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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石斛组织培养的研究 

张晓申，王慧瑜，李晓青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生物技术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5) 

提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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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春石斛茎段为外植 

体，以KC为基本培养基，对春石斛腋芽进行组织培养~zef-．g,。结果表明：BAI．Omg／l+NAA0．4mg／l有 

利于腋芽的诱导；BA1．5mg／l+NAA0．5mg／l+香蕉泥 lOOg／l对腋芽继代增殖最佳；IBA1．0mg／l+ 

NAA0．4mg／l+香蕉泥 lOOg／l有利于幼苗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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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是兰科石斛属(Dendrobium)多年生草 

本植物，原产亚洲和大洋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并与卡特兰，蝴蝶兰，万代兰并列为观赏价值最高 

的四大观赏兰类。在园艺学上石斛品种一般以开 

花期划分为春石斛系和秋石斛系两大类。春天开 

花的春石斛流行于El本、欧美等发达国家，其既可 

做切花，也可盆栽欣赏，盆花花多，花色鲜艳，雍容 

大方，华丽优雅，管理粗放，很适合家居栽植和摆 

设[1]。春石斛主要采用扦插和高压方法进行繁殖， 

其繁殖率低，周期长，难以满足规模化生产的需 

求[2]。笔者以春石斛的腋芽茎段为材料，研究了组 

培快繁技术，为工厂化育苗提供了技术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与灭菌 

试验于 2003年 1月~2006年 12月，在郑州 

市农林科学研究所组培室进行，试验所用的材料 

采自本单位实验场，材料为从南方引进的春石斛 

红花黄心品种。灭菌方法：采用植株中部萌发的 

lOcm小苗为材料，将采集的材料先用自来水冲洗 

干净后，剥去大叶，放入稀释的洗洁精溶液中浸泡 

10min，再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然后在无菌条件 

下，剥去小苗上的叶片，露出茎上的腋芽为止，先 

用 70 的酒精浸泡 30s，再用 0．1 9／6的升汞溶液 

浸泡5ra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4遍，将带腋芽茎 

段接入诱导培养基上，诱导腋芽萌发，当腋芽长到 

2cm左右的时候，从原茎段上切下转入增殖培养 

基使其产生丛生芽，不断切分继代，使其大量增 

殖，无根苗转入生根培养基培养后，可获得完整植 

株，待生根苗长至5cm左右时进行炼苗移栽。 

1．2 诱导培养基的选择 

将外植体接种在KC培养基上，细胞分裂素 

BA浓度选择 0．5，1．0，1．5mg／l，NAA浓度分别 

选择 0．2，0．4，0．6mg／19个处理组合，每处理 10 

瓶，每瓶4个外植体，重复 3次，生长 30d，凋查芽 

苗诱导率，筛选最佳诱导培养幕 

1．3 增殖培养基的筛选 

以KC为基本培养基，设计了L。(3。)正交试 

验，细胞分裂素 BA 选择浓度设 为 0．5，1．0， 

1．5mg／1；生长素 NAA选择 0．1，0．3，0．5mg／1； 

香蕉泥用量选择 70，100，130g／1。每处理接种 10 

瓶，每瓶接种 4个芽，重复 3次，生长 30d，调查增 

殖系数和平均株高。 

1．4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当试管苗生长到 2～3cm时，可对春石斛进 

行生根。以KC为基本培养基，分别添加不同浓度 

的IBA、NAA，具体配比见表3，并添加100g／1的 

香蕉泥，接种20d后，统计生根率及平均生根数 

量，每处理10瓶，每瓶4株，重复3次。 

1．5 移栽 

当试管苗长到 5cm高，生根 4条左右，根长 

2cm左右时，进行移栽，移栽设计两种基质，南方 

水草和树皮，对春石斛移栽进行研究。每处理i 00 

株，重复 3次，移栽 30d．调查其成活卒、平均莆 

高、平均叶长在移栽 3个月进行。 

1．6 培养条件 

所用培养基均加入 2 9／5白砂糖和 0．6 的琼 

脂，pH值为5．3。培养室温度为(25-t-2)℃，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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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1 500~2 000Ix，光照时间12h／d。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对春石斛启动培养的影响效果 

