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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科植物组织培养中原球茎 

与体胚概念的辨释 

陈继敏 1 高 铤 杨镇明 梁擎中 蓝伟泉 邓 樱 

(1．广东省珠海市农业科 学研究中心 51907 5；2．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广州 5l 0275) 

在有关兰科植物组织培养的参考文献中，普遍 

使用这几个概念：原球茎、原始球茎、原球茎状体、类 

原球茎、圆球茎、体胚等，为免混淆，我们觉得有必要 

给这几个概念加以解释；另外 ，除了在有关兰科植物 

及蕨类植物组培的文献中看过 “原球茎”的概念外 

(蕨类植物原球茎简称为 GGB)，在其它植物的参考 

文献中并没有看过此概念 ，是否说 明在众多植物种 

类中就只有兰科及蕨类独有原球茎 ，而其它植物却 

没有呢? 

1 基本概念 

1．1 原始球茎(protocorm，有文献又称原球茎)最初 

指兰花种子萌发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学结构。兰花种 

子萌发初期并不 出现胚根 ，只是胚逐渐膨大 ，以后种 

皮的一端破裂 。胀大的胚呈小 圆锥状 ，因此原始球茎 

又可理解为缩短 的、呈珠粒状的 、由胚性细胞组成类 

似嫩茎的器官(刘青林等 ，2003)。 

1．2 原球茎(pYotocol'll~一like bodies，咒 )，有文献又 

作“原球茎状体”、“类原球茎”、“拟原球茎”或“圆球 

茎”等，但以“原球茎”译法用得最普遍)，是指在兰花 

的组织培养中，从顶芽、侧芽或种子萌发的植株进行 

器官培养，都能诱导出类似原始球茎的胚性组织(熊 

丽，吴丽芳 ，2003)，原球茎本身可以增殖也可萌发小 

植株。 

1．3 体胚(somat~embryo，又称胚状体或体细胞胚) 

是指体细胞在特定条件下 。未经性细胞融合而通过 

与合子胚胎发生类似的途径发育出新个体的形态发 

生过程(黄学林，李筱菊，1995)。在体胚细胞中又再产 

生的体胚 ，称次生胚(secondary embryo)。 

2 三个概念的解释及联系 

2．1 原始球茎 

兰花的种子极其微小 。仅由几个细胞组成，细如 

面粉 ，一般呈纺锤型，没有胚乳，只有一个简单的胚， 

自然状态下萌发率极低。通过组织培养方法，胚吸收 

充足的水分、营养便能很好的进行细胞分裂与分化， 

在 1～2个月 的时间内 ，生长成原始球茎 ，并完成膨 

胀、转绿、形成叶原基、长出第一片幼叶的转变 通过 

转换培养基或保 留在原有培养基上 。已长出幼 叶的 

原始球茎会在其基部长出根 ．真正发育成一棵完整 

的植株。因此，原始球茎就是由兰科植物的胚(即合子 

胚)直接发育而成的，是一种原生的器官。 

2．2 原球茎 

原球茎是通过组织培养顶端分生组织或腋芽所 

紫 兰上 发生 的病害 主要是 黑 斑病 和假 鳞茎 腐 

烂 ，黑斑 病可用用 7O％甲基托 布津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喷洒；假鳞茎腐烂则多是因春夏多雨发生，注 

意排涝防水。虫害主要是根结线虫病为害和地老虎 

幼虫咬食，防治根结线虫病可用 3％呋喃丹颗粒剂 

施盆土；防治地老虎可进行人工捕捉或用 80％敌百 

虫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或 50％辛硫磷乳油 100O倍 

液灌根。 

7 园林应 用 

紫兰株丛优美 ，花色素雅 ，花形奇特 。常丛植于 

疏林下或林缘隙地 ，可布置花坛 ，亦可点 缀栽植于较 

为荫蔽的花台、花径或庭院一角、山石旁，还可室内 

盆栽观赏。清雅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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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根据其来源不同，可分为初生、次生、三生原 

