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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耳兰组织培养快繁技术研究 

田英翠，杨柳青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长沙 410004) 

摘要：采用兔耳兰的茎尖和芽为外植体，研究兔耳兰组织培养中外植体的选择、芽的诱导、继代增殖、壮苗培 

养和生根诱导技术，运用正交试验筛选出快速生芽的最佳培养基为：MS+6一BA 3．0 mg／L+NAA1．0 mg／L+琼 

脂7 g／L+蔗糖 30 g／L；生根的最佳培养基为：1／2MS+NAA2．0 mg／L。芽长 1．5 cm、叶长 1．5 cm，2—3片叶的兔 

耳兰苗有利于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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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耳兰(Cymbidium la,~ifolium)，又名宽叶兰， 

其叶形奇特，花朵秀雅，香气幽淡，除观赏外，全草入 

药有润肺、续筋之效，颇具商业价值。目前兔耳兰沿 

用传统的分株繁殖法，繁殖系数极低，栽培数量受到 

限制 j̈。近年来笔者利用茎尖和腋芽为外植体开 

展兔耳兰组织培养 J，为兔耳兰遗传资源的保存、 

开发利用及其工厂化生产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以兔耳兰的茎尖和腋芽为外植体 J。 

1．2 方法 

1．2．1 材料的表面消毒 取5～10 cm的新芽，从 

植株茎部切离，用洗衣粉刷洗，充分洗净后再从材料 

顶端切取 2 cm左右，先在70％的酒精中处理 30s， 

转入0．1％氯化汞溶液中6 min，灭菌后用无菌水冲 

洗数次，再放到灭菌滤纸上吸干水分，然后在解剖镜 

下无菌操作剥取茎尖和腋芽，一般茎尖大于 2 mm， 

带2个叶原基，接种到培养基中。 

1．2．2 类原球茎的诱导与增殖 外植体接种后放 

置在 23～25℃的黑暗条件下培养，培养 1～2个月 

后可分化出 1至数个乳白色的类原球茎，在转绿前 

将其切割成小块，待小块组织稍为长大后，转接到分 

化培养基上分化芽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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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芽的诱导与增殖 将开始萌发的类原球茎 

置于MS+6一BA 2 mg／L+NAA 1 mg／L培养基上， 

诱导芽的发生，将诱导出的芽接种在含生长素和分 

裂素的不同浓度配比的培养基上，6一BA的浓度分 

别为 1．0、2．0、3．0 mg／L，NAA浓度分别为 0．1、 

0．5、1．0 mg／L，共 9种不同浓度比例培养基进行双 

因素正交试验，观察芽的分化状况，筛选最佳培养 

基。正交试验材料置于温室中培养，培养温度为 24 
～ 26℃，连续光照 l0～12 h。20 d后统计结果并 

分析。 

1．2．4 根的诱导 采用4种不同的生根培养基，分 

别是：(1)1／2MS+NAA 2．0 mg／L+KT 1．0 mg／L； 

(2)1／2MS+IBA 1．0 mg／L；(3)1／2MS+IBA 2．0 

mg／L；(4)1／2MS+NAA 2．0 mg／L。从中筛选诱发 

根生长的最佳培养基配方，同时观察多大的芽适宜 

诱导根的生长。 

2 结果与分析 

2．1 类原球 茎的诱导与增殖 

将外植体培养在 MS培养基上，经2个月后外 

植体发生了类原球茎，呈丛生状，在 NAA作用下，脱 

分化为愈伤组织。从生长状况来看，通常是绿色转 

为黄色，也有少数由黄色转为绿色，在转移中发现绿 

色的类原球茎组织较松脆、密集，能分化不定芽，而 

呈黄色的愈伤组织则松软，含水量大。将诱导形成 

的类原球茎切下，移入新配制的成分相同的培养基， 

这种培养基配方中，生长素比例较大，激动素比例较 

小，易于类原球茎增殖，但不易分化。 

2．2 芽的诱导与增殖 

待类原球茎增殖到一定数量，将一部分类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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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转移到分化培养基上培养，适当增加激动素的比 

