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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外部因子对春石斛组培生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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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1为春石斛种苗的规模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春石斛组培增殖的不定芽为外植体，研究MS培养基浓度、IBA浓 

度、活性炭浓度及天然物质等外部因子对春石斛试管苗生根的影响。[结果]MS培养基浓度对试管苗生根影响较大，试管苗在 1／2 MS 
培养基中生根效果较好，生根率达95％，根多且长。在1／2 MS培养基中加入0．5 mg／L IBA和0．5 mg／L活性炭对试管苗生根及生长有 

明显促进作用。在培养基中添加天然物质对试管苗生根有促进作用，其中添加100羁／L椰子汁时生根效果最佳，生根率可达97％。[结 

论]'-3培养基配方为1／2 MS+0．5 mg／L IBA +0．5 mg／L活性炭+100 g／L椰子汁时，春石斛试管苗生根及生长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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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ect of Several External Factors on Rooting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of Dendrobium nobile 

PAN Hong-hong et al (Horticulture Department，College of Agronomy Yanbian University，Longjing，Jilin 133400) 

Abstract 『0biective]The study was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cale production of Dendrobium nobile seedlings．[Method 1 With ad— 

ventitious buds proliferated through tissue culture of D．nobile as explants，the effects of several externa1 factors such as the concn．of MS me— 

dium，IBA．activated carbon and natural substance etc on rooting of tube seedlings of D．nobile were studied．【Result]The effect of MS me— 
dium conen．on rooting of tube seedling was bigger，and the rooting effect of tube seedling in 1／2 MS medium was better，the rooting rate 

reached 95％ ．and the roots were more and long．It had obvious promoting effect on rooting and growth of tube seedling when IBA at 0．5 ITLg／L 

and activated carbon at 0．5 mg／L were added into 1／2 MS medium．It had promoting effect on rooting of tube seedling when natural substance 

was added into the medium．and the rooting effect was best when 100 L coconut iuice was added into the medium，with rooting rate up to 

97％ ．f Conclusion]The effect of rooting and growth of tube seedling of D．nobile were better when the formula of medium was 1／2 MS +0．5 

m L IBA +0．5 m L activated carbon+100 L coconut j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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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石斛(Dendrobium aobile)为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 

物，属落叶温带种，是继蝴蝶兰、大花蕙兰之后最有发展前景 

的兰花商业品种，需求量增长极快，目前我国依靠从日本、韩 

国进口 。春石斛主要采用分株及组织培养的方式进行繁 

殖，但其分株繁殖的繁殖系数低，不能满足生产需要 。 

关于石斛兰的离体繁殖有较多的报道，但大多局限于外植体 

的试管建成、再生体系的建立、增殖及愈伤的诱导等方面。 

植物组织培养中，组培苗生根状态对幼苗在田间的成活率及 

生长影响极大，生根培养 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组培的成 

败。因此，针对不同种类及不同品种探索组培生根条件具有 

重要意义。笔者以春石斛组培增殖的不定芽作为外植体，研 

究几种外部因子对春石斛生根的影响，为种苗的规模化生产 

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处理 ①MS浓度试验。将无菌培养的春石斛不 

定芽切成 1 am大小后分别接入 1／4 MS、1／2 MS、3／4 MS、 

MS、2 MS共5种培养基中，培养基其他成分为 IBA(吲哚乙 

酸)0．5 mg／L+蔗糖 30 g／L+活性炭 0．5 mg／L+琼脂粉 

7 L，pH值为5．8；②IBA浓度试验。在 1／2 MS培养基中分 

别加入不同浓度的IBA，其浓度分别为0．5、1．0、2．0 mg／L，以 

不加 IBA的为对照(0)；③活性炭浓度试验。在 1／2 MS+ 

IBA 0．5 ms／L的培养基中分别加入活性炭0．5、1．0、1．5、2．0 

mg／L，以不加活性炭处理为对照；④在1／2 MS+IBA 0．5 

mg／L+潘胜炭0．5 ms／L培养基中加入椰子、香蕉、马铃薯和 

苹果等天然物质(100 S／L)，以不加天然物质为对照。 

1．2 培养方法及条件 试验采用 100 ml柱形瓶，培养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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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为50 m1，在温度 121℃，压力 1．2 ks／c 的条件下高压 

灭菌 15 min。培养基冷凝后，每瓶接人 4个外植体，每处理 

接种5瓶作为重复。在培养温度(25±2)℃，相对湿度70％， 

光照强度 1 600 lx，光照 16 h条件下培养。培养 60 d后进行 

调查。 

2 结果与分析 

2．1 MS培养基浓度对春石斛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培养基浓度为1／2 MS时，试管苗根及茎叶的生长显著 

