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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蕙兰的组织培养和次生代谢物质的调控 

张 瑜 ，付 艳 ，殷奎德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大庆 163319) 

摘 要：以茎尖、茎段、叶片、根尖作为外植体。研究了大花蕙兰组织培养．同时也对次生代谢物质的调 

控因素进行 了探讨。结果表明。茎尖是最佳的外植体：培养基 MS+6一BA1．0mg／L+NAA0．1mg／L对大花 

蕙兰愈伤组织和原球茎的诱导最好：培养基 MS+6一BA1．Omg／L+NAAO．5mg／L对大花蕙兰原球茎的增 

殖较好：激素积累和温度都能增加次生代谢物质的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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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ssue Culture of Cymbidium Grandiflorum and Regulation of Secondary Metabolite 

Zhang Yu，Fu Yan，Yin Kuide 

(College ofLife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ofHeilon~iang August First Land Reclamation University，Daqing 163319) 

Abstract：Studies were carried out on tissue culture of Cymbidium grandiflorum，using terminal buds，stem 

sections．1eaf blades and terminal roots as explants．At the same time．the discussions were continued on the 

regulative factors of secondary metabolit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rminal buds were the best explants． 

MS+6一BA1．0mg／L+NAA0．1mg／L was good for induction of callus and protocorm and MS+6一BA1．Omg／L + 

NAA0 5mg／L was more beneficial to proliferation of protocorm．The accumulation of hormone and tempera； 

ture could increase the secretion of secondary metabo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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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蕙兰 (Cymbidium grandiflorum)是兰属中的 
一

个种，又称西姆比兰、虎头兰、系指原产于喜马拉雅 

山、印度、缅甸、泰国等地蕙兰的大型花原种以及以它 

为基础杂交而得到的品种，具有植株强健，花大花多， 

花色艳丽，花期长等优点【lJ，是世界上栽培最普及的 

洋兰之一，享有“兰花皇后”的美誉【2J。尤其是当代的 

大花蕙兰品种，都是经过一百余年多代杂交选育出的 

优良品种。与原种比较，花型规整，花瓣宽，花朵优美， 

色彩艳丽而丰富，花茎直立而挺拔，花朵数 目多且排 

列紧密，深受国内外兰花爱好者的欢迎，具有较大的 

市场潜力。但大花蕙兰在 自然状态下繁殖困难，种子 

萌发率极低，仅为5％左右，且大花蕙兰传统分株繁殖 

周期长，效率低『11，难以满足规模化生产的需要。所以 

应用组织培养的方法在短期内获得大批遗传性稳定 

的大花蕙兰优良种苗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笔者对大 

花蕙兰组织培养快繁技术进行了初步研究，摸索出一 

套快速繁殖大花蕙兰的方法，为大花蕙兰工厂化育苗 

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笔者也就试验过程中遇到的大 

花蕙兰次生代谢物质分泌的主要原因及防治措施进 

行了讨论。 

l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供试材料为南京中山植物园所提供的大花蕙兰 

试管苗。 

1．2 方 法 

1．2．1外植体的选取 本试验选取具有 5片叶以上的 

健壮大花蕙兰试管苗为试材，选用的外植体有茎尖、 

茎段、叶片、根尖。 

1．2．2培养基的筛选 试验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不同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试验设计如下配方，其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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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培养基接种 10瓶，每瓶接种 2～4个外植体，进行对 