例，减少生长素的比例，配方为 MS+6一BA 2 mg／L 

+NAA 1 mg／L，约经 30 d，即可看见丛生状的绿色 

类原球茎顶端冒出一个个尖细的小芽。在培养基中 

的类原球茎，存在着不同的发育状态，有的已分化为 

细细的小芽，有的才开始形成芽的雏形，即绿色类原 

球茎上才出现凸出的小芽点，有的则仍呈绿色类原 

球茎状，而有的已转黄、褐色，并发现玻璃化芽，多呈 

丛生状。当类原球茎发育成丛生状不定芽时，大多 

不能正常发育成茎，由类原球茎萌发的独立的芽能 

继续发育，最终成为带叶的茎。双因素正交试验结 

果见表 1。从表 1可见，配方 5最优，即6一BA为 

2．0 mg／L，NAA为0．5 mg／L，但从实际结果来看，配 

方9最好，即 6一BA为 3．0 mg／L，NAA为 1．0 

mg／L。配方3诱导产生的芽数最少，长势也最弱， 

新芽发黄，基部很少有新球茎形成；配方 9新增芽长 

势强劲，基部有相当数量的新球茎形成，NAA浓度 

较高，高浓度 NAA对兔耳兰芽的增殖和生长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但只要 6一BA和 NAA浓度配比恰当， 

则会更好地诱导兔耳兰的增殖；配方 6芽的诱导情 

况较为特别，在长芽的同时，也有根发生的情况，但 

芽长势一般。因此芽增殖的最佳培养基是配方 9， 

即6一BA 3．0 mg／L，NAA 1．0 mg／L。 

表 1 兔耳兰组织培养芽增殖培养基筛选正交试验结果 

配方号 ( )平激殖 长 

注：基本培养基为MS+30 g／L蔗糖 +7g／L琼脂。 

2．3 根的诱导 

2．3．1 培养基对兔耳兰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采用 

的兔耳兰组培苗的规格：平均 2—3片叶，芽长 1．5 
— 2 cm，叶长 1．5 cm，叶宽 4—5mm，每种培养基接 

种40个芽。从表2可以看出，培养基(1)的诱根效 

果比较差，培养基(4)的生根效果最好，芽的根数最 

多，有根芽所占的比例也最大，4月 15 13观察根数 

19条，有根芽所占的比例达 60％，到4月 22 13，根 

条数增加到25条，有根芽所占的比例已达到 80％。 

从培养基(2)和(3)中，可以看出高浓度的 IBA刺激 

根生长的效果比较明显。不同成分的培养基诱发兔 

耳兰组培苗根的发生效果不同，寻找一种最适宜的 

生根培养基，对缩短出苗时间和提高兔耳兰苗的移 

栽成活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表2 不同培养基对兔耳兰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2．3．2 不同规格兔耳兰组培苗的生根状况比较 

从表3可以看出：芽越长，根条数越多；芽越小，生长 

越明显，而根的生长情况就越差。例如，规格 I兔耳 

兰两周只长出 6条根，有根芽仅占21％，芽长增长 

近 1倍，其他方面也有较大的增长。Ⅱ、Ⅲ两种规格 

的兔耳兰，芽的生长情况相差不大，长根的情况也很 

相近，规格Ⅱ兔耳兰两周后长根 12条，有根芽比例 

为47％；规格Ⅲ兔耳兰长根 15条，有根芽比例为 

53％。从经济角度来考虑，应该选用规格 Ⅱ的兔耳 

兰芽生根，缩短出苗所需的时间，提高经济效益。 

表3 不同规格兔耳兰组培苗的根发生状况 

平均芽长(cm) 

平均叶长(cm) 

平均叶宽(mm) 

叶片数 

根数 

有根芽比例(％) 

