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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蕾芬兰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王长宪，李成秀，黄艳艳，王厚新，张 虹，刘 静 
(泰安市泰山林业科学研究院，271000) 

摘要：应用组织培养和快繁技术对圣蕾芬兰开展了花药培养、无菌原球茎培育快繁研究。结果表明：激素水平2．4～ 

D2．0mg／L，BA0．1mg／L对花药愈伤组织的分化有明显促进作用，其中2．4一D的作用要大于BA。影响球茎增长的最佳组合是 

花宝肥 1号(3号)+6一BA2．0mg／L+Ad2．0mg／L，对球茎增长量影响的大小依次为 6一BA>Ad>花宝肥。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花宝肥和6一BA两因子对球茎增长量影响差异极显著。对分化芽数而言，影响分化芽数的最佳组合是花宝肥 1号 +6一BA2． 

0rng／L+Ad1．5mg／L，分化芽数最多为4．12个；对分化芽数影响因素的大小依次为花宝肥>6一BA>Ad。对苗高增长量而言．影 

响苗高的最佳组合是花宝肥 2号 +6一BA2．5mg／L+Ad2．0mg／L；对苗高增长量影响因素的大小依次为 6一BA>花宝肥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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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蕾芬兰 Cymbidium saint Raphin是大花蕙兰的优良品 

种，其花姿优美，花箭多而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 

是泰山林科院引进韩国的小型名贵品种之一。对这一名贵 

花卉采取传统繁殖方式分株繁殖，繁殖系数低 ，速度慢。不能 

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因此近年来我们对其花药、茎尖 

进行诱导原球茎和继代分化培养，以期通过规模化繁殖获取 

批量优质苗木。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材料取自泰山林科院花卉苗木基地从韩国引进的 

大花蕙兰品种之一，圣蕾芬兰的花药和茎尖。试验地点在泰 

山林科院生物技术中心。 

1．2 材料处理 

1．2．1 花药预处理 花药采取时间为 3月上旬，将开放的 

花苞按照大小分别剪下，放人无菌水中浸泡 10min，置人无菌 

室。 

1．2．2 花药接种 对无菌室的花苞用70％酒精消毒30s，再 

置于0．1％升汞消毒 10min，取出用无菌水冲洗4遍，放人覆 

有滤纸的培养皿中，将花苞剥开，取出花药置人配好的培养 

基中，每瓶 2～3粒花药。 

1．2．3 快繁试验 材料选自利用圣蕾芬兰的茎尖诱导的原 

球茎。 

1．3 试验设计方案 

1．3．1 花药愈伤组织诱导 采用 3因素 3水平的正交试验 

设计，见表 1。 

1．3．2 分化快繁试验设计 将培养基中经诱导的原球茎接 

人蕙兰专用增殖培养基中，设计不同花宝肥、6一BA和Ad(腺 

嘌呤)3因素3水平正交试验方案，见表2。 

1．4 调查方法 

花药接种后，每隔 10d(本试验分别在接种后第 15d、第 

23d、第36d、第51d、第62d)左右，调查 1次花药愈伤组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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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出现时间、颜色及大小并作记载。各调查 1次。分化培 

养分别在接种后 6d、12d，对原球茎大小 、芽子数 目、苗高等项 

目进行调查。 

表 1 圣蕾芬兰接种花药正交试验设计(k(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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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圣蕾芬兰分化快繁正交试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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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25℃±2~C，光照强度 21300Lx，光周期 12h／d。 

2 结果与分析 

2．1 花药分化培养 

2．1．1 花药培养分化动态分析 

花药接种后分别在 15d、23d、36d、51d和 62d调查分化情 

况，结果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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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花药分化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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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花药分化动态图中可以直观看出，前 15d大部分组合 

