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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植物活性剂对大花蕙兰组培不定芽 

增殖的应用研究 

罗富英 ，罗 平。，张伟国 

(1．广东省湛江师范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52404812．广东省湛江市果树蔬菜研究所) 

摘 要：应用新植物活性剂时大花蕙兰组培不定芽增殖进行 了初步应用试验研究，新植物活性荆lmg／L、 

2mg／L、5mg／L、10mg／L、20mg／L、5mg／L+萘乙政(NAA)、CKI(6一BA)、CK2(6一BA+萘 乙酸 NAA)对不 

定芽增殖倍数依次分剐为 3．3、4．1、4．3、3．4、2．3、7．6、1_3、3．1倍。谊活性荆时大花蕙兰组培不定芽的增殖 

数比时照 CK1分别提高 2．0、2．8、3．0、2．1、1．0、6．3。比时照 CK2分别提高 0．1、1．0、l_2、0．3、-0．8、4．5倍。 

新植物活性荆在 l~Smg／L范围内．外植体成活率 i00 。新植物活性荆 5mg／L时大花恙兰不定芽增殖倍数 

是对照CKI的6．3倍，是对照CK。的4．5倍。(2．5cm)幼苗外殖体的不定芽增殖能力最强j(icm)中芽外殖 

体的不定芽增殖倍数在 2～4倍 I(O．5cm)小芽外殖体的不定芽增殖能力一般 I新植物活性荆+蔡乙酸(NAA) 

时外殖体不定芽增殖的促进效应比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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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慧兰(Cymbidium)又名虎头兰、西姆比兰，是兰属的 

一 个杂交品种。大花慧兰以其植姿雄伟．花朵硕大．色泽鲜 

艳，花茎直立．花期长．而为人们所喜爱。春节花卉中的大花 

蕙兰多从韩国进口，价格较高。其实。大花慧兰的栽培难度 

并不比其它兰花高，只要了解它的习性 ，给予相应的措施．在 

亚热带及温带地区能广泛栽培[”。大花慧兰是一种杂交兰， 

传统的分株繁殖．一株大花慧兰一年仅jIE殖 2～3个芽 ，繁殖 

率低、慢、周期长．尤其对新引进的优 良品种，很难迅速占领 

市场、满足广大群众需求。 自1960年 Morel开创兰花茎尖 

培养技术以来．兰花的组培快jIE技术迅猛发展．不少学者对 

兰花的组织培养进行了研究[z3。有关报道多是选用细胞分 

裂紊6一BA(6一苄基腺嘌呤)．NAA(萘乙酸)生长素来诱导 

不定芽增殖[ 。新植物活性剂由广东湛江师范学院自然科 

学与技术研究中心研制[‘_ ．具有促进植物细胞分裂和扩 

大 ”．促进侧芽生长，延缓作物衰老等作用。为了探讨新植 

物活性剂在组织培养中的应用效果．我们对新植物活性荆在 

大花慧兰组织培养上进行应用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I．i 材料 

大花慧兰无毒组培苗(由湛江市果树蔬菜研究所组培室 

提供，原种植株购于湛江市花卉市场、为引进杂交优良品种)。 

i．2 试剂 

新植物活性剂 主要成分为脲类植物细胞分裂素 ](由 

湛江师范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研制提供)。 

*基金项目t国家星火计划项 目(2004EA780043)湛江市科技招标 

项目湛财企[2oo33104号 湛江师范学院 自然基金资助项 目(2002 

E223．L0120) 

收稿日期l2005—10--13 

ll2 

i．3 培养基 

选用1／2MS基本培养基+3 蔗糖+0．7％琼脂，分别 

添加新植物活性剂 lmg／L、2mg／L、5mg／L、10mg／L、20mg／L 

和新植物活性剂 5mg／L+萘 乙酸 (NAA)、对照 CKl：(I／ 

2MS基本培养基+3 蔗糖+0．7 琼脂 +6一BA)、对照 

CK2 t(1／2MS基本培养基+3 蔗糖+o．7％琼脂+6一BA+ 

萘乙酸NAA)依次按顺序编号为：1、2、3、4、5、6、CKI、Cl(2。 

i．4 培养方法 

在超净工作条件下．将大花蕙兰无毒苗切分成三种外殖 

体．小芽(o．5cm)．中芽(icm)．幼苗(2．5cm)，分别随机接入 

i、2、3、4、5、6、对照CKl、CKz共8个不同培养基上进行培 

衰 i 大花慧兰组培不定芽增殖培养基 

养．每个培养基设 6个重复，每个重复接种 2个芽．置于组培 

室内自然条件下培养，2OO3年 8月 i日接种．每天观察一次． 

接种 25d后统计不定芽增殖数，增殖倍数．不定芽生长情况。 

统计标准：成活率一成活芽数／接种芽数。增殖倍数；增殖 

芽数／成活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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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以上是接种 25d后统计的效据．芽高为平均芽高．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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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不同浓度新檀物活性剂对大花墓兰不定芽的增殖倍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新植物活性剂对大花慧兰不定芽增殖和生长 