0．8 1．5 2．5 1．1 1．9 

0．6 1．6 2．1 0．9 1．7 

2．3 3．2 4．9 2．6 3．6 

1～2 2—3 3 4 2 2～3 

0 0 0 4 7 

0 0 0 12 30 

2．8 1．5 

2．4 1．2 

5．3 3．0 

4 2～3 

10 6 

35 21 

2．2 3．1 

1．9 2．5 

4．7 5．8 

3 4～5 

12 15 

4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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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9  2  9  7  0  1  6  

3  2  0  3  3  3  3  3  5  

2  8  0  7  3  8  4  7  7  

2  1  1  1  2  1  1  0  2  

1  1  1  5  5  5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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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控根容器火箭盆培育牡丹嫁接苗的研究 

苏 晶，徐迎春，潘易萍，林松明，岳 龙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江苏南京210095) 

摘要：以当年生牡丹嫁接苗为试验材料，分析了火箭盆对牡丹苗木生长发育和一些生理指标的影响。结果 

表明，与塑料盆相比，火箭盆培育的牡丹苗在上盆后 191 d形成完整根团；一、二级侧根数变化不大，三级侧根数 

为塑料盆的4倍；最长侧根长度变短；叶片含水量早期变化不大，后期显著提高；苗木生长后期叶绿素含量提高； 

根、叶中可溶性糖和蛋白含量相对较高。说明火箭盆处理有效地调控了苗木根系生长，促进了苗木整体发育。 

关键词：火箭盆；牡丹；植株形态；生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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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苗木生产在牡丹产业 

化生产中占有重要位置，国内外市场需求量很大。 

但目前传统的牡丹苗木生产一般为大田生产，存在 

肉质根发达、吸收根少、生长缓慢、育苗周期长等问 

题，严重制约了牡丹苗木的生产速度。火箭盆系杨 

凌中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专家共同开发 

的一种快速育苗容器。容器由底盘、侧壁和扣杆等 

3个部件组成。底盘为筛状构造，侧壁为凸凹相间 

形状，外侧顶端有小孔。它可以促使苗木形成强大 

的侧根系，加快苗木对养分的吸收。火箭盆培育苗 

木在一些植物上已有报道 J，但尚缺乏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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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的容器育苗也有报道，但仅限于用营养钵繁育 

种子苗 。本试验主要探讨了火箭盆对当年生牡 

丹嫁接苗植株形态和生理的影响，旨在从形态及生 

理角度阐述火箭盆促进牡丹苗生长的机理，并为生 

产实践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材为当年生肉芙蓉牡丹嫁接苗，砧木为凤丹， 

根颈粗度为0．8～1．0 cm。试验采用的火箭盆规格 

为直径 30 cm，高 35 cm。培养基质选用泥炭、珍珠 

岩和蛭石，其体积比为4：3：1。对照采用相同规 

格的塑料盆。于2005年 l0月22日上盆后放置于 

温室内，进行正常的水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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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1)类原球茎诱导与增殖试验表明，组织松脆、 

密集的绿色类原球茎能分化为不定芽，而组织松软、 

含水丰富、潮湿的黄色类原球茎则不能。同时，兔耳 

兰在生长素比例较大、激动素比例较小的培养基中， 

利于类原球茎增殖，而不利于分化。实际上，在组织 

培养中能否分化根和芽，完全取决于分化培养基中 

激素的种类、浓度与比例。每种兰花都不完全一样， 

要经过试验对比来确定。(2)正交试验筛选的芽增 

殖最佳培养基为：MS+6一BA 3．0 mg／L+NAA 1．0 

mg／L+琼脂7 g／L+蔗糖30 g／L。筛选出的最佳生 

根培养基为：1／2MS+NAA 2．0 mg／L。芽长为 1．5 

cm，叶长 1．5 cm，叶数2～3片的兔耳兰苗有利于生 

根。(3)类原球茎诱导与增殖时，切割方式以掰开 

(自然分离)比横切、纵切好。掰开的类原球茎损伤 

小，成活率高，而切开的类原球茎容易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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