都出现了愈伤组织，只有组合 4和组合 8没有出现愈伤组 

织。15d后到23d时，组合 8的分化率突增到 17．39％，而其 

他组合分化率增长比较缓慢；36d以后均趋于缓和；15d、23d 

后【2组合的分化率最高，愈伤组织出现率分别为 14、81％、 

18、51％；36d、51d、62d后均为IJ3组合的分化率最高，超过了 

【2的水平，愈伤组织出现率达到了24、71％；组合4在整个培 

养过程中都没有出现愈伤组织。总体上看 【2、IJ3的发育情 

况最为良好62d后的愈伤组织分化率都超过了20％，其他组 

合的发育状况就稍弱一些，而组合4基本没有发育，说明组 

合4最不适合花药的分化。从直观上分析激素水平2．4一 

D2、0mg／L，BA0．1mg／L和BA0、05mg／L对花药愈伤组织的分化 

有明显促进作用。 

2．1、2 不同激素对花药分化的影响 

表 3 不同激素对花药分化的影响(62d结果) 

注：愈伤组织颜色分值为：淡黄 1、黄白2、灰白3、灰色4 

从表3中分析可以得出，影响愈伤组织快慢的最佳合为 

2．4一DO．5mg／L+BA 0 lmg／L，其中BA的作用大于2．4一D， 

最早出现愈伤组织时间是 16d；影响愈伤组织百分率大小的 

最佳组合为2、4一D 2 0mg／L+BA 0．05mg／L，其中2．4一D的 

作用大于BA；最高分化率为24．71％；影响愈伤组织颜色变 

化的最佳组合为2．4一D 2．0mg／L+BA 0．1mg／L，其中2．4一D 

的作用大于BA的作用。 

2．2 外植体快繁分化试验 

2．2．1 原球茎快繁分化动态分析 

原球茎接种后调查初始数据。以后每隔 7d调查 1次， 

结果见表4。 

表 4 原球茎快繁分化试验调查结果 

从表4看出，在接种后 1周 内，原球茎的增长 比较缓慢 ， 

约 2周后原球茎的增长速度显著增加。可以预测 ，在以后的 

1周内原球茎还会快速增长。其中尤其以组合2增长量为最 

大，达到0．22cm，可见组合2比较适合原球茎增长。 

芽子增长最多的为组合 2，增长量达 4．12个，增幅约为 

90％，组合4和组合6的增长比较缓慢。可见，组合 2也适合 

芽子增长。 

苗高的增长总体上看不如原球茎和芽子数的增长那么 

迅速明显，它的增长比较缓慢。其中组合 6的增长量最大， 

为0．35cm。组合5和组合8的增长最少，只有0．04cm。 

2．2、2 原球茎分化快繁正交试验结果分析 

从极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对球茎增长量而言，影响球 

茎增 长的最佳组合 是花 宝肥 1号 +6一BA2．0mg／L+Ad 

2．0mg／L，分化增殖量最大为0．22cm；对球茎增长量影响因素 

的大小依次为6一BA>Ad>花宝肥(见表5)。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花宝肥和 6一BA两因子对球茎增长量影响差异极显 

著。 

表5 分化快繁正交试验极差分析结果(14d结果) 

对分化芽数而言，影响分化芽数的最佳组合是花宝肥 1 

号 +6一BA2．0mg／L+Ad 1．5mg／L，分化芽数最多为 4．12个 ； 

对分化芽数影响因素的大小依次为花宝肥>6一BA>Ad。 

对苗高增长量而言，影响苗高的最佳组合是花宝肥 2号 

+6一BA2．5mg／L+Ad2．0mg／L；对苗高增长量影响因素的大 

小依次为 6一BA>花宝肥 >Ad。 

加入花宝肥 1号的球茎增长量、分化芽数、苗高增长量 

均以加入 6一BA2．0mg／L+Ad 2．0mg／L的分化增殖量最大，分 

别为 0．22cm；4 12个 ；0．25cm。 

加入花宝肥 2号的球茎增长量最大者为 6一BA1 5mg／L 

+Ad2．0mg／L，增长量为 0 12cm；分化芽数最多者为 6一BA 

2．0mg／L—Ad2．5mg／L，芽数为 1．91个，苗高增长量最大者为6 
一 BA2．5mg／I +Ad1．5mg／L，苗高增长量为0 35cm。 

加入花宝肥 3号的球茎增长量最大者为 6一BA2．O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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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12和 6一苄基腺嘌呤采前处理对月季切花保鲜作用研究 

黄永红，胡茂刚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生物技术系，泰安 271000) 

