ·Ｌ－１＋蔗 糖２０ｇ·Ｌ－１；

Ｄ．ＭＳ＋６－ＢＡ　２．０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１＋蔗糖２０ｇ·Ｌ－１。

Ｎｏｔｅ：Ａ．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１＋ｓｕｇａｒ　２０ｇ·Ｌ－１；Ｂ．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１＋

ｍａｓｈｅｄ　ｐｏｔａｔｏｅｓ　１００ｇ·Ｌ－１＋ｓｕｇａｒ　２０ｇ·Ｌ－１；Ｃ．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１＋ｍａｓｈｅｄ　ｂａｎａｎａ　１００ｇ·Ｌ－１＋

ｓｕｇａｒ　２０ｇ·Ｌ－１；Ｄ．ＭＳ＋６－ＢＡ　２．０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１＋ｓｕｇａｒ　２０ｇ·Ｌ－１．

图２　报春石斛原球茎增殖及丛生芽的诱导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ｏｃ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ｈｏｏｔ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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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报春石斛生根壮苗试验

选择生长健壮、苗长２～３ｃｍ的报春石斛丛

生芽接种到生 根 壮 苗 培 养 基 中，１个 月 和３个 月

后分别观察 统 计 组 培 苗 的 生 根 壮 苗 情 况（表２）。
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报春石斛丛生芽在１／２ＭＳ＋
ＮＡＡ　０．８ｍｇ·Ｌ－１＋香蕉泥２００ｇ·Ｌ－１＋蔗糖

３０ｇ·Ｌ－１＋活 性 碳１．０ｇ·Ｌ－１培 养 基 上 生 根

率虽为１００％，但 植 株 生 长 较 差，根 系 短，根 长 为

６．８ｃｍ，株高为５．７ｃｍ（图３Ａ、Ｂ）。而 在 培 养 基

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ＫＴ　０．５ｍｇ·Ｌ－１＋
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１＋香蕉泥１００ｇ·Ｌ－１＋蔗糖

３０ｇ·Ｌ－１＋活性碳１．０ｇ·Ｌ－１的生长则表现越

来越好，组培苗叶片呈深绿色，１００％生根，根长为

１０．６ｃｍ，株高为９．５ｃｍ（图３Ｃ、Ｄ）。

表２　报春石斛生根壮苗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ｏｆ　Ｄ．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ｕｍ

基本培养基

Ｂａｓａｌ　ｍｅｄｉｕｍ

激素及浓度

Ｐｈｙｔｏｈｏｒｍｏ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ｇ·Ｌ－１）

附加物及浓度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ｇ·Ｌ－１）

生根率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根长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ｃｍ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ｃｍ

１／２ＭＳ　 ＮＡＡ　０．８ 香蕉泥２００　 １００　 ６．８±０．４５ｂ ５．７±０．７６ｂ

ＭＳ　 ６－ＢＡ　１．０＋ＫＴ　０．５＋ＮＡＡ　０．２ 香蕉泥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６±０．６２ａ ９．５±１．２１ａ

　　注：Ａ．１／２ＭＳ＋ＮＡＡ　０．８ｍｇ·Ｌ－１＋蔗 糖３０ｇ·Ｌ－１＋活 性 碳１．０ｇ·Ｌ－１，１个 月；Ｂ．１／２ＭＳ＋ＮＡＡ　０．８ｍｇ·Ｌ－１＋蔗 糖

３０ｇ·Ｌ－１＋活性碳１．０ｇ·Ｌ－１，３个月；Ｃ．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ＫＴ　０．５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１＋香蕉泥１００ｇ·Ｌ－１＋

蔗糖３０ｇ·Ｌ－１＋活性碳１．０ｇ·Ｌ－１，１个 月；Ｄ．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ＫＴ　０．５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１＋香 蕉 泥

１００ｇ·Ｌ－１＋蔗糖３０ｇ·Ｌ－１＋活性碳１．０ｇ·Ｌ－１，３个月。

Ｎｏｔｅ：Ａ．１／２ＭＳ＋ＮＡＡ　０．８ ｍｇ·Ｌ－１＋ｓｕｇａｒ　３０ｇ·Ｌ－１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１．０ｇ·Ｌ－１，１ ｍｏｎｔｈ；Ｂ．１／２ＭＳ＋ＮＡＡ