的影响 

从表 2可知。l／2MS培养基加新植物 活性剂 lmg／L、 

2mg／L、5mg／L、10mg／L、20mg／L，对外殖体成活率有差异。 

外殖体在上述不同浓度单一新植物活性剂培养基中成活率 

分别为：100 、100 、100 、83 、67 。外殖体在同时添 

加同样浓度萘乙酸的新植物活性荆 5rag／L+生长索(NAA) 

和对照(CK2；l 2MS+6一BA+生长紊 NAA)培养基中成活 

率均为 100 。新植物活性剂在 l～5rag／L范围内外殖体 

100 成活。当新植物活性剂超过 5mg／L时，外殖体有枯黄 

现象。当新植物活性剂浓度为 lOmg／L时。坏死率达 17 f 

新植物活性剂浓度为20mg／L时．坏死率为33 I出现坏死 

的都是外殖体(O．5cm小芽)。可见 当植物调节剂浓度大于 

5mg／L时对越小的外殖体生长越不适宜。 

新植物活性剂 lmg／L、2mg／L、5mg／L、lOmg／L、20mg／ 

L、5rag／L+萘乙酸(NAA)和对照 CKt、CK：对不定芽的增殖 

倍数分别是：3．3、4．1、4．3、3．4、2．3、7．6、1．3、3．1倍，比CK1 

分别提高 2．0、2．8、3．O、2．1、1．0、6．3。比CK0分别提高 0．1， 

1．0、1．z、0．3、一0．8、4．5倍。在新植物活性剂 l~5mg／L时， 

增殖倍数随浓度提高而增加，当新植物活性剂大于5mg／L 

时，增殖倍数随浓度提高而下降。当新植物活性剂为5mg／L 

时。增殖倍数最高为 4．3～6．3倍。对大花慧兰不定芽增殖 

最佳浓度应为新植物活性剂 5mg／L。新植物活性剂无论是 

单一使用还是与生长索配合。对不定芽增殖的促进效应都比 

6一BA、及 6一BA与萘乙酸配合要好。 

新植物活性剂新增的不定芽的生长情况均比CKl要好， 

浓度为 20mg／L时平均芽高最高，浓度为 5mg／L时不定芽生 

长最健壮。当新植物活性剂与生长紊配合时不定芽平均高 

度和健壮程度均比CK。显著提高。 

衰 3 不同外檀体对不定芽增殪的影响 

2．2 不同外植体对不定芽增殖的影响见表 3 

在同一浓度培养基中不同外殖体即(2．5cm幼苗)、(1cm 

中芽)、(O．5cm小芽)的不定芽增殖倍数存在明显差异。(1) 

幼苗外殖体分别在新植物活性剂 lmg／L、2mg／L、5mg／L、 

lOmg／L、20mg／L中不定芽增殖倍数分别是 5．0、5．3、5．7、 

5．0、5．0倍，在 4个浓度中增殖倍数变化不大f当新植物活性 

剂 5mg／L与萘乙酸配合使用时，不定芽增殖倍数大大提高， 

高达7．3倍。但小苗有小量枯黄现象出现。(2)中芽外植体 

分别在新植物活性剂浓度 lmg／L、2mg／L、5mg／L、lOmg／L、 

20mg／L中不定芽增殖倍数分别是 z．6、3．9、4．0、3．7、2．0 

倍，当浓度为 2～5mg／L时增殖效应最佳 ；幼苗、中芽的最佳 

浓度为 5rag／L1当新植物活性剂 5mg／L与萘乙酸配合使用 

时，不定芽增殖倍数为 3．0倍 f(3)小芽外殖体分别在新植物 

活性剂 lmg／L、2mg／L、5mg／L、lOmg／L、20mg／L中不定芽 

增殖倍数分别是 2．0、2．0、1．0、0．5、0．8。比 CK1分别提高 

0．7、0．7、一O．3、--0．8、一0．5。增殖倍数呈下降趋势；以上三 

种外殖体在新植物活性剂 lOmg／L以上时，增殖倍数随浓度 

增加而下降，并出现枯黄坏死现象。当5mg／L新植物活性剂 

和萘乙酸配合使用时不利于(o．5cm小芽)全部枯黄坏死，增 

殖倍数为 0。但是，低浓度新植物活性剂有利于小芽分化。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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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 ：单一新植物活性剂最佳不定芽增殖浓度 

