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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春兰组织培养初探 

孙志栋 陈惠云 ， 葛 红 王晓武 
(1 j：波市农科院，浙江宁波 315040；2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中国春兰原球茎液体和固体交替培养繁殖速率快于单一固体或液体培养。原球茎诱导培养基配方 1／2MS+ 

0．7％琼脂糖 +30g蔗糖 ++0．0l％活性炭，pH值为 5．4—5．6。增殖培 养基配方 1／2MS+0．1—0．5BA+0～0．O1NAA 

(+0．7％琼脂糖)+30g蔗糖 +0．1％活性炭，pH值为 5．2—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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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春兰(Cymbidiumgoeringii(Rchb．f．)Rchb．f．)是 

中国兰化大家族中品种最丰富多彩的一个种，也是繁殖最 

困难的⋯个种之一，一般繁殖系数很低，最多 1年 2—3 

倍，而那 名贵品种繁殖系数更低些，如莳养不当，兰草可 

能越养越少。随着前儿年国兰野生资源遭毁灭性破坏，国 

兰品种已濒临灭绝的边缘。因此，加快国兰的繁殖速度， 

更好地保护国兰品种资源，已成为当前我国兰花科学研究 

的重点和热点。目前兰花组织培养在洋兰诸如大花蕙 

兰⋯、蝴蝶兰[引、文心兰[ ]等实施工厂化生产比较成熟，国 

兰除少数几个种如墨兰l引、虎头兰l5 J等也比较成功外，其 

它国兰成功的鲜有报道。本项 目以中国兰花最具代表的 

春兰为研究材料，试图找出国兰通过组织培养获得快速繁 

殖的方法，为国兰的品种开发和其它圉兰的快速繁殖提供 

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实验材料：中国春兰(Cymbidium goeringii(Rchl1．f．) 

Rchb．f．)品种。 

实验主要设备：VS一840u型生物洁净工作台，HZP～ 

150型全震荡培养箱。 

培养基：原球茎诱导培养基配方 1／2MS+0．7％琼脂 

糖+30g蔗糖 +0．0l％活性炭，pH值为5．4—5．6。增殖培 

养基配方①号为 1／2MS+0．1—0．5BA+0—0．01NAA+0． 

7％琼脂糖 +30g蔗糖 +0．1％活性炭，pH值为 5．2—5．4； 

增殖培养基配方 ②号为 1／2MS+0．1—0．5BA+0— 

0．01NAA+30g蔗糖+0．1％活性炭，DH值为5．2—5．4。 

1．2 方法 

取芽或种荚先用洗洁精泡洗 30min，然后用自来水冲 

洗干净，搁燥后在超净台上用 75％酒擦洗外表，冉在 1％ 

升汞中浸洗约5—6min，用无菌水反复冲洗 3—4次，搁干。 

切去茎芽外包被或解剖种荚，取芽尖或种子接种于原球茎 

诱导培养基。其间如发现材料污染，应及时处理转接 约 

4—6个月诱导出籽麻大小原球莘，转接到增殖培养基① 

号，培养 1—2个月转接到增殖培养基②号，交替培养2—3 

次，原球茎增多可切割成数小块。置于 HZP一150型全震 

荡培养箱内培养，温度控制在 24℃一26℃，转速调至 80— 

100rpm。 

2 结果与讨论 

芽或种子接种到原球茎培养基，约 4—6个月诱导出 

籽麻大小浅绿色原球茎，转接到增殖培养基①号培养约 1 

个月，原球茎长至米粒大小，与增殖培养基② 号交替培养 

2—3个月，原球茎增殖速度加快，形成由许多原球茎组成 

的指状大小原球茎团(见图 1)。经分割转接至增殖培养 

基① 号和② 号交替培养，在全震荡培养箱内培养(24— 

26℃，80—100rpm)约 15—20d，几乎每个原球茎上可长出3 

— 4个白色籽麻粒大小原球茎(见图2)；约 30—4o d，原球 

茎多的可增JJnY-U十余个，大的长至有米粒大小，这样分割 

继代培养多次，原球茎增殖系数可大大提高。 

实验结果表明，采用增殖培养基①号或增殖培养基② 

号交替培养，比单独使用一种培养基效果要好。采用增殖 

培养基①号培养原球茎，一般在静止状态下培养，增殖速 

度较慢，约需40 50d才长出 1—3个籽麻状大小原球茎， 

但原球茎较为粗壮；而采用增殖培养基②号在全震荡培养 

箱内培养，一般 30—40d可长出 3—4个原球茎，繁殖系数 

相对较高，但原球茎长的相对比较细弱，不及固体培养基 

健壮 

一 一 
图 1 诱导的春兰原球茎 图2 增殖培养的春兰原球茎 

培养基的形态，对组织、细胞等外植体的生长过程、生 

长速度具有较大影响。固体培养基的优点是固定外植体 

位置，生长过程和性状便于观察，其缺点 (下转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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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中看出，小麦产量随着穗数的增加而逐步提高， 

