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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组织培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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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兰花的组织培养进行了综述。着重阐述了兰花组织培养中组织培养程序、外植体的选择、培养基 

与激素的选择、培养方式和培养条件的研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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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科(Orchidaceae)是有花植物巾最大的一个 

科。约有 800属，25 000～30 000种。广泛分布于全球 

各地。兰花是整个兰科植物的总称，常见的有春兰、 

蕙兰、建兰、蝴蝶兰 、石斛、卡特兰，文心等，其花具 

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经济价值。有些种类如天麻等 

则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兰花的组织培养始于 20 

世纪 60年代。Morelt‘睬用大花蕙兰的茎尖，在含有 

细胞分裂素的 KC培养基上进行培养．茎尖分生组 

织膨大形成原球茎，并分化出根和叶．首次获得兰 

花无病毒小植株。目前大约已有 60余属数百种兰 

花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繁殖。 

1 组织培养程序与外植体选择 

蝴蝶兰再生体系的研究，近年来报道较多。蝴 

蝶兰组织培养程序一般为：外植体(茎尖、叶片、花 

梗)一诱导形成原球茎一原球茎大量增殖一分化出小 

植株一生根壮苗培养一温室栽培一室外栽培。 

用于兰花离体繁殖的外植体材料很多 。通常选 

择有新芽、幼叶、茎尖等。茎尖是最早用于兰花快速 

繁殖的外植体。大花蕙兰(Cymbidium)、嘉德丽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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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arly-season Indica Rice to Produce Fueling 

Ethanol by Uncooked M aterial Fermental Technic 

ZHANG Hua-shan．YU Xiang-hua，LI Ya-fang 

(School of Technology Biotechnology，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68．China) 

Abstract：A primary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technic aspect had been studied by using new fusant(KS-5)and S．cereusiae K 

to produce fueling ethanol by fermenting early indica flee directly on 1 0L fermenter．The result proved that it was an 

effective way to transform alcohol from early indica rice，the final ethanol concentration on fermental liquid could get to 7．0 

and the cycle was 7 days．Constructing a brand—new plant which could directly use starch to make alcohol effectively would 

be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in uncooked material ferment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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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tleya)、 石 斛 兰 (Dendrobim)、 蝴 蝶 兰 

(Phalaeanopsis)、文心兰(Oncidium)等首先在茎尖 

培养中取得成功f2I。侧芽的应用也很广泛，一般认为 

带 1 2个叶原基的茎原椎成活率高，中间部位侧芽 

成活率及生长率较高I，I。但因为有的兰花只生一茎， 

摘取茎尖就有可能丧失母株，因此 ．人们在更大范 

同内寻找外植体。用叶片作外植体可以减轻或避免 

对母株的伤害。大多数以叶片为外植体的成功报道 

是取试管苗的幼叶为培养材料，从成熟植株上取幼 

叶为外植体培养成功的报道不多。有研究指}H：蝴 

蝶兰试管苗幼叶原球茎发生率可达 90％，而成熟叶 

对诱导反应极弱 。这可能是由于成熟植物组织向 

培养基中释放高浓度的抑制生长物质，严重影响兰 

花组织的存活【5I。现已报道的蝴蝶兰外植体材料各 

异，不同的外植体其诱导的效率也不同(表 1)。 

表 1 不同外植体原球茎的诱导效率 

外植体 最高诱导牢／％ 特点( 参考文献) 

