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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CO2和蔗糖对蝴蝶兰组培苗生长及光合的影响 

尤海波， 毕洪文， 谭 巍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园艺分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69) 

摘 要：研究了组培微环境中蔗糖、CO。浓度和光照在生根阶段对蝴蝶兰组培苗生长的影响。结果 

表明，培养基中添加1O％蔗糖对蝴蝶兰组培苗的生物量形成有显著影响。在低光条件下，蔗糖的添 

加对植株生长的影响更加明显，表明直接吸收培养基中的蔗糖仍是组培苗获取碳源的方式之一。提 

高光照强度显著增加了植株鲜重。提高CO。浓度可进一步增加组培苗的生长量，生长发育具有明 

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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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Illumination，CO2 and Cane Sugar Intensive on the Growth and Photosynthesis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of Moth orch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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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ticulture Sub-academy，Heilongjiang Academy ofAgricultural Sciences，Haertdn，H t∞gjiang 150069，China) 

Abstract：Influences of the concentrations of cane sugar and CO2，light intensity on the growth of tissue 

cultured seedlings of Moth orchid in the rooting stage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ame sugar 

with a concentration of 10 added in the culture media could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biomass formation of 

the seedlings．Under low light intensity the addition of cane sugar in the media had extrema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seedlings，indicating that direct absorption from the media was one of the ways for 

the seedlings to obtaine carbon sources．To increase light intensity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fresh 

weight of seedlings．To increase the concentration of CO2 could promopte the growth of the seedlings，ex— 

hibiting remarkable advantages for the grow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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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Moth orcid)属于单茎性气生兰，结实 

率很低，而且植株上极少发育侧芽，繁殖系数低，比 

其他种类的兰花更难进行常规无性繁殖，组织培养 

是蝴蝶兰快速繁殖的重要手段[1]。商业化的兰花组 

培苗生产仍然存在幼苗生长缓慢、繁殖倍率低、容易 

玻璃质化、驯化期根部发育不良、死亡率高等问题， 

这些问题限制了蝴蝶兰的产业化生产。近年来，蝴蝶 

兰的组培快繁研究多注重于外植体形态建成所需的 

生长调节物质配比，而较忽视其他组培微环境的影 

响[2 ]，特别是在蝴蝶兰的组织培养中，这方面的研 

究几近空白。事实上，环境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组培苗的生长。移栽前的组培苗状态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移栽后的生长。有效的组培快繁既要求较高 

的繁殖系数，也要求组培苗有良好的生理基础，这样 

方可减少在移栽驯化过程中的损失[4_ 。本试验以蝴 

蝶兰组培苗为材料，研究生根阶段组培微环境中光 

照、CO。浓度和蔗糖对蝴蝶兰组培苗生长和光合速 

率的影响，以期为组培快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 

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和处理 

试验于2004年进行。将未生根的蝴蝶兰组培苗 

分别转接到添加 1O 蔗糖和 3O 蔗糖的生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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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上，并设置光照强度为18．75 tanol·m ·$--1和 

61．5 mol·m ·s 2种和350 ·L～、700 鋈 

· L C0 2种浓度。培养容器采用带滤纸的封口膜 

封口，光照度通过控制生物镝灯高度进行调节，COz 

浓度通过强制换气系统控制。生根温度为(25士 

2)℃，光照时间 12 h·d_。，环境中相对湿度为 

70 ，生根培养50 d后测定生理指标。 

表 1 试验因素水平 

Tablel Experiment factor level 

注：A代表蔗糖浓度；B代表 cO2浓度；C代表光强。 

1．2 测定方法 

1．2．1 生长形态指标测定 50 d后，各处理随机 

取样5株，测定株高、根长、鲜重和干重。 

1．2．2 色素含量测定 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1．2．3 净光合率测定 采用极谱氧电极法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生根阶段蔗糖、CO 浓度和光照强度对蝴蝶兰 

