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Anhui Agri Sci．2006。34(3)；464—465 责任编辑 罗芸 责任校对 罗芸 

春石斛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傅玉兰，张志平，姚萍 (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安徽台肥230036) 

摘要 春石斛花朵繁密。花色艳丽，花期长，是东南亚市场上极受欢迎的高档盆花。为了发展春石斛优质种苗的规模化生产，满足国内 

市场对春石斛的需求，以眷石斛的茎段为外植体，以MS为基本培养基，就植物激素对春石斛侧芽诱导、侧芽生长以及继代增殖的影响进 

行了较全面的研究。结果表明，BA0．5I L+NAA0．1mg／L的植物激素组合最有利于侧芽的诱导；BA0．5-e／L+2．4-D0．2l1 L植物激 
素组合对侧芽生长最有利；而BA3．0 H1 L+NAAO．2mg／L植物激素组合对侧芽继代增殖促进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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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I删 Tne flowers of Dendrob／um nob／／e dense，the color is gorgeous"oM  the flowering seas0n is long．It is welcomed in the southeast Asia 一 

ket．In order to develop the scale pmduetion of Dendrobium nobile to sadsly the derr~ld of domestic market，we used the stein section as explants and MS 

medium as primary medium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hytohonnones on the induction )wth and subculture of mixed bu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A0．5 

r~_／L+NAA0．1 H】 L can improve the induction ofthe mixed bud，BA0．5 mg／L+2，4-D0．2 rr L can improve the growth ofmixed bud，and BA3．O 

mg／L+NAA0．2 mg／L was the best to improve the mixed bud subeu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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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艺学上石斛兰的品种一般以其开花期划分为春 斛 

系和秋石斛系2大类。春石斛属落叶温带种，其花色鲜艳，豪 

华灿烂，常作为盆花栽种。近年来，春石斛在东南亚一带非常 

受欢迎，目前，我国花卉市场的春石斛品种大多数是日本等国 

外种苗公司的2、3代种苗_1 J，所以价格昂贵。为了加速国内春 

石斛工厂化育苗，以满足市场需求，笔者对春石斛组培快繁技 

术进行了研究，拟建立起高效的植株再生体系。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以春石斛盆苗的茎段为实验材料。 

1．2 无菌外植体的获得 剪取春石斛的茎，剥离叶片后流 

水冲洗 30 min以上，70％的酒精浸数秒，用无菌水冲洗 1 

次，再用0．1％的升汞液浸8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8次，获 

得无菌外植体。 

1．3 实验方法 

1．3．1 实验设计。分别设计了不同植物激素组合的 2组 

实验(表 1)，从不同角度研究植物激素种类及不同浓度配比 

对春石斛侧芽诱导、侧芽生长及继代增殖的影响。 

表 1 培养基中植物激素的种类及其浓度配比(基本培养基为 ) 

实验 1 植物激素及其配比对春 实验2 植物激素及其配 比对 

石斛侧芽诱导的影响 春石斛侧芽继代增殖 

rng／l 的影响／／“ L 

1．1 BA 0．5+2．4．D 0．2 2．1 BA 1．O+NAA O．1 

l_2 BA 0．5+2．4．D0．3 2．2 BA 2．O+NAA 0．2 

1．3 BA 0．5+2．4．D 0．3+ 2．3 BA 3．0十 AA 0，2 

活性炭 lg／L 24 BA 4．O+NAA O，5 

1_4 KT 3．0+NAA O．1 2．5 Kr 0．5+N从 0．1 

1．5 BA O．5+NAA O．1 2．6 KT 1，0+N从 O．1 

1．6 BA1，O+ 从 0．2 2．7 2，O+NAA 0．2 

2．8 3．0十N从 0，2 

注：添加香蕉 100 g／L，糖 30 g／L，琼脂8 g／L，调整 pH值5．4。 

1．3．2 接种方法与培养条件。将经过灭菌处理后的春石 

斛的茎在无菌培养皿内切成2—2．5 cm的茎段，每一茎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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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个茎节。将此茎段接种在实验 1的诱导侧芽的各组培 

