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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红头兰的胚为材料，研究了红头兰的胚培养和快速繁殖技术．结果表明：培养基中无机盐的浓度和激素 

影响胚的萌发，在 1／4 Ms培养基加入0．5 mg／L的KT效果最佳；培养基中加入椰子水、土豆提取物、蛋白胨 

和活性炭均有利于胚的萌发；在继代培养中，适宜的培养基为 1／3 MS+6一BA 2 mg／L+NAA 0．01 mg／L+椰子水 

10％+蛋白胨2 g，L+活性炭2 g，L+蔗糖 20 g／L+琼脂7 g／L；分化和壮苗培养基为1／2 MS+NAA 0．5 mg／L+IBA 

0．5 Ill L+蔗糖 20．0 g／L+AC 2．0 g／L+蛋白胨 2．0 L+琼脂 7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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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头兰 (Tuberolabium quisumbingii)是兰科(Orchidaceae)管唇兰属(Tuberolabium)植物 ．管唇兰属全球 

约有 11种，分布于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向北到我国台湾和印度阿萨姆．该属植物均为附生 

兰，红头兰是该属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种．红头兰原产菲律宾，叶厚革质，花序自叶问长出，花生于花序具 

鞘的节上，具浓烈香味，花唇瓣 白色具红色或紫色的斑点．因其花型独特、花色艳丽、香味浓郁而具有较 

高的观赏价值．但红头兰的种子由于胚发育不完全，且无胚乳，在 自然状态下极难萌发．本文采用人工 

授粉技术，选用适龄蒴果为材料，进行无菌胚培养，获得大量的试管苗，并利用胚萌发所得到的圆球茎或小 

苗进行组织培养，大量扩增其数量，可成功地开展红头兰种苗的工厂化大批量生产，具有出苗快、稳定性 

高、苗壮、品质高、抗性强的特点，并可为管唇兰属其他种、属内或与其他属问杂种的无菌播种和组织培养 

提供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的材料红头兰 (Tuberolabium quisumbingii)，来自郑州师专温室．开花时选取生长健壮的母 

株，在同种异株问进行人工授粉．授粉后 120 d的成熟果实里面的胚作为外植体． 

1．2 方法 

1．2．1 无菌播种 蒴果采集后，先用75％的乙醇进行表面灭菌30～60 S，再用0．1％氯化汞溶液进行表面灭菌 

15 min，于无菌操作台内将蒴果剖开后，用镊子将种子刮入无菌水中，摇匀后用吸管将种子吸出，注在培养基 

平板上．种子在培养 20 d、40 d、60 d和 80 d后，各随机取出 100粒左右种子，置于解剖显微镜下观察胚的 

萌发率．胚吸水膨大并形成白色圆球茎(protocorm)为萌发． 

1．2．2 组织培养 以胚萌发形成的圆球茎为外植体，植入不同的培养基中，培养 60 d后计算其繁殖系数和 

分化情况． 

1．2．3 培养基组分试验 实验以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均添加蔗糖 20 g／L，琼脂 7 g／L．其大量元素作 

了不同比例的减量，并且添加了蛋白胨、椰子水等有机物和活性炭、不同浓度的激素等．培养基 pH值均为 

5．2～5．4．120℃灭菌 25 min． 

培养基中无机盐浓度对胚萌发的影响：将 MS培养基的大量元素降低为标准浓度的 l／l、1／2、1／4、1／8，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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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成分不变，均加入 10％椰子水、2 g／L的活性炭和 KT 0．5 L． 

不同浓度的激素对胚萌发的影响：基本培养基为 1／4 MS分别加入 KT 0．1 mg／L、0．5 Illg，L，NAA 0．1 mg／L、 

0．5 mg／L，6一BA 0．1 mg／L、0．5 mg／L．以不加任何激素的 1／4 MS培养基为对照．所用培养基均加 2 g／L的活 

性炭． 

有机添加物对胚萌发的影响：基本培养基为 1／4 MS加KT 0．5 m{；，L和2 g，L的活性炭，添加的有机物分 

别为椰子水 10％，蛋白胨 2 g／L，土豆提取液 50 g／L． 

活性炭对胚萌发的影响：基本培养基为 1／4 MS加 KT 0．5 mg／L，添加活性炭 2 g／L，以不加活性炭的培养 

基为对照． 

培养基中无机盐浓度对圆球茎增殖和分化的影响：分别将无菌播种得到的圆球茎接种到Ms、1／2 MS、 

1／3 MS培养基中，均添加椰子水 10％、蛋白胨 2 g／L、活性炭 2 gtL、6一BA 2 mg／L和 NAA 0．01 mg，L． 

不同激素的浓度组合对圆球茎增殖和分化的影响：在 1／3 MS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的6-BA和NAA， 

通过不同浓度的激素组合，筛选适宜的培养基． 

1．2．4 分化壮苗培养 将组织培养增殖后已经分化的小苗接种到 1／2 MS+NAA 0．5 mg／L+IBA 0．5 mg／L+蔗糖 

20．0 +AC 2．0 g／L+蛋白胨 2．0 g／L培养基上，继续进行培养，形成完整的植株． 

1．2．5 瓶苗移栽 当瓶苗培养 60～90 d，长至 5 cm左右时，转移至自然光下炼苗 7～10 d，然后将其从玻璃 

瓶中取出，洗净根部粘连的培养基后，移入水苔为基质的穴盘或营养钵中，适当遮荫． 

1．3 培养条件 所有的培养温度均为(24±2)oC，光照 2 500—3 000 Ix，光照时间 l2 h·d～．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胚萌发的影响 

