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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蕙兰组培工厂化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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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蕙兰(Cymbidium)又名虎头兰，是一种观赏价 

值很高的洋兰，其花朵硕大，枝叶俊秀，深受国内外兰花 

爱好者的欢迎。但是由于大花蕙兰多为杂交品种，种子 

繁殖无法保持其品种特性，且结实率也相当低，分株能 

力又很弱，因而繁殖系数极低，繁殖速度慢n]，远远不能 

满足商品化生产的需求。国外已将组培技术应用于大 

花蕙兰的组培与生产E2,3]，我国一些科研院所和企业也进 

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和生产 ，但普遍繁殖系数较低。现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研究，现已建立了一整套大花蕙兰组织 

培养高效快繁与工厂化生产的技术体系，并在大花蕙兰优 

良品种“红公子”、“水晶宫”、“开心果”和郑州市农林科学 

研究所选育的新品种组培生产中取得了成功，逐渐形成了 

年产各类规格种苗 30万株，开花株近l0万株的规模。 

1 生产技术流程 

母株选择一侧芽启动一圆球茎诱导一继代增殖一 

丛生芽分化一壮苗生根一练苗出瓶。 

2 启动诱导 

2．1 母株选择 

由于数以万计的组培苗均来源于同-#b植体，故母 

株的选择应慎之又慎，应遵循 3项基本原则：整个引种 

群体表现出该品种的典型性状；群体生长发育良好，没 

有普遍发生特定病害侵染，特别是东亚兰花叶病毒 

(CyMV)，齿舌兰轮斑病毒(ORSV)，这2种病毒复合感 

染的现象十分普遍，有条件的母株要先进行病毒检测； 

在符合上述条件的群体中选择性状优异的健壮单株作 

母株。 

2．2 外植体处理 

选择叶片未完全展开的肥壮营养芽(勿选花芽)为 

外植体，先剥去2～3片外层叶片，再手持兰花叶芽梢(勿 

触及已处理好的芽基部，以免污染外植体)，切去基部脏 

物及损伤、老化组织，最后逐层剥净外层叶片，直至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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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芽和小侧芽露出。然后在超净工作台上先用 70 9，6酒 

精浸泡外植体 30 s，无菌水冲洗后，再放入0．1 9，6 HgCI 

溶液中浸泡 8 min左右，无菌水冲洗 3～4次，在无菌接 

种盘上小心切下顶芽和侧芽。 

2．3 圆球茎诱导与驯化 

将切下的顶芽和侧芽插入诱导培养基中，基部向 

下，稍露出芽尖。诱导培养基为 MS+6一BA 1．0 mg／Lq- 

NAA 0．1 mg／L+AC 0．3 g／L+香蕉泥 i00 g／L+蔗糖 

20 g／L+琼脂7 g／L(pH 5．5左右)。置于培养室中进行 

培养 ，光照强度 1 000 1 500 Lx，光照时间 14 h／d，培养 

温度 25℃左右。10～15 d后芽开始萌动，诱导率可达 

85 9，6以上。在圆球茎的诱导过程中，发现有80 9，6左右的 

芽萌发后，很容易长成小苗。诱导约 30 d后，待小苗长 

至3～4 cm，其基部膨大时，将苗切离基部，并将膨大基 

部纵切成厚 3～4 inIn的薄片，切 口向下重新放入相同新 

鲜培养基中，约 30~35 d，从下端切 口部位可以长出类似 

愈伤组织的类圆球茎，其中顶芽诱导率最高，诱导速度 

也最快，侧芽次之。 

第一次从外植体分化出来的圆球茎形态不典型，质 

地较硬，很容易转变为不定芽，应经常观察，根据每一个 

圆球茎的具体情况，及时切除圆球茎萌生的芽尖，继续 

纵切成块，使其沿着圆球茎的方向发展。经过数次诱 

导，方能形成质地柔嫩，生长迅速的圆球茎团。 

将分化苗和生根苗剥离叶片，切除根茎后，放入诱 

导培养基中进行诱导，也可以诱导出圆球茎。利用这一 

方法，可以周年进行诱导，极大改善生产上原材料少的 

限制，加快组培材料的积累。 

3 继代增殖和幼苗分化 

将营养芽、分化苗或生根苗芽尖诱导出的圆球茎， 

接种于继代培养基 1／2 MS+6-BA 0．5～2．0 mg／L+ 

NAA 0．1 mg／L+AC 0．5 g／L+香蕉泥 120 g／L+蔗糖 

2O g／L+琼脂 7．2 g／L(pH 5．5左右)，置于培养室中培 

养，培养温度 25℃左右，光照强度 3 000 Lx，光照时间 

i0 h／d。每45~50 d继代一次，增殖倍数可达 10倍以上。 

继代增殖初期用 1．5～2．0 mg／L的 6-BA可以较快的积 

累材料，随着继代次数的增加，特别是 15代以后或变异 

株开始出现后，只能用 0．5～1．5 mg／L浓度的 6-BA，并 

在生产中及时清除变异的圆球茎。变异的圆球茎表面 

只是光滑一片，没有芽尖，不能分化出芽苗。 

试验发现：圆球茎的增殖生长表现出一定的群体效 

应，即当圆球茎纵切成块时，只保留1～2个小芽尖时，圆 

球茎的增殖大大减少，大多数一个继代周期后增殖倍数 

只有2左右，有些还会褐化死亡。当保留3～4个小芽尖 

时，原球茎的增殖则较为正常。当有 5个以上小芽尖 

时，由于块状物分割的数量较少，增殖倍数不能达到最 

大化。当圆球茎继代到所需数量时，直接将完整的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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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转移到新鲜的增殖培养基中，不要纵切分割，也不要 