将经过表面灭菌的外植体，接种在不同的启 

动培养基上。30d后调查芽诱导率及生长情况。结 

果见表 1。从表 l檄差分析可以看出．对春石斛外 

植体的诱导分化，细胞分裂素BA影响最大，其次 

是生长素NAA，最大诱导率为 75．o0 ，一般接 

种7d后，腋芽开始萌动，接着膨大，15d时开始迅 

速生长，30d时，可以长到 3cm左右。最适合春石 

斛诱导的培养基为 KC+BA1．0mg／1+NAA 

0．4rag／1。 

表 1 不同培养基上春石斛外植体分化情况 

处理序号 BA mg／L NAA mg／L 芽诱导率 

0．5 

0．5 

0．5 

1．0 

1．0 

1．0 

1．5 

1．5 

1．5 

27．50 

62．50 

21．67 

40．83 

0．2 

0．4 

0．6 

0．2 

0．4 

0．6 

0．2 

0．4 

0．6 

31．67 

45．00 

31．50 

13．50 

25．00 

30．00 

17．50 

50．00 

75．00 

62．50 

20．00 

30．00 

15．00 

2．2 BA、NAA、香蕉泥对春石斛增殖的影响 

待不定芽长到3cm左右时，切割分株接入增 

殖培养基中进行增殖培养，继代周期为25~30d， 

接种30d，调查增殖系数和平均株高。三种因素对 

春石斛的增殖作用，从表 2的正交试验可以看出， 

细胞分裂素 BA对增殖的影响作用最强，生长素 

NAA和香蕉泥对增殖的作用较弱，细胞分裂素 

BA 中 以 1．5rag／1最 好，生 长 素 NAA 中 以 

0．5rag／1最好，香蕉泥以 100g／1最好，综合分析， 

最适合春石斛增殖的培养基为KC+BA 1．5rag／1 

+NAA0．5rag／1+香蕉泥 100g／i，增殖系数可平 

均达到 3．60左右。 

表 2 BA、NAA、香蕉泥正交试验结果 

处理序号 NAA(mg／[) 香蕉泥(g／1) 增殖系数 平均株高cm 

0．5 

0．5 

0．5 

1．0 

1．0 

1．0 

1．5 

1．5 

1．5 

1．3O 

2．40 

3．30 

2．00 

0，1 

0．3 

0．5 

0．1 

0．3 

0．5 

0．1 

0．3 

0．5 

2．23 

2．3O 

2．47 

0．24 

1．2O 

1．40 

1．30 

2．40 

2．30 

2．50 

3．10 

3．2O 

3．6O 

2．10 

2．35 

2．60 

2．2O 

2．50 

3．2O 

2．30 

2．50 

2．70 

2．3 生根培养 

将继带代培养得到的无根苗，切除基部，接种 

到生根培养基上。20d后，凋查生根情况。从表3 

可以看出，随着生长素IBA浓度的增高，生根率 

不断递增，同时也随着 NAA的增大，生根率不断 

递 增，当 IBA 浓度 为 1．0rag，／1，NAA 浓 度为 

0．4rag／1，生根率达到 100％，最适合春右斛生根 

的培养基为KC+IBA1．0mg／l+NAA0．4mg／l+ 

香蕉泥 100g／1，平均每株生根 4．20条左右。 

2 0 4 0 0 R 

m 

0 0 0 0 0 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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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组培苗的移栽 

生根苗在生根培养基上生根 20d后，长出4 

条根，株高4cm左右时，进行移栽。移栽前要将水 

草和树皮先用水浸泡4h，水草浸泡后要用脱水机 

脱干再用，栽植后 用 50 的多菌灵 500倍进行 

杀菌。春石斛组培苗不用炼苗可直接栽植在温室 

大棚或自动化温室内，生长 30d，调查成活率，发 

现水草中成活率达到100％，树皮成活率为85 9／6， 

生长3个月，调查平均苗高和叶长，发现在水草中 

生长比在树皮中生长的好，所以，春石斛最佳移栽 

基质为水草。 

表 4 不同基质对春石斛组培苗移栽成活及生长的影响 

基质 移栽成活率( ) 平均苗高(cm) 平均叶长(cm) 

3 小结 

通过对春石斛组织培养的研究，对春石斛萌 

发的10cm高的小苗为材料，并剥取小苗的带腋 

芽茎段为外植体，进行诱导培养，筛选出春石斛红 

花黄心的最佳启动诱导培养KC+BA1．0mg／l+ 

NAA0．4mg／l，最佳增殖培养基 KC+BA1．5 

(上接第 23页) 

表 2表明，2000～2006年省水稻区试品种 

307个(次)，中抗以上稻瘟病的品种占56．68 ， 

中感稻瘟病以下的品种占43．31 ，说明多数品 

种是抗稻瘟病的。中抗以上白叶枯病品种占 

31．96 ，中感以上白叶枯病品种占68．08 ，说 

明大多数参试品种是感白叶枯病的。 

2．3 近 7a省水稻品种抗病性变化分析 

表 l、2表明，高抗稻瘟病的品种已由原来的 

18．24％下降至0 ，中感以下稻瘟病的品种由原 

来的35．58 上升到43．31％，所占比例明显上 

升．可见，近7年来省水稻区试品种抗稻瘟病总体 

水平明显下降。而高感白叶枯病的比例由原来的 

mg／I+NAA0．5mg／1+香蕉泥 100g／1，最佳生根 

培养基 KC+IBA1．0mg／I+NAA0．4n培／I+香蕉 

泥100g／1，移栽基质为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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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上升到 7．82 ，上升了42．07 。应当引起 

育(引)种工作者及种子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3 讨论 

汉中地处暖温带和亚热带过渡区，有高山丘 

陵、平坝沟壑，气候特殊而复杂，有利于水稻病害 

的发生，特别是稻瘟病，流行频率高，对水稻产量 

影响大，如2005年汉中地区金优晚3等品种发病 

严重，发病田块产量损失高达 80 以上。为确保 

水稻高产稳产，确保粮食安全，促进我省绿色稻米 

基地建设，建议省种子管理部门对抗病性不如对 

照的品种，特别是高感稻瘟病甚至感稻瘟病的品 

种在审(认)定时予以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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