当产量达到530kg／666．7m2以上时，穗数在 43．26—49．8O 

万／666．7m2范围内，若突破50万／666．7m2，因穗部性状变 

劣，产量在500kg／666．7m2以下。 

将表中5个中穗型品种的产量(y)与穗数(x )、穗粒数 

(X2)、千粒重( )，用逐步回归方法建立回归方程如下：Y= 

一 763．189+9．054x1+14．960x~+9．722x3。 

复相关系数 R=O．942，呈极显著相关，用 F值测验，F 

= 26．125>Fo 方程达极显著标准。从方程的标准回归 

系数得出：bXl=0．929，bX2=0，908，bX3：0．576，可见在影 

响高产小麦的三因素中，穗数是主导因素，穗粒数略次于 

穗数，屈居第二，千粒重的作用最小。 

将表中5个中穗型品种的产量(y)与穗数(x )、穗粒重 

(x2)用逐步回归方法建立回归方程如下：Y=一369．823+ 

9．344x1+360．938x2。 

复相关系数 R=0．936，呈极显著相关，用 F值测验，F 

= 38．697>Fo 0 ，方程达极显著标准。从方程的标准回归系 

数得出：bXl=0．958，bX2=1．106，可见在影响高产更高产 

(600ks／666．7 以上)的二因素中，穗粒重是主导因素，穗 

数降为次要地位。(若去掉632．9kg／666．7 的多丰 2000， 

其方程为：y=一393．74+9．613x1+371．65lx2，R=0．888，F 

= l8．683>Fo-01，呈极显著相关，方程达极显著标准。hX1 

= 1．238，bX2=1．132，穗数是主导因素，穗粒重屈居第二)。 

将表中4个中穗型品种 ll点次小区高产栽培试验、 

高产攻关的穗数(Y)与基本苗、冬前总茎数、最高总茎数 

(x)，用逐步回归方法建立回归方程如下：Y=4．982+O． 

372x。 

复相关系数R=0．929，呈极显著相关，经 F值测验，F 

= 45．599>Fo 01，方程达极显著标准。说明最高茎数与穗 

数有密切关系，最高茎数越多，穗数就越多。而最高茎数 

的多少，与年后幼苗阶段生长时间长短、积温多少有关。 

小麦返青早，年后幼苗阶段生长~'-JN长、积温多的年份，能 

够促进中等分蘖生长发育，提高其成穗数，大大增加穗数， 

往往突破适宜范围的穗数高限⋯。小麦返青晚，越冬时间 

长，麦株体内消耗有机物质多，年后幼苗阶段次生根和绿 

叶面积少，光合能力低，有机和无机营养不足，导致分蘖成 

穗率低，穗数往往不足_2j。因此，应根据不同年份小麦返 

青早晚、返青至起身期积温多少，采取相应技术措施，促进 

或控制分蘖生长发育，达到穗足不倒，穗多粒饱。 

3 讨论 

小麦进入高产(400—600kg／666．7m2)阶段 3 J，穗数仍 

然是构成产量三因素中的主导因素，产量随着穗数的增加 

而逐渐提高，但当穗数增加到一定值时，产量则出现下降 

的趋势。中穗型品种，产量400—500kg／666．7 ，适宜的穗 

数 4o万／666．7m2，范围34—45万；产量 500—600ke／666． 

7m2，适宜的穗数 47万／666．7 ，范围43—50万。穗数若 

超过 5O万／666．7m2，增加穗数提高的产量，往往弥补不了 

导致穗粒数的减少、千粒重的减轻而引起产量的降低。 

小麦进入高产更高产(600kg／666．7m2以上)阶段_3 J， 

穗粒重则是构成产量的主导因素，增加穗粒数、提高粒重 

是栽培的主攻方向。中穗型品种实现高产更高产比较稳 

妥，适宜的穗数 4o一45万／666．7m2，穗粒数4o一45个，千 

粒重40—45g，穗粒重 1．6—2．0g。 

小麦的穗数，取决于年后最高茎数的多少，最高茎数 

多，穗数就多，最高茎数少，穗数则少。最高茎数的多少， 

则取决于年后幼苗阶段时间长短、积温多少。因此，应根 

据不同的年份，采取相应栽培措施。促进或抑制分蘖生长， 

以获得穗足不倒，穗大粒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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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外植体仅与部分培养基接触，营养供应范围小，且易 

于局部积累外植体代谢所产生的有害物质。液体培养基 

的最大优点是增加外植体与培养基的接触面，改善营养供 

应，外植体生长速度较快，同时可避免代谢有害物质的积 

累，但其缺点是透气性差，且外植体难以固定位置进行性 

状和生长过程观察。但液体培养在震荡条件下可以适当 

改善气体的交换。 

此外，培养基的形态，也与组织的器官建成有一定影 

响，通常情况下固体培养基有利于诱导愈伤组织，而液体 

培养则有利于细胞和胚状体增殖，囚此液体培养基和固体 

培养基交替培养春兰原球茎，有利于组织的快速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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