红头兰胚的萌发，以1／4 MS最适宜，培养80 d时萌发率高达54．O％，其次为 1／8 MS、1／2 MS，以全浓度 

MS培养基萌发率最低(表1)．不同激素和浓度对胚萌发的影响比较大，以KT 0．5 mg／L的效果最佳(表2)．有 

机添加物对红头兰胚的萌发有明显的影响，效果以椰子水(10％，v，v)最好，土豆(50 g／D提取液和蛋白胨(2 g／L) 

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表3)．培养基中添加活性炭，对胚的萌发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4)． 

表1不同浓度的Ms培养基对红头兰胚萌发的影晌 

Tab．1 Effect of th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MS maero elements On embryo germination of Tuberolabium quisumbingii in vitro 

表 2 不同浓度的激素对红头兰胚萌发的影响 

Tab．2 Effect of th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phytohormone on emhryo germination of Tuberolabium quisumbingii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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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有机添加物对胚萌发的影晌 

Tab．3 Effect of organic supplements on embryo germination of Tuberolabium quisumbingii in vitro 

2．2 圆球茎的增殖和分化 

将无菌播种获得的圆球茎转接到增殖培养基上，7 d后圆球茎开始萌动，60 d时明显增殖，繁殖系数一 

般在 lO～l2之间．红头兰圆球茎的增殖相对比较容易，在各个浓度的MS培养基和不同浓度的6-BA和 

NAA组合中都能增殖，繁殖系数也相差不太大．但是圆球茎的分化受 MS培养基中大量元素的浓度影响较 

大，高浓度的培养基中圆球茎较小且致密，很少分化成苗，但大量元素浓度降低后，圆球茎外表比较蓬松，分 

化率也明显提高(表5)．不同浓度的6-BA和 NAA组合均能使圆球茎增殖，但 NAA相对量的增加更有利 

于圆球茎的分化，6-BA相对量的增加有利于圆球茎的增殖(表6)． 

表 5 不同浓度的 MS培养基对红头兰圆球茎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Tab．5 Effect of th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MS major salts on protoeorm propag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uberolabium quisumbingii in vitro 

表6 不同激素组合对圆球茎增殖的影响 

Tab．6 Effect of different phytohormone combination on pmtocorm propag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2．3 分化壮苗培养和瓶苗移栽 

将增殖的圆球茎或小苗切割分离，转入分化壮苗培养基中培养，圆球茎一般 30 d左右分化，继续培养 

60～90 d，形成完整的小植株，待小苗长至高 5 cm左右时出瓶，定植于水苔为基质的穴盘中，经常喷水，保持 

温度 l8～25℃，空气湿度 70％～90％，光照强度 3 000～6 000 lx．一个月后统计移栽成活率，达到90％以上． 

3 讨论 

红头兰种子极为细小，胚未分化且不含胚乳，只达到球型胚阶段，无子叶、胚根和胚芽，在原产地需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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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共生方能萌发，但胚在人工培养基上可发育成幼小植株．试验结果显示红头兰的胚比较适宜在较低的 

无机盐浓度下萌发，1／4 MS培养基能较好地满足其胚萌发的营养要求，有比较高的萌发率．培养基中添加 

适量的植物激素能显著地提高红头兰胚的萌发率，以0．5 mg／L KT效果最佳．培养基中加入有机添加物也 

能促进胚的萌发，以添加椰子水的效果最显著，表现为胚萌发较快且整齐 ．土豆提取物和蛋白胨虽然效果 

不及椰子水，但圆球茎的颜色浓绿，分化的苗也比较粗壮 ．活性炭对红头兰胚的萌发也有重要的影响，未添 

加活性炭不但萌发率低于添加活性炭的，而且圆球茎和小植株易发生褐化现象． 

在红头兰圆球茎的培养中，培养基中无机盐的浓度和不同浓度激素的组合对于圆球茎的增殖和分化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在所用的几种培养基上圆球茎均能增殖，但考虑到对下一步种苗的生产的影响， 

以1／3 MS培养基最为有利，圆球茎体积较大，而且比较容易分化为完整的植株．综合比较，适宜红头兰圆 

球茎增殖继代培养的培养基为 1／3 MS+6一BA 2 mg／L+NAA 0．0l mg／L+椰子水 l0％+蛋白胨 2 g／L+活性炭 

2 g／L．经过进一步的分化和壮苗培养，可得到大量的商业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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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yo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Tuberolabium quisumbing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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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embryo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Tuberolabium quisumbingii was researc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major salts and the phytohormones in MS medium affect the 

germinative capacity of the embryos and the suitable medium is 1／4 MS+ KT 0．5 mg／L；it is all conductive to 

germination of embryos to add coconut water，peptone，potato and activated charcoal in MS medium；1／3 MS+6一 

BA 2 mg／L+NAA 0．0l mg／L+coconut water 10％ +peptone 2 g／L+AC 2 g／L+sucrose 20 g／L+agar 7 g／L is 

the optimum medium for subculture；112 MS+ NAA 0．5 mg／L+IBA 0．5 mg／L+ sucrose 20．0 g／L +AC 2．0 g／L+ 

peptone 2．0 g／L+agar 7 g／L is the optimum medium for differentiation and plant establishment． 

Key words：Tuberolab'ium quisumbingii； embryo culture； protocorm； tissue culture； rapid propagatio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