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生根处理50 d后，蝴蝶兰组培苗植株的鲜重差 

异见图1。 

1 2 3 4 5 6 7 8 

处理序号 

图1 生根阶段蔗糖、CO：浓度和光照强度对蝴蝶兰 

组培苗鲜重的影响 

Fig．1 Influences of cane sugar intensive，COz and intensity 

of illumination On fresh weight of fissure culture 

seedling of orctu'd in rhizogenesis period 

1 2 3 4 5 6 7 8 

处理序号 

图2 生根阶段蔗糖、CO：浓度和光照强度对蝴蝶 

兰组培苗干物质含量的影响 

Fig 2 Influences of cane sugar COz concentration 

and intensity of illumination On dried substance 

content of fissure culture seedlings 

图1、图2显示，2种光照强度下，以培养基中添 

加10 蔗糖同时提高环境中CO 浓度的处理鲜重 

最大。较高光照度下，各处理植株鲜重达到较低光照 

条件下的2倍。高光强下，CO 浓度的影响较小，低 

糖、高CO 浓度的植株鲜重比高糖、低CO 浓度的 

植株鲜重高；而低照度下，添加蔗糖的鲜重更高。 

蔗糖对于物质含量有显著影响。10 蔗糖的植 

株均干物质含量较高，一般比不加糖的组培苗高的 

3o9／6左右，但处理4的干物质含量与处理8的干物 

质含量无显著差异(图2)。可见，提高光照强度同时 

增加CO 浓度可有效的减小蔗糖对植株干物质含 

量的影响。 

各处理根系生长以添加蔗糖的为佳，但彼此间 

根长差异不大，株高随CO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高 

光照度下更为明显(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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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序号 

图 3 生根阶段蔗糖、COz浓度和光照强度改变对 

蝴蝶兰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Fig 3 Influences of cane sugar c02 concentrations and intensity 

of illumina tion on growth of fissure culture seedlings 

2。2生根阶段蔗糖、CO 浓度和光照强度对蝴蝶兰 

组培苗色素含量的影响 

从图4和图 5可见，高光强下培养的植株叶绿 

素含量较高，增施 CO 较高光强下，蔗糖对植株叶 

中叶绿素含量的影响高于CO 的影响。蝴蝶兰苗在 

移栽时具有较高的光合能力。高光强下处理的植株 

的光合速率略高于低光强的，2种光照度下，以蔗糖 

补充碳源时组培苗的光合速率下降，而提高CO 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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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植株的光合能力显著提高。 

门 
l 2 3 4 5 6 7 8 

处理序号 

图 4 生根阶段蔗糖、CO：浓度和光照强度对蝴 

蝶兰组培苗叶片中叶绿素含量影响 

Fig 4 Influences of cane sugar COs concentrations and intensity 

of illumination on c}1lorophyll content in the leaves of 

tissure culture seedling 

—  

n 
l 2 3 4 5 6 7 8 

处理序号 

图5 生根阶段蔗糖、CO：浓度和光强对蝴蝶 

兰组培苗叶片中叶绿素含量影响 

Fig 5 Influences of cane sugar COs Concentrations and 

intensity of illumination on photosynthetic efficient of 

tissure culture seedlings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研究结果表明，组培微环境中蔗糖、co。浓 

度和光照强度在生根阶段对蝴蝶兰组培苗的生长有 

明显影响。培养基中添加10 蔗糖对蝴蝶兰组培苗 

的生物量形成有显著影响。在低光条件下，蔗糖的添 

加对植株生长的影响更加明显，表明直接吸收培养 

基中的蔗糖仍是组培苗获取碳源的方式之一。提高 

光照强度显著增加了植株鲜重。提高CO。浓度可进 
一 步增加组培苗的生长量，生长发育具有明显优势。 

这也说明组培苗植株中由碳同化构成的光合产物积 

累有显著增加，光自养能力提高。 

叶绿素是光合作用过程中能将光能转化成化学 

能并用于物质合成的关键物质。试验证明，培养基中 

添加10 的蔗糖提高了蝴蝶兰组培苗中叶绿素的 

总量。适当提高环境中的C0。浓度，也利于组培苗 

中叶绿素的增加，而高光处理使叶绿素含量有所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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