2 培养基与激素 

用于兰花组织培养的培养基种类繁多，常用培 

养基有：KC、MS、VW、BM及改良型。周俊辉I”I等在 

对蝴蝶兰的研究中表明：改良KC对原球茎的增殖 

效果最好 ．其次为 1／3MS，原球茎增殖应以较低的 

无机盐浓度为好 ：并且在培养中 ，添加一定浓度 

(2 3 g·L一)活性炭时，对原球茎的增殖有促进作 

用。何松林114I指出：蝴蝶兰在生根过程中对矿物质盐 

的需求量较小．而在长苗过程中则对微量元素和有 

机成分的需求量稍高一些。 

目前常使用的外源激素主要是生长素类 (如 

IAA、2，4一D和NAA)和细胞分裂素类(如BA、ZT和 

KT)。一种认为激素能够诱导胚发育形成原球茎，还 

可大大加快个体发生和形态建成的速度L ’；在原球 

茎的诱导阶段，加生长素如 NAA和细胞分裂素对 

原球茎的诱导有利，加细胞分裂素对原球茎的分化 

有促进作用LI6,18I；生根诱导时只需生长素即可I19,201。 

Seeni等121l提出，BA在兰花组织培养巾对叶诱导与 

芽增殖起着重要作用。何子育等则认为在增殖生根 

与壮苗阶段不需加任何激素l 2 2l。 

组织培养中常用的有机添加物如椰子汁、香蕉 

和马铃薯等是一类含有氨基酸、激素和酶等有机成 

分较为复杂的天然复合物㈣。多数研究证明，它们对 

细胞和组织的增殖与分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在 

对蝴蝶兰的叶片诱导原球茎的研究中发现 ：添加 

18％的椰子汁时，每个外植体叶块上产生的原球茎 

颗粒既多义健壮I I。Mao等125I研究了建兰原球茎的 

增殖和分化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液体培养基中添加 

活性炭、苹果汁、香蕉汁和椰子汁进行悬浮培养，建 

兰原球茎的生长和发育状态可达到最佳。 

蔗糖作为培养基的能源物质和渗透调节剂，对 

原球茎的生长影响较大，不同浓度对兰花组培的作 

用不同。2％的蔗糖有利于兰属原球茎的生长I拍I；2％ 

～ 3％的蔗糖促进芽的形成．而根的分化和生长则以 

5％蔗糖最适合 。活性炭可减少污染．抑制离子的 

吸收和防止褐变，从而利于根系的形成；多效唑对 

蝴蝶兰的生根和壮苗也有明显促进作用I 。pH值影 

响细胞的透性、代谢和培养物生长、分化。从一些试 

验资料来看，原球茎在 pH值 5．0～5．4的环境中生长 

最好．过酸或近中性的环境都不适合I矧。 

3 培养方式 

兰花的培养方式包括同体培养、半同体培养和 

液体培养 3种。同液相培养基对不同种属簟花的效 

果不同。陈振光I如I对蕙兰属的研究中发现，应先将外 

植体接种在同体培养基上，诱导原球茎的形成，然 

后在液体培养基中震荡培养．可快速繁殖原球茎。 

毛碧增等l3l1对建兰的研究中发现．用液体悬浮培养 

可提高原球茎的增殖率。杨玉珍1321等在对大花蕙兰 

的研究中发现，半同体培养基 (减少琼脂用量)最 

佳，原球茎增殖最大，色泽深绿，健壮。吕永杰I ’I等认 

为．在兰花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可以采用 3种培养 

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即利用半同体培养或液体培养 

进行原球茎增殖，利用同体培养分化和生根，增加 

繁殖系数，降低污染，减少成本，利于大规模生产。 

4 培养条件 

对蝴蝶兰的快繁中研究发现．在蝴蝶兰的组士立 

过程中，不同光照时间对愈伤组织的形成所需的时 

间、数量、原球茎的大小 、愈伤组织的颜色都有很大 

的影响。连续 24 h光照，可以在短期内得到大量的 

直径较大的原球茎状体 I。在蝴蝶兰叶片诱导培养 

中．光照为其他培养基反射过来的弱散射光，光照 

时间为每天 12 hI 。适当剂量的紫外光照射对兰花 

原球茎的增殖与分化有促进作用 ，过高剂量的紫外 

光照射则抑制原球茎的增殖与分化I 。在蝴蝶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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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培过程中，温度过低 ，形成原球茎状体所需时间 

较长，生长较慢 ；温度较高 ，容易造成污染且易褐 

变．所以选择合适的培养温度是必须的。通过研究 

认为．对蝴蝶兰试管苗的培养温度为 25oC 。随着兰 

花产业的发展，利用组培技术繁殖培养兰花将越来 

越普遍。相信兰花的组培技术研究发展空间非常 

大，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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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Tissue Culture of Orchid 

AN Yun-hua 

(College of Gardening and Horticuhure，Yangtze，University Jingzhou，434025 Hubei，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study on tissue culture of orchid is summarized．The program of issue culture，the choice of 

explant and medium，the ways and condition of culture ar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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