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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贵州省蝴蝶兰组培快繁和驯化移栽提供技术支撑和实践指导，总结了贵阳市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的蝴蝶兰组培快繁技术，主要包括蝴蝶兰外植体的选择、基本培养基的筛选、添加物的选择、组培快繁各
环节培养基配方的确定及操作方法、外植体褐化的防治、蝴蝶兰组培幼苗的驯化移栽及病虫害防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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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兰花型优美，似蝴蝶翩翩起舞，且色彩艳
丽，花期较长，是兰科蝴蝶兰属中一种极具观赏价值
的花卉，被冠以“洋兰皇后”的美誉。近年来，蝴蝶兰
越发受到市场欢迎和消费者青睐，除作盆栽观赏外，
切花市场上也拥有蝴蝶兰的身影，前景非常广阔。
但是，蝴蝶兰在自然条件下繁殖困难且速度较慢，难
以满足日趋增长的市场需求［１－２］。因此，以贵州省贵
阳市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引进的蝴蝶兰新优品种为试
验材料，进行蝴蝶兰的组培快繁研究，以期为蝴蝶兰
新优品种的快速繁殖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１ 外植体的选择与处理

１．１ 外植体的选择
蝴蝶兰组织培养一般选用花梗芽为外植体。其

优势在于取材方便，对取材的植株所产生的损伤较
小，消毒方便等；同时蝴蝶兰花梗芽的诱导率较高，
是一种理想的外植体材料。
１．２ 无菌外植体的建立

将取下的花梗芽用自来水冲洗后，用洗衣粉上
清液浸泡３０分钟左右，并用软刷除去表面的污垢
（要防止伤害到芽体），最后用自来水冲洗３０分钟后
转入超净工作台上，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消毒。第
一步，用７５％的乙醇浸泡３０秒后用无菌水冲洗３
次；第二步，用１％的ＨｇＣｌ２浸泡９分钟后用无菌水
冲洗６次；第三步，用浓度为５００毫克／升的ＰＶＰ浸
泡６分钟。将在ＰＶＰ中浸泡好的花梗芽将两头各
切去１～２厘米，用无菌吸水纸吸干水分去除包叶备
用。

２ 基本培养基的选择

常见 的 蝴 蝶 兰 组 培 中 基 本 培 养 基 有 ＭＳ、１／
２ＭＳ、ＫＣ等［３］。当蝴蝶兰品种不同时所采用的基
本培养基也不尽相同，并且相同品种的蝴蝶兰在组
培过程中的不同环节所采用的基本培养基也有所区
别。经大量研究发现，ＭＳ和１／２ＭＳ为最适宜的基
本培养基。

３ 激素等其他添加物的选择

蝴蝶兰组培在基本培养基中加入适量的植物生
长调节剂，或其他的添加物有利于原球茎的增殖与
分化。研究发现，常见 植 物 生 长 调 节 剂（ＧＡ３、６－
ＢＡ、ＮＡＡ、２，４－Ｄ和ＩＡＡ等）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影
响蝴蝶兰组培快繁的进程。研究表明，高浓度的

ＮＡＡ会抑制原球茎的增殖，低浓度的６－ＢＡ有利于
原球茎的分化。除添加植物生长调节剂外，加入适
量的香蕉泥、苹果泥、马铃薯泥、椰子汁等天然添加
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增加原球茎的诱导率［４］。

４ 外植体褐化的防治

蝴蝶兰在组培快繁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褐化现
象。对其外植体进行遮光处理可以减缓植物组织中
酚类物质的形成，抑制外植体褐变的产生；将培养温
度控制在２０～２５摄氏度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褐化
现象；当培养基ｐＨ值为６．５时外植体的褐化率最
低。另外，适时切除褐变部分和更换新的培养基也
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褐化。在培养基中添加椰子
汁、香蕉泥也能抑制外植体的褐化［５－６］。

５ 不同时期培养基的选择

５．１ 初代培养基
除１／２ＭＳ＋１克／升蛋白胨＋０．２克／升酸水解

酪蛋白＋１０％椰汁＋２０克／升蔗糖＋１０克／升葡萄
糖＋８克／升琼脂外，根据不同的蝴蝶兰品系品种添
加６－ＢＡ（１．０～１０毫克／升）和ＮＡＡ（０．１～０．５毫
克／升）等植物生长调节剂，ｐＨ控制在６．０～６．５。
５．２ 增殖培养基

以ＭＳ为基本培养基，其他添加物与初代培养
基相同。ｐＨ同样控制在６．０～６．５。
５．３ 壮苗培养基

ＭＳ＋蔗糖（２０克／升）＋活性炭（１克／升），ｐＨ
控制在６．０～６．５。
５．４ 生根培养基

以１／２ＭＳ为基本培养基，添加蛋白胨（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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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酸水解酪蛋白（０．２克／升）、蔗糖（２０克／升）、葡
萄糖（１０克／升）、琼脂（８克／升）、活性炭（１．５克／
升）、香 蕉 泥（５０克／升）、苹 果 汁（１０％）和 椰 汁
（１０％），添 加 ＮＡＡ（０．１～０．５毫 克／升）和ＩＢＡ
（０．１～０．３毫克／升）等植物生长调节剂。