养基中，每实验组接种 4瓶，每瓶接 1个茎段，3次重复。将 

实验 1诱导出的生长健壮 、叶色正常，且大小、形态相近的 

侧芽转接到实验 2的各组继代增殖培养基中，每实验组接 

种5瓶，每瓶1株，3次重复。接种后，将三角瓶置于培养室 

中培养，培养条件均为：温度(25±2)℃，光照为 12 h／d_2J。 

2 结果与分析 

2．1 植物激素对侧芽诱导的影响 试验表明(表 2)，1-5组 

的侧芽诱导率最高，为79％。同时还发现，培养基中 BA与 

NAA组合和BA与2．4-D组合对侧芽诱导效果明显不同，前 

者优于后者。其中，以 1．5组的组合配比最佳，即 BA 0．5 

mg／L+NAA 0．1 L。1．1组的诱导率(75％)高于 1-2组 

(64％)和 1．3组(64％)的诱导率，认为2，4．D对侧芽发生有 

抑制作用，在一定范围内2，4．D浓度越高抑制作用越强，并 

可看出活性炭对侧芽发生无明显效果。从第 1—4组的侧芽 

诱导效果可以看出，当使用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 KT时，反 

抑制侧芽发生，侧芽诱导率为最低，且诱导出的侧芽表现 

畸形，这与其他文献报道相一致，即植物组织培养的培养基 

中细胞分裂素过多会引发培养物的畸形现象_2J2，且侧芽诱 

导速度最慢。所以在春石斛侧芽诱导阶段适宜采用 BA与 

NAA的组合，且以 Ms+BA0．5 mg／L+NAA0．1 mg／L的浓度 

配比为最佳。 

表 2 植物激素殛配比对春石斛侧芽诱导的影响(培养9o d) 

实验组 接种 料数 发生 芽数 侧芽 导率 

1．1 12 9 75 21 

】一2 】】 7 64 25 

1．3 l1 7 64 29 

1_4 11 3 27 32 

1．5 14 l】 79 26 

1．6 12 8 67 29 

备注 

叶片畸形 

2．2 植物激素对侧芽生长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表 3)， 

l_l’1—2、1 3组的株高高于 1．4、1．5、1-6组，分别为 1．79、 

1．81、1．65和 1．13、1．15、1，23 cm，由此表明，在侧芽生长阶 

段 2，4一D与 BA组合效果比NAA与BA组合更好。1．1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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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2，4．D与BA组合效果比NAA与BA组合更好。l，l组和 

1．2组相比，两组虽株高相近，但 1一l组的长势优于 l一2组。 

由此看出，在 BA浓度相同时，低浓度的2，4．D有利于植株 

生长。1-2组和 1-3组相比，2组的激素成分和浓度均相同， 

只是 l一3组添加了活性炭，结果表明活性炭不利于侧株伸长 

生长，这与向邓云等的报道相吻合 J。从 1—4组数据可以 

看出，过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 KT极不利于植株生长，表现为 

株高最低，叶片最少且畸形，所以在侧芽生长阶段不宜采用过 

高浓度的KT。1-5组虽然侧芽展开叶数最多，但株高不足，呈 

矮化现象。 

综上所述，在侧芽生长阶段最宜采用 1．1组配方，即 MS 

+BA0．5mg／L+2，4一D0。2mg／L。 

综合表 2、3可看出诱导侧芽发生效果最佳的植物激素 

组合，对侧芽的后期生长却不利，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低 

浓度的生长素均有利于侧芽的诱导和生长；高浓度的细胞 

分裂素抑制芽的诱导和生长。 

表3 植物激素及配比对侧芽生长的影响(培养 90 d) 