０．８ｍｇ·Ｌ－１＋ｓｕｇａｒ　３０ｇ·Ｌ－１＋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１．０ｇ·Ｌ－１，３ｍｏｎｔｈｓ；Ｃ．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ＫＴ　０．５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１＋ｍａｓｈｅｄ　ｂａｎａｎａ　１００ｇ·Ｌ－１＋ｓｕｇａｒ　３０ｇ·Ｌ－１＋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１．０ｇ·Ｌ－１，１ｍｏｎｔｈ；Ｄ．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

ＫＴ　０．５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１＋ｍａｓｈｅｄ　ｂａｎａｎａ　１００ｇ·Ｌ－１＋ｓｕｇａｒ　３０ｇ·Ｌ－１＋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１．０ｇ·Ｌ－１，３ｍｏｎｔｈｓ．

图３　报春石斛生根壮苗培养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ｏｆ　Ｄ．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ｕｍ

２．４　报春石斛移栽驯化

报春石斛生根后的瓶苗移栽后６个月统计成

活率（表３），结果发现，３—４月移栽的报春石斛，
成活率最高，２种 移 栽 基 质 配 方 的 成 活 率 均 超 过

９０％，且长势很好（图４Ａ、Ｂ）；其次是９—１０月移

栽，移 栽 基 质Ⅰ和 移 栽 基 质Ⅱ的 成 活 率 分 别 为

８５．７％和７５．０％（图４Ｃ）；６—７月 移 栽 成 活 率 均

在５５％左右，生 长 势 很 差，这 可 能 与 该 季 节 高 温

高湿容易导致病害有关；１２月至翌年１月的移栽

成活率分别为６６．７％和６１．１％，但成活后生长势

较弱，表现很差，这可能与冬季移栽后生长恢复较

慢而影响了后期生长（图４Ｄ）。此外，含有少量水

苔移 栽 基 质Ⅰ表 现 稍 好 于 不 含 水 苔 的 移 栽 基

质Ⅱ。

３　结论与讨论

石斛属植物大多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或观赏

价值，因而针对该属植物的组培快繁技术报道较

多，特别是号称“十大仙草”之一的铁皮石斛已经

实现规模化生产［９，１１］。报春石斛目前研究组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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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Ａ．３—４月移 栽，移 栽 基 质Ⅰ；Ｂ．３—４月 移 栽，移 栽 基 质Ⅱ；Ｃ．９—１０月 移 栽，移 栽 基 质Ⅰ；Ｄ．１２月 至 翌 年１月 移 栽，移 栽 基

质Ⅰ。

Ｎｏｔｅ：Ａ．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ｃｈ　ｔｏ　Ａｐｒｉｌ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ｕｍ Ⅰ；Ｂ．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ｅｄ－

ｌ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ｃｈ　ｔｏ　Ａｐｒｉｌ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ｕｍⅡ；Ｃ．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ｕｍ Ⅰ；

Ｄ．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ｎｅｘ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ｕｍⅠ．

图４　报春石斛组培苗移栽驯化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Ｄ．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ｕｍ

表３　报春石斛组培苗移栽驯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Ｄ．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ｕｍ

移栽时间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移栽基质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ｍｅｄｉｕｍ