为5mg／L．新植物活性剂和萘乙酸配合使用可大大提高增殖 

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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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外植体对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3 小结与讨论 ’ 

由湛江师范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研究 中心研制的新植 

物活性剂是一种具有较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单独使用时表现 

出较强的促进细胞分裂作用。在 2～5mg／L范围内对大花 

蒽兰组培不定芽增殖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对大花蕙兰组培 

不定芽增殖最佳浓度为 5mg／L~新植物活性剂对不同外殖体 

的不定芽增殖影响差异较大。对大花蕙兰不定芽大于2．5cm幼 

苗外殖体最佳．不定芽增殖倍数最高。受新植物活性剂浓度 

变化影响不大，lcm 中芽外殖体不定芽增殖的最佳浓度为 

5mg／L。0． cm小芽外殖体在 1~5mg／L浓度以下有利于不 

定芽分化增殖，高浓度下可形成药害坏死现象。这种现象可 

能因不同外殖体生长发育所处的生理状况不同[日]有关，从而 

对新植物活性剂的生殖敏感性不同；新植物活性剂与萘乙酸 

配合对大花蕙兰不定芽增殖和生长均比单一使用效果更明 

显，表明新植物活性剂与萘乙酸之间具有协同调节作用。植 

物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配比是决定组培芽分化和生长的重 

要因素，不同植物有不同生理特征 、不 同发育阶段对新植物 

活性剂要求不同。细胞分裂素具有促进细胞分裂的作用，使 

用细胞分裂素类调节剂可使芽组织保持旺盛的分裂和分化 

能力．促进芽丛单芽数的递增。萘乙酸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细 

胞伸长，并具有促进细胞核分裂和不定根形成的作用 二者 

配合使用可促进生长和分化[g ；据有关资料记载大多使用细 

胞分裂素 6一BA和生长素 NAA配合诱导 兰花不定芽增 

殖[】 ．增殖倍数一般在 2．O～4．5倍．新植物活性剂对不定芽 

的增殖倍数可高达 7．6倍 新植物活性剂大于 5mg／L时可 

随浓度增大而增殖数减少，新植物活性剂与萘乙酸配合使用 

还待近一步研究。对于大规模快繁生产增殖芽的利用率是增 

殖阶段最重要的评估指标 ，增殖芽的利用率是受增殖倍数、 

芽长度、芽质量等指标所决定[”]。5mg／L新植物活性剂对 

新增不定芽高度均匀 ，长势较好．对商 品化育苗生产能带来 

较好经济效益。新植物活性剂对不定芽增殖有较高的活性， 

比 6一BA具有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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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冬剪七注意 

吴春波，陈玉东 

果树冬季修剪要根据树体状况和 自然条件来掌握修 

剪程度和修剪量．一般要做到七注意。 

l 注意树龄：幼树和初结果树修剪量要小，修剪程度要 

轻．要注意增减树型和结果技蛆，盎果期树要适当重剪， 

注意轮换结果技组，衰老期树重剪，更新结果技组。 

i 2 注意花芽量：花芽量大的果树修剪量要大些．修 

i度适当加重．严格控制花芽总量。使花和叶芽比例控 

；l 2O左右。花芽少的树，要轻剪多留花芽，对没有 

●的技和枝组要重剪以更新结果技组 
． -． m ¨ m ¨ m ． -． m ● _● -． -● m ● -● m ■ 

ll4 

剪程 

制在 

花芽 

。’ 、  

3 注意树体：强旺树要轻修剪，主要去直立强旺枝。留侧 

立技和 中庸技．以缓和树势．进而促进花芽形成；弱树要 

重修剪．主要剪去弱技和下技，更新衰老结果技组。 

4 注意品种特性：萌芽力和成技力强的品种，易追成树 

冠郁闭．光照不盎，修剪量宜大．修剪时要 多疏技 ，少截留 

中席技。 

5 注意栽培管理条件。肥水管理条件好、树体强健的树． 

修剪程度要轻，相反．山坡薄地、管理条件差的树 ．修剪量 

要大些，修剪程度应适当重些，少疏多剪。 

6 注意用人工支、拉枝条等方法开张角度时．不能用力 

过猛、过大．要先拿技软化，以免将树枝拉折和拉劈。 f 
7 注意要做到边剪消毒。常用的药物有 lO倍 果康宝、： 

3o倍液9281厦3渡荧度石硫合剂等，剪除病虫技。 i 
(黑龙江省宁安市小北湖林场 1574O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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