比，观察其，上长 K势。 

原球苹 导、增殖培养基 

MS+6一BA0．5me-／L+NAA0．1 m L 

MS+6一BA0．5me_／L+NAA0．5mg／L 

M S+6-BA l mg／L+NAA0．1 mg／L 

MS+6一BA】mg／L+NAA0．5mg／L 

MS+6一BA2mg／L+NAA0．1 mg／L 

MS+6一BA2mg／L+NAA0．5mg／L 

MS+6一BA3mg／L十NAA0．1mg／L 

MS+6一BA3mg／L+NAA0．5mg／L 

壮苗生根培养基 

1／2M S+NAA0mg／L 

1／2MS+NAA0．2me-／L 

1／2MS+NAA0．5me-／L 

1／2MS+NAA1me_／L 

1．2．3 培养条件 

(1)大花蕙兰组织培养 的培养条件 pH5．2～5．8， 

蔗糖 3％，琼脂浓度 0．7％，培养室温度 22～25℃，每天 

光照 12h，光照强度 20001x。 

(2)大花蕙兰次生代谢物分泌的培养条件 将初 

代培养诱导出来的原球茎接种到继代增殖培养基上， 

置于不同的温度条件即 23℃，27~C，31。C，其余条件 

均相同的环境下培养，继代两个月，每 20d换一次培 

养基，观察培养基的情况。 

2结果与分析 

2．1不 同外植体对诱导率 的影响 

试验中选用的外植体有茎尖、茎段、叶片和根尖。 

它们诱导出的愈伤组织和原球茎的数目有明显差异 

(见表 1)。 

其中以茎尖的诱导率最高，可达到70％，且诱导 

出的愈伤组织和原球茎的质量较好，颜色浓绿，茎段 

表 1不同外植体对诱导率的影响 

的诱导率也较高，能达到43％，且 导出的愈伤组织 

和原球茎的质最也较好，但在萃段的诱导过程中褐化 

现象较为明显，应勤换培养基以避免其褐化现象的发 

生。叶片的诱导率很低，大多数叶片边缘都褐化死亡。 

而根尖则由于变 干萎蔫没有诱导出愈伤组织和原球 

茎。这说明茎尖的分生能力日』j显优于其它部位，是大 

化蕙兰组培的最佳外植体。 

2．2不同激素配比对茎尖诱导率的影响 

将茎尖接种到添加不同激素浓度的MS培养基 

上，20d后，就会发现茎尖周围有不同程度的愈伤组 

织和原球茎长出，由表 2可以看到不同的激素梯度下 

诱导出的愈伤组织数和原球茎数明显不同。在初分化 

过程中，当6-BA<2mg／L时，适当的增加 6-BA的浓度 

能 够 明显 促 进 愈 伤 和 原 球 苇 的 产 生 ， 但 当 

6-BA>2mg／L，则会对愈伤和原球茎的诱导产生抑制 

作用。不仪如此，6-BA和NAA二者之问的比值也非 

常重要，当 6-BA和 NAA的比值为 10时，诱导率最 

高，达到70％，比值太大、太小都会使诱导率降低。 

表 2不同激素配比对茎尖诱导率的影响 

培养基 6-BA浓度 

(rll L) 

NAA浓度 接种数 诱导愈伤组织数 诱导原球茎数 
(mg／L) (个) (个) (个) 

诱导率 

(％) 

MS 

MS 

MS 

M S 

M S 

M S 

MS 

M S 

O．1 

O．5 

O l 

O．5 

O．1 

O．5 

O．1 

O．5 

43_3 

40．0 

70．0 

53_3 

33．3 

26 7 

26．7 

23l3 

2．3不同激素配比对原球茎增殖的影响 

将原球茎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接种到下面的培 

养基中进行增殖培养，一个月后比较原球茎的增殖情 

况，结果见表 3。 

原球茎在下述培养基中都能够快速增殖长出新 

的原球茎，但不同的激素梯度下，增殖倍数不尽相同， 

如表 4， 6-BA1mg／L，NAAO．5mg／L时，增躺倍数最 

高，可达到 4．12，且原球茎的质量很好，色泽浓绿，长 

成的小苗健壮挺拔。而在其它梯度水平下的原球茎虽 

然可得到增殖，但原球茎色淡，增殖时问长，分化的小 

苗生长也较缓慢。 

2．4不同激素配比对诱导生根的影响 

当小苗长到 3-5cm时，将其从增殖培养基转移 

至如下生根壮苗培养基中，观察生根情况，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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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表明NAA0．5mg／L为最佳，此浓度下诱导的根多且 

很粗壮。当苗长到 5-6片叶时，就可练苗移栽。 

2．5不同温度梯度对原球茎分泌次生代谢物质的影 

响 

经过三个月的继代，发现置于不同温度条件下的 

培养基出现明显差异(见表 6)，结果表明高温能促进 

大花慈兰中次生物质的代谢增强，使分泌物增加，这 

种分泌物质破坏了培养基中原有的养分，对大花蕙兰 

的生长产生抑制作用。 

2．6试管苗移栽 

当苗长到 5-6片叶，3条根以上时，即可进行移 

栽，一般移栽前，先将容器打开盖予，于室温自然光下 

表 5不同温度梯度对原球茎分泌次生代谢物质的影响 

放3d，然后取出苗，用自来水将根系上的琼脂冲洗干 

净，再栽种到已火过菌的基质中，基质以苔藓为佳，成 

苗率可达 100％。定植后的植株最好遮光 50％，温度 

l5～20℃，保持一定的相对湿度，且要注意通风。同时 

注意加强水肥管理，以少施、勤施为主，3～4个月后就 

可单株移植。 

3讨论 

(1)通过试验得出培养基 MS+6一BA1．0mg／L+ 

NAA0．1mg／L对大花蕙兰的愈伤组织和原球茎的诱 

导较好；培养基 MS+6一BA1．0mg／L+NAA0．5mg／L对大 

花蕙兰原球茎的增殖较好；培养基MS+NAA0．2mg／L 

对大花慈兰的生根壮苗最佳。如果按其不同发育阶段 

给其最佳培养基，可在短期内完成大花蕙兰原球茎的 

继代、育苗、生根、壮苗4个阶段，可大大缩短1二，一化 

育苗的时问。 

(2)在笔者组织培养过币旱中遇到了一种不同于褐 

化的培养基变红的现象，通常认为是大花蕙兰分泌的 

次生代谢物质所致。影响这种代谢物质分泌的因素很 

多，温度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当温度升高时，会增加代 

谢物的分泌，加速多酚氧化酶的氧化，使培养基变成 

粉红色，甚至红色，抑制植物的生长。 

(3)当继代次数增加时，同样会出现这种培养基 

变红的现象，笔者认为随着继代次数的增加，某些激 

素会在植物体内进行积累，这种积累的结果会扰乱植 

物的正常生理代谢，使次生代谢物质的分泌增强，这 

种分泌物聚积在培养基中，使培养基变红，如果选用 

不含激素的继代培养基进行继代，这种现象就会明显 

减弱，因此在继代过程中可以选用两种培养基交替继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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