摘要：以月季红衣主教为试材，用不同浓度EaCh和6一BA复 配液采前处理。结果表明，月季切花花瓣的花青素含量和细 

胞膜透性，叶片的叶绿素含量、花朵直径等所有处理间存在差异，但无明显变化规律。分析显示：2OOO mg／LCaCL~+50mg／L 

6一BA复配效果最好。 

关键词：CaC12；6一BA；采前处理；月季切花；保鲜 

中图分类号：$685．12 文献标识码：A 

月季切花保鲜多为采后保鲜剂研究，采前处理鲜有报 

道。为探讨采前保鲜剂的效果，本试验研究CaCl~和6一BA采 

前处理对月季切花瓶插寿命及品质的影响。探讨采前处理 

对切花保鲜的作用，以期能对拓展切花保鲜领域和制定有效 

切花保鲜技术 等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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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供试月季为泰山林业科学院日光温室栽培，花色深红。 

cacl'和6一BA均为天津凯通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原四通化 

工厂)生产。 ． 

1．2 方法 

试验于 2005年 l0月进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CaCl~为A因素，设3个不同浓度(mg／L)1000(A )、2000(A2)、 

30oo( )；6一BA为B因素，设3个不同浓度(mg／L)50(B )、 

200(B2)、350(B3)，对照(CK)为蒸馏水。共 l0个处理：即处理 

、 V V V  

+Ad1．5mg／L，增长量为 0．1lcm；分化芽数最多者为 6一BA 

1．5mg／L+Ad2．5mg／L和 6一BA2．0mg／L+Ad1．5mg／L，芽数为 

4．O个，苗高增长量最大者为6一BAI．5mg／L+Ad2．5mg／L和6 
一 BA2．5mg／L+Ad2．0mg／L，苗高增长量为0．14cm。 

综上所述，原球茎的增长量为主要因子，其次是分化芽 

数，苗高增长量不是重要因子。所以，促进原球茎分化快繁 

的最佳激素组合为花宝肥 1号+6一BA2．0mg／L+Ad 2．Omg／ 

L 

3 小结 

3．1 圣蕾芬兰是大花蕙兰的一个优良品种，属热带兰，有内 

生菌共生，外植体灭菌须采用3步处理。我们曾采用抗生素 

和杀菌剂处理，但效果不佳，是否由于内生菌的存在而引起 

外植体灭菌处理困难，有待进一步研究。 

3．2 培养基添加香蕉泥对圣蕾芬兰增殖和分化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这与香蕉泥中的有机质和天然激素有关。 

3．3 圣蕾芬兰原球茎切块细小，培养瓶内稀疏的群体生长 

较慢，而切块较大且密集于瓶内的生长十分健壮 ，似乎具有 

群体生长效应。因此切割时不可过细，直径要在2mm以上， 

每瓶可接种 30多个培养块，可使瓶内营养得以充分利用。 

3．4 对影响圣蕾芬兰花药愈伤组织出现快慢的激素最佳组 

合为2．4一D 0．5mg／L+BA 0．1mg／L，其中BA的作用大于2．4 
一 D，最早出现愈伤组织时间是 16d；影响花药愈伤组织出现 

百分率的最佳组合为2．4一D 2mg／L+BA 0．05mg／L，其中2．4 

一 D的作用大于 BA，最高分化率为24．7l％；影响花药愈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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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颜色变化的最佳组合为2．4一D 2rog／L+BA 0．1mg／L。 

3．5 对球茎增长量而言，影响球茎增长的最佳组合是花宝 

肥 1号 +6一BA2．0mg／L+Ad2．0mg／L，分化增殖量最大为0．22 

om，对球茎增长量影响因素的大小依次为6一BA>Ad>花宝 

肥，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花宝肥和 6一BA两因子对球茎增长 

量影响差异极显著。对分化芽数而言，影响分化芽数的最佳 

组合是花宝肥 1号 +6一BA2．0mg／L+Ad 1．5mg／L，分化芽数 

最多为4．12个，对分化芽数影响因素的大小依次为花宝肥 

>6一BA>Ad。对苗高增长量而言，影响苗高的最佳组合是 

花宝肥2号+6一BA2．5mg／L+Ad 2．0rag／L；对苗高增长量影 

响因素的大小依次为6一BA>花宝肥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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