球茎。初生原球茎来源于植物的茎尖或腋芽：次生原 

球茎在初生原球茎表面形成：j生原球茎来源于次 

生原球茎 (黄晓丽等 ，2003)。无论是初生 、次生或三 

生原球茎，均是次生的结构，都是由已分化的组织器 

官经脱分化衍生而来的。 

对兰科植物原球茎的研究中，胡恒康、谷祝平等 

(2005，1989)分别通过光学显微技术证实大花蕙兰 

原球茎是由茎尖诱导，经脱分化产生的薄壁组织再 

分化而成。在邻近茎尖分生组织的薄壁组织中间，分 

布着细胞核大、细胞质浓的胚性细胞，这些细胞发育 

成球形胚再形成原球茎。詹根忠等(2005)以铁皮石 

斛根尖为外植体的研究表明，离体根尖可通过愈伤 

组织形成体胚及直接产生体胚，并认为铁皮石斛的 

原球茎是单细胞起源的真正体胚 。愈伤途径要先产 

生与周 罔细胞有明显界限的胚性细胞 ，胚性细胞经 

多次分裂后形成球形细胞团，再进一步发育成绿色 

的原球茎 而根尖直接转变成原球茎的途径，与合子 

胚的发育基本是一致的．单个的胚性细胞第一次分 

裂是不均等的 ，分裂成一个基细胞和一个顶 细胞 ，再 

由顶细胞 的不断分裂分化 ，形成原球茎。原球茎的顶 

端分生组织先分化出叶原基后发育成幼叶 ，同时在 

其基部 出现根原基 ，根原基细胞分裂延伸为根 ，内部 

分化出维管束，最后形成完整的幼苗。另外 ，原球茎 

本身又可增殖出众多的次生原球茎，这是兰科植物 

组培快繁最有效的方法。 

2。3 体胚 

植物的体胚可以从愈伤组织表面产生，也可以 

从外植体表面已分化的细胞或悬浮培养的细胞产 

生。能发育成体胚的细胞称胚性细胞，其细胞体积小 

而细胞质致密 ，成簇成 团地存在 ，再通过原胚期 、球 

形胚期 、心形胚期 、鱼雷胚期和子叶形胚期等与合子 

胚形成相似的过程 ，形成类似胚胎的结构 。很多学者 

都认同，体胚多来 自单个细胞，很早就具有明显的根 

端与茎端的分化：由体胚发育而成的小植株与愈伤 

组织之 间几乎没有结构上 的联 系，小植株是独立形 

成的，易于与其他部分分离，通常不需要诱导生根的 

阶段。体胚除可直接发育成小植株外，还可进行自身 

增殖 ，长出成群的不定胚 ，也就是前面概念 中提及 的 

次生胚。科学家就体胚现象的发生在胡萝 卜、石龙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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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些物种中做过比较详细的研究。 

因此，不论是细胞来源、解剖结构、发育趋势，兰 

科植物的原球茎与一般植物的体胚实际上是统一 

的，都是一种次生的结构 ，是完整植株的雏形。均具 

备直接发育出根茎叶的能力。 

原始球茎与原球茎 的关系就是合子胚与体胚的 

关系：不论是原始球茎还是原球茎，它们本身既可以 

增殖，又可直接萌发成完整植株。 

3 结论 

兰科植物的原球茎实质上就是其体胚 ，它并非 

唯兰科植物独有的器官形态。但是，为什么独在兰科 

植物的研究 中提出原球茎的概念?也许由于兰科植 

物在组织培养中较其它植物容易诱导出体胚，其体 

形也较其它植物的体胚大、并呈现规则的圆锥状，因 

此学者们在 兰科植物的研究 中已根深蒂固地 引用了 

的原球茎的概念 ，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兰科植物的组 

培过程中，一但诱导出原球茎，即可以原球茎增殖原 

球茎的方式进行扩繁，很少再出现愈伤组织；增殖到 

一 定程度就可分离个体进行壮苗、生根培养，如蝴蝶 

兰、石斛兰、文 t5兰等。但个别种类还是会出现愈伤 

组织 阶段 。如大花蕙兰 ，在对原球茎进行增殖培养转 

接时 ．其基部先进行愈伤组织的增殖 ，再诱导出原球 

茎。而其它非兰科植物 ，组培扩繁多数还是以不定芽 

途径 、器官发生途径为主 ，少不了繁复的分割及生根 

培养操作，其体胚途径只是在个别观赏植物中运用 

到 ．并不 普 遍 。开头 提 及 的蕨 类 植 物 的原 球 茎 

(GGB)，相信也是体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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