成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生长情况

Ｇｒｏｗｔｈ

３—４月
移栽基质Ⅰ ９２．３±０．９１ａ 好

移栽基质Ⅱ ９１．４±１．３２ａｂ 好

６—７月
移栽基质Ⅰ ５７．７±３．０２ｆｇ 很差

移栽基质Ⅱ ５４．１±１．８６ｇｈ 很差

９—１０月
移栽基质Ⅰ ８５．７±１．３５ｃ 较好

移栽基质Ⅱ ７５．０±２．２４ｄ 较好

１２月至翌年１月
移栽基质Ⅰ ６６．７±３．６８ｅ 很差

移栽基质Ⅱ ６１．１±２．８２ｅｆ 很差

　　注：移栽基质Ⅰ．树皮∶水苔∶珍珠 岩∶蛭 石＝１０∶２∶１∶１；移 栽 基

质Ⅱ．树皮∶珍珠岩∶蛭石＝１０∶１∶１。

Ｎｏｔｅ：ｍｅｄｉａⅠ．ｐｉｎｅ　ｂａｒｋ∶ｓｐｈａｇｎａ∶ｐｅｒｌｉｔｅ∶ｖｅｒｍｉｃｕｌｉｔｅ＝１０∶２∶

１∶１；ｍｅｄｉａⅡ．ｐｉｎｅ　ｂａｒｋ∶ｐｅｒｌｉｔｅ∶ｖｅｒｍｉｃｕｌｉｔｅ＝１０∶１∶１．

繁主要以茎段为外植体诱导，具有能够较好保持

母 体 优 良 性 状 的 优 点，但 诱 导 率 较 低 （不 足

５０％），比较浪 费 材 料［４－５］。随 着 石 斛 属 以 及 兰 科

其它植物越来越多无菌播种技术的成功，发现通

过无菌播种规模化快繁种苗更简单、快捷，而且育

苗成本更低［１２－１５］。鉴于此，报春石斛无 菌 播 种 技

术也受到重视，余乐［１０］报道了报春石斛无菌播种

技术，发现原 球 茎 诱 导 率 达 到９０％左 右，还 发 现

不添加激素或者激素浓度过高虽能诱导萌发，但

诱导率降低，或者萌发时间推迟，甚至出现原球茎

死亡的现象。该研究发现，在ＮＡＡ为０．１ｍｇ·Ｌ－１

不变的情 况 下，报 春 石 斛 种 子 萌 发 质 量 随６－ＢＡ
浓度的升高而降低，于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浓度下

表现最好，而高浓度（６－ＢＡ　４．０ｍｇ·Ｌ－１）下会出

现原球茎死亡的现象。
增殖系数 的 高 低 是 组 培 快 繁 的 关 键 技 术 之

一。该 研 究 结 果 表 明，原 球 茎 在 含６－ＢＡ　１．０、

２．０ｍｇ·Ｌ－１浓度以及１００ｇ·Ｌ－１马铃薯或香蕉

的培养基中 生 长６０ｄ后，原 球 茎 增 殖 系 数 达 到

６．５以上，远高 于 前 人 利 用 茎 段 进 行 增 殖 的 增 殖

系数（不 足４．０）［４－６］。该 研 究 还 筛 选 了 最 适 原 球

茎增 殖 和 丛 生 芽 诱 导 的 培 养 基，即 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 ＋ＮＡＡ　０．１ ｍｇ·Ｌ－１ ＋ 蔗 糖

２０ｇ·Ｌ－１＋香蕉１００ｇ·Ｌ－１，原 球 茎 增 殖 系 数

达到约８．２（继代 培 养４５ｄ），且 丛 生 芽 生 长 表 现

良好。石斛属植物组培苗瓶内生根相对较易，未

见不能生根的 报 道，该 试 验 筛 选 的 培 养 基 ＭＳ＋
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１＋ＫＴ　０．５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２ ｍｇ·Ｌ－１ ＋ 香 蕉 １００ｇ·Ｌ－１ ＋ 蔗 糖

３０ｇ·Ｌ－１＋活性碳１．０ｇ·Ｌ－１更适合报春石斛

丛生苗 的 生 根 壮 苗 培 养，生 根 率１００％，根 系 长，
组培苗健壮，叶片深绿色。

前人对报春石斛移栽驯化的研究表 明，组 培

苗移栽到 湿 润 的 水 苔 中 或 者１／３水 苔＋１／３锯

末＋１／３珍珠岩作基质，成活率 均 达 到９０％［４－６］。

然而，桂林地区阴雨天气较多，特别是高温高湿的

夏季，容 易 引 起 石 斛 属 植 物 根 系 和 假 鳞 茎 腐

烂［１６］，因而不宜利用水苔做基质。为此该试验选

择了少用或不用水苔，同时发现在桂林地区３—４
月最适合移 栽 报 春 石 斛，成 活 率 高 于９０％，含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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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水苔的移栽基质Ⅰ（树皮∶水苔∶珍珠岩∶蛭

石＝１０∶２∶１∶１）成活率稍高于不含水苔的移栽

基质Ⅱ（树皮∶珍珠岩∶蛭石＝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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