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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研究。 前将培养瓶放置室外炼苗 7～1O d， 业 
亏方法 然后取出洗净培养基，移植在装有 实 用 

泥炭土与苔藓的营养杯中。先在保 技 术 

g繁殖材料(无菌种 温、保湿、弱光的情况下培育 20~30 

长林场提供。 d，再逐步过度到大棚育苗条件下培 

应注意调节环境因子与组培苗的生长关 

系，才能确保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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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Dendrobium Candi— 

dum Wal1．ex lind1．)为兰科多年生 

草本，属附生兰类。明代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中记载：石斛除痹下气、 

补内脏虚劳赢瘦，强阴益精。久服， 

厚肠胃，补内绝不足。来胃气，长肌 

肉，益智除惊，轻身延年。道教医学 

经典《道藏》中，铁皮石斛名列中华 

“九大仙草”之首。我国野生的铁皮 

石斛资源主要分布在皖、浙、云、贵、 

川等地高山峻岭的悬崖峭壁和岩石 

缝隙中L1J。由于铁皮石斛生长条件 

的特殊性和分布的局限性，又经长 

期采挖，自然资源濒临枯竭，国内市 

场供应紧缺，国际市场每千克干品 

价已达 1 000美元以上。1987年国 

务院将铁皮石斛列为重点保护的中 

药材之一。植物组培快繁技术是解 

决植物优良无性系用苗的良好途 

径_2 ]，为了保护这一珍贵植物天然 

资源，推广人工培植技术，我们对其 

化与芽增殖 将无菌种子苗的原球 

茎接种在不同生长素与分裂素不同 

浓度的分化增殖培养基上，以筛选 

增殖分化效果最佳的培养基。培养 

温度 为 25～ 28℃，光 照条 件 为 

6～8 h／d。分化增殖试验培养基的 

配制采用正交设计，设计因子与水 

平见表 1。 

表 1 增殖正交试验设计因子与水平 

1．2．2 组培苗的生根培养 苗芽 

增殖到一定数量后进行生根培养， 

生长调节剂选用 NAA、IBA、6一 

BA。根的诱导培养基的筛选也采 

用正交设计方法，设计因子与水平 

见表 2。 

表 2 生根正交试验设计因子与水平 

因子 平3 
1 M S 

2 NAA(mg／L) 

3 IBA(mg／L) 

4 6-BA(mg／L) 

z／31V~3 