６ 外植体的接种与转代

６．１ 外植体的接种
在超净工作台上进行外植体的接种。将消毒完

成的花梗芽上端用解剖刀平切０．５厘米左右，下端
斜切（扩大接触面积）１．０厘米左右。将处理好的外
植体接入初代培养基中（接种过程中要注意芽的方
向，切忌放反）。初代培养每瓶接种２～３个为宜，防
止后期产生污染造成损失。接种完后在瓶上标注材
料名称或编号、接种日期等。放置在（２５±１）摄氏
度，光照强度２　０００～２　５００勒克斯的条件下进行培
养，光照时间每天１２小时。
６．２ 增殖培养

当芽长到２～３厘米，营养芽的两叶片开始展开
可进行增殖培养。增殖培养的密度应适中，密度过
大不利于芽的生长，密度小易浪费空间造成生产成
本的增加，一般为５个。接种完成后应及时标记材
料的名称或编号，继代培养的次数以及日期等信息。
放在（２６±１）摄氏度，光照强度１　５００勒克斯的条件
下进行培养，光照时间每天１２小时。
６．３ 壮苗培养

待增殖培养到一定程度后，可进行壮苗的培育。
在此过程中及时去除基部褐化的部分以及老叶和黄
叶，剔除异变苗。将高度１．０厘米以上的分成单株
进行培养，每瓶一般１５株为宜。较小的芽苗可继续
进行增殖培养，每瓶３５株为宜。在操作过程中要注
意大苗在中间，小苗放在四周，这样有利于光照均
匀。接种完成后，及时标注材料名称或编号、日期
等。放置在（２６±１）摄氏度，光照强度１　５００勒克斯
的条件下进行培养，光照时间每天１２小时。
６．４ 生根培养

剔除异变苗。选取生长健壮，达标的无根芽苗
（茎段长１．５厘米，叶长２．５厘米左右）进行生根培
养。将符合条件的芽苗放到灭菌的盘子中切除基部
褐化的部分，叶片中黄化的部分也应及时除去。此
过程中要防止伤害到芽苗其他部位。放在温度（２６
±１）摄氏度，光照强度２　５００勒克斯 的条件下培
养，光照每天１０小时。

７ 组培苗的分级

根据叶片的颜色、叶片张开幅度等，结合苗高，
将组培种苗分为大苗（高４厘米以上）、中苗（高３～
４厘米）、小苗（高２．５～３厘米）和不合格苗（２．５厘
米以下）。

８ 炼苗与移栽

８．１ 炼苗
一般在进行生根培养２个月后，选取较大的苗

进行炼苗。将瓶苗放置在苗床上，光照强度控制在

５　０００勒克斯左右，温度２２～３０摄氏度，为保证成活
率，先在炼苗温室内将培养瓶全打开或是半打开［７］。
８．２ 出瓶

蝴蝶兰幼苗在炼苗２０天以上就可以进行出瓶
移栽。移栽前将水苔用水泡透后甩干备用。用水苔
包裹蝴蝶兰小苗的根部装入营养钵中，放入苗床进
行管理。一般小苗移栽的成活率高达９０％以上。
培养室的温度２６～３２摄氏度，湿度７１％～７４％；所
需光照在１０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勒克斯；需早晚喷施叶面
肥，应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定期喷施杀菌剂，防止
病虫害的发生。

９ 催花

待其生长到一定尺寸后进行人工催花，以栽培
容器的大小来衡量，可根据品种的观赏需求进行人
工催花。一般当苗生长到８．３～１１．７厘米时进行人
工催花，人工催花的温度为１８摄氏度左右［８］。

１０ 病虫害的防治

蝴蝶兰病害有细菌性病害（软腐病和褐斑病）、
真菌性病害（炭疽病、疫病、灰霉病、烟煤病、黑胫病）
和病毒病（齿舌兰环斑病毒和蕙兰花叶病毒）［９］。蝴
蝶兰的虫害主要有蚧壳虫、红蜘蛛、蓟马和蜗牛等。

病虫害防治应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
在栽培过程中严格控制植株的密度，过密影响空气
的流通，增加病害传播的风险。可合理增施氮肥，提
供充足的光照和水肥，加强室内通风，以此提升蝴蝶
兰植株自身的抵抗力从而进行病虫害的预防。同时
可采用诱虫灯、黄板等手段进行虫害的防治。及时
清理病株、死株。在人工操作时尽量防止机械损伤。
定期喷施杀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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