注：侧芽长势分4个等级 ，+++长势良好，展开叶片多且呈深绿 

色；++长势较好，展开叶片较多，叶色深绿；+长势一般，展开 

叶片较少，叶色淡绿；一长势较差，植株矮化，展开叶片极少或叶 

片畸形。 

2．3 植物激素组合及配比对侧芽继代增殖的影响 由表4 

可以看出，BA与 NAA的植物激素组合对促进侧芽继代增 

殖均有一定的效果，且增殖倍数和 BA／NAA的配比关系更 

为密切，例如2-3组，当 BA／NAA比值为 l5倍时，侧芽继代 

培养月增殖倍数最高，达2．2倍；BAMNAA比值低于 l5倍 

时，月增殖倍数均低于 2．2倍。可见，培养基中植物激素种 

类及其配比是制约侧芽增殖的主要因素。调查数据还证 

明，对侧芽继代增殖的效果 BA与 NAA的组合更优于 KT与 

NAA的组合。因此，认为春石斛侧芽继代增殖培养中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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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地省工节支，简化了育秧程序，是一种给种植农户带来 

福音的高新技术。 

3．2 拌种包衣是关键环节 把握 子表面湿但不滴水这 

个包衣最佳状态进行包衣，过湿过干包衣都难成功，包衣后 

尽快安排播种，不可久鼍，原因是：①如种子过湿，种子带有 

水珠，“旱育保姆”会吸水膨胀结成块，导致包衣不匀或包不 

上衣。②如种子过干，“旱育保姆”只能部分包上或包不上。 

例如示范户谢开良因种子过于包不上衣，未经处理就播种， 

秧苗索质差，抗逆能力弱，出现了部分死曲现象，遇到这种 

情况，应将种子重新浸湿再行包衣。③如包衣后放置时问 

过长，旱育保姆会吸潮，使包了衣的种子结成块，无法播种。 

例如示范户张文贵播种前 1天包农，播种时种子已如一堆 

用BA与 NAA的组合，且以 MS+BA 3．0 mg／L+NAA 0。2 

mg／L为最适宜配方。 

表4 植物激素组合对春石斛侧芽继代增殖的影响(培养 30 d) 

实验组 接 数 培养 株数 增殖倍数 备注 

2．1 

2．2 

2—3 

2．4 

2—5 

2 6 

2—7 

2．8 

l，60 

1．40 

2．2O 

1．86 

1．00 茎基部叶发黄 

l，6O 

1．o0 

1．6O 

3 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各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植物激素及其配比 

对春石斛侧芽诱导、侧芽生长和继代增殖有明显的影响。 

3．1 茎段侧芽诱导及侧芽生长阶段的最佳配方 对春石 

斛侧芽诱导阶段，BA与 NAA组合的效果比BA与 2，4一D组 

合的更好；在侧芽生长阶段，BA与 2，4一D组合的效果表现 

最好，在这 2个阶段均为低浓度的生长素更有利于侧芽的 

诱导和生长。研究证明，侧芽诱导阶段以MS+BA 0．5 mg／L 

+NAA0．1 rag／L配方为最佳；侧芽生长阶段则以 MS十BA 

0．5 mg／L十2．4．D0．2mg／L配方为最佳。 

3．2 继代增殖阶段的最佳配方 春石斛继代增殖培养阶 

段，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适当的配比对促进增殖有明显效 

果。BA与NAA组合的效果较KT与NAA组合的效果更好。 

且 BA／NAA比值为 l5时，对侧芽增殖效果最佳。最佳增殖 

培养基配方为：MS+BA 3．0mg／L+NAA0．2 mg／L。 

对于春石斛试管苗的壮苗、生根及出瓶移栽等环节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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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泥，后经农技人员用过筛的干土粪渣反复搓和吸湿处理， 

才分散成团粒状。 

3．3 适龄抛秧更显优势 不同秧龄抛秧对比，以秧龄 2O～ 

25 d、叶龄3．1 3．5叶、苗高8～10(3111的秧苗易拔、易抛、大 

田长势最好。提倡当天整田当天抛秧，这样有利于秧苗根 

部扎进泥浆中，促进扎根立苗。 

4 技术开发 

实施该项技术，还需进一步作好以下两方面技术研究 

及推广工作：①在水源条件好的区域大力推广“旱育保姆” 

旱育小、中龄抛秧技术，指秧龄在 25 d内、叶龄 3．5叶内抛 

秧实施该项技术。②摸索“旱育保姆”旱育大龄抛、栽秧技 

术，指秧龄在 30 d以上抛、栽秧，为水源不便的深水插秧区 

推广旱育大龄抛、栽秧提供可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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