优于其他处理，生根率高达95％，根数多且较长，每株平均生 

根5．0条，根长达3．5 am；培养基浓度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 

试管苗茎叶及根的生长，在 1／4 MS处理中，根数少且短，植 

株叶片发黄。2 MS处理中，试管苗生长缓慢，株高增长受到 

抑制，植株矮小。植物组织培养生根阶段，降低培养基中的 

大量元素和微量成分的浓度，可提高大多数植物的生根能 

力 。在试验中当 Ms培养基浓度降低至 1／2时，不论是 

根系生长还是茎叶生长均表现良好，这与吴辉 1／2 MS培养 

基适合金钗石斛试管苗生根的结果相似川。因此，春石斛组 

培生根培养基以1／2 MS培养基为佳。 

2．2 IBA浓度对春石斛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 

出，IBA对根的生长影响较大，培养基中不添加 IBA时，春石 

斛几乎不生根，但当培养基中加入 IBA浓度为0．5 ms／L时 

生根率高达97％，且试管苗的茎叶生长良好。当IBA浓度高 

于0．5 mg／L时，生根率降低，根及茎叶生长的各项指标随 

IBA浓度的增加呈下降趋势，浓度达到 2．0 ms／L时，对根生 

长的抑制作用明显，试管苗部分叶片变黄。黎建玲等对金钗 

石斛试管苗的生根进行研究时指出，当IBA浓度为0．2 ms／L 

时，试管苗生根率达 100％，根数多且粗壮 ；试验中 IBA浓 

度为0．5 ms／L时较其他浓度更有利于春石斛生根。结果表 

明，石斛类组培生根培养基中应添加生长素，但浓度不可过 



安徽农业科学 2008色 

高，具体浓度可根据不同种类或品种而定，春石斛以IBA 0．5 

mg／L较为适宜。 

2．3 活性炭 (AC)浓度对春石斛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培养基中添加AC时对试管苗的根及茎叶生长均有促 

进作用。当培养基中添加0．5 mg／L的AC时，春石斛根及茎 

叶生长显著优于其他处理，随着AC浓度的升高，试管苗的根 

及茎叶生长呈下降趋势，当培养基中AC浓度超过 1．0 mg／L 

时，生根率反而降低，对根及茎叶的生长有抑制作用。从表 3 

还可看出，培养基中不添加AC时，试管苗的生长明显不及加 

入AC的处理。赖家业和韩文璞在柠檬和甜樱桃的组织培 

养中发现活性炭可明显促进其芽及根的生长 。试验也 

发现培养基中0．5 mg／L的AC对生根及根系生长有促进作 

用，而且也可缓解春石斛在组培继代中出现的褐化和枯死现 

象的发生。 

表1 MS培养基浓度对春石斛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MS concentration on rooting ofD．nobile vitro 

2．4 不同天然物质对春石斛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由表4可 

知，当培养基中添加椰子、香蕉和马铃薯等天然物质后试管 

苗根及茎叶生长显著优于对照(未加天然物质)，但加入苹果 

后反而对试管苗生长不利。在添加椰子、香蕉和马铃薯的培 

养基中，生根效果以添加椰子汁的处理为最佳。在添加椰汁 

的处理中试管苗分化的根数多，根较长且粗，茎叶生长也良 

好，说明椰子汁具有生根壮苗的作用。马铃薯的效果仅次于 

椰子汁，从降低成本的角度考虑也可选择马铃薯为添加物。 

此外，在试验过程中观察到添加香蕉汁的处理中，发现有试 

管苗褐化现象，且易引起污染，不适合应用于春石斛的组培。 

徐宏英 研究表明，大花惠兰壮苗生根中添加香蕉泥可以 

促进生根，与试验结果不同，这可能与种的不同有关。 

表 4 不同天然物质对春石斛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various natural substances on rooting of D．nobile in vitro 

(下转第12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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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Str．对刺槐愈伤组织诱导与分化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streptomycin on callus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 

ation 

str．浓度 接种外植体数∥个 愈伤组织诱导率∥％ 不定芽分化率∥％ 

Str． con 

centration 

Inoculated 

exDlants 

Callus induction 

rate 

Adventitious bud 

differentiation rate 

作用较小。Crb．浓度为300 mg／L时，愈伤组织诱导率、不定 

芽分化率和有效芽数与对照的差别不大；Crb．浓度为500 

mg／L时，有效芽数仍可达到27个，为对照的37％。所以，用 

小叶作外植体转化宽叶刺槐时，选用 Crb．作为农杆菌生长的 

抑菌剂较为合适，浓度以300～400 mg／L为宜。 

表3 Crb．对刺槐愈伤组织诱导与分化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carbentcillin Oil callus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 

ation 

Crb．浓度 接种外植体数∥个 愈伤组织诱导率∥％ 不定芽分化率∥％ 

Crb．con． 

centration 

Inoculated 

exDlants 

Callus induction 

rate 

Adventitious bud 

differentiation rate 

3 结论与讨论 

为了提高转化效率，应当使用对农杆菌抑制效果好同时 

又对外植体再生影响较小的抗生素Ⅲ 。了解抑菌性抗生素 

对刺槐愈伤组织诱导和分化不定芽的抑制作用，有利于转基 

· 

(上接第 12592页) 

3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MS培养基浓度对试管苗生根影响较大， 

试管苗在1／2 MS培养基中生根效果良好，生根率达到95％， 

且茎叶生长旺盛。1／2 MS培养基中加入 IBA 0．5 mg／L以及 

活性炭0．5 mg／L时对试管苗的生根及生长有促进作用。天 

然物质的加入对春石斛试管苗生根的效果也明显，培养基中 

添加 100 g／L椰子汁的效果最佳，生根率可达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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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研究中选择合适的抗生素用量。该试验中宽叶刺槐小叶 

对3种抑菌抗生素的反应存在差异，表明在转基因试验中， 

应考虑到不同抗生素对刺槐外植体材料影响的差异。 

Cef．、Crb．和Str．是农杆菌介导植物遗传转化中的常用 

抑菌抗生素，对多数菌株的杀菌效果较好，但对植物组织有 

不良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3种抗生素对宽叶刺槐小叶愈 

伤组织诱导和不定芽分化的抑制作用 str．最强，Cef．次之， 

Crb．较小。随着抗生素浓度升高，愈伤组织诱导率和不定芽 

分化率而迅速减少，当Cef．浓度为500 mg／L，Str．浓度为4OO 

mg／L时，没有不定芽发生，当Crb．浓度为500 mg／L时，有效 

芽数仍可达到 27个。所以，用小叶作外植体转化宽叶刺槐 

时，宜选用 Crb．为农杆菌的抑菌剂，用量为300—40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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