切除芽尖，让圆球茎表面的芽尖直接分化萌发为小苗。 

4 生根与练苗 

当苗长至 3～4 cm，2～3片叶时，即可将苗小心切离 

基部，转入壮苗生根培养基 1／2 MS+NAA l_0 mg／I + 

G l-0 mg／L+AC 1．0 g／L+香蕉泥 150 g／L+蔗糖 

25 L+琼脂 7．5 g／L(pH 5．5左右)，置于培养室中培 

养，培养温度 25~28℃，光照强度 5 000~6 000 Lx，光照 

时间12 h／d，20 d左右开始生根，35 d即可进行练苗处 

理。大花蕙兰瓶苗移栽前先移人遮荫棚内，在自然散射 

光下(7 000~8 000 Lx)，光照时间 8～12 h／d的环境下 

15~20 d，可以明显提高瓶苗的质量和栽植成活率。当 

瓶苗叶色浓绿，叶片坚挺 ，植株健壮时，即可出瓶移栽。 

5 生产中易出现的问题及注意事项 

5．1 香蕉添加物 

香蕉泥对大花蕙兰圆球茎诱导、圆球茎增殖和壮苗 

生根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即使是充分成熟的香蕉也 

含有大量对兰花生长有抑制作用的酚类物质，所以培养 

基中添加香蕉泥时要相应加入活性炭。单用香蕉泥对 

大花蕙兰生长有害。第一次培养时，如加入过多香蕉泥 

外植体容易褐变死亡。香蕉泥用量随着大花蕙兰圆球 

茎诱导、圆球茎增殖和壮苗生根应渐次增加。 

5．2 无性系崩溃问题 

要达到按计划稳定生产的目标，必须防止因偶然的 

因素造成无性系的崩溃。无性系的重建是颇费时目的 

工作，势必严重影响交货。因此培养基配制时要求配制 

前计算、复核，称量时核对，称量后记载，分装前核对，分 

装后标记；要求工作人员在灭菌的每一步骤应检查灭菌 

程序是否正确；同一无性系应至少人为分割为两个或两 

瓜 二 次结瓜 的新技 术 。效 

可观。具体做法是：当头茬 

摘后，割掉老蔓，8~10 d就 

可长出新蔓，45~50 d就可采收二 

茬瓜．增产1 500 kg／667m2o 

培养新蔓 ~／K-"次结瓜宜 

采取割蔓再生法，即在头茬瓜采 

收后 ，距根部 30~35 cn2处剪去老 

个以上的子系统，不同子系统之间避免同时使用同一批 

次培养基和接种工具继代。 

5．3 无性系变异问题 

无性系变异是兰花组培苗工厂化生产中值得关注 

的问题，对大花蕙兰而言，主要是僵化苗的问题。在继 

代过程中必须剔除僵化圆球茎和僵化苗。僵化圆球茎 

表现为表面光滑，没有芽尖，不分化幼苗；僵化苗表现为 

植株矮小、粗硬，叶片宽短呈鸟喙状。大花蕙兰僵化原 

球茎和僵化苗与增殖代数有关，据实践，大花蕙兰每一 

无性系增殖代数应在 15代以内为宜，超过此限度则僵 

化原球茎和僵化苗及其它异常会急剧增加。大花蕙兰 

在原球茎诱导，原球茎增殖和壮苗生根各个阶段培养温 

度过高都能加剧僵化变异，必需将温度控制在适宜范围 

内。大花蕙兰在原球茎诱导和增殖阶段细胞分裂素浓 

度过高会诱导僵化变异[5 ]。此阶段，应严格控制分裂 

素浓度，不宜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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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二次结瓜技术 

蔓，利用基部叶腋下的潜伏芽萌发后结瓜，在老蔓的基部留 

1~2个健壮新蔓，其余剪除。采取这种方法，坐瓜位置低，瓜 

蔓生长迅速、旺盛，西瓜成熟快，瓜型大，产量高，比其它方法 

增产500-600 kg／667m 。 

高产措施 保护根系：对头茬瓜的施肥、浇水、除草等管 

理时，要保护好根系，保证根系不受伤，使之能正常健壮地生 

长 ；肥 水管理 ：头茬瓜在 采收前 

3 d施一次速效性氮肥。一般每株 

15~20 g尿素，当植株有80％坐果 

时，再重施一次肥料。一般施硫酸 

钾 1O 、磷酸二氢钾 1O ，尿素 

5 或充分腐熟有机肥 500 kg、 

多元复合肥 20kg；清园防病：头 

茬瓜采收前，及时清理田间杂草、 

烂瓜、病株、残叶和遗留的小瓜，并连续喷 2-3次500倍多茵 

灵或 600倍白菌清，以防治病害，对割掉的老瓜蔓要及时运 

出田外，并对瓜田进行清理；新蔓整枝：一般采用一株留一瓜 

的方法，因植株剪去老蔓，新蔓萌发快，结果多。为不影响选 

留瓜的正常生长，促使二茬瓜迅速膨大，应及早剪除支蔓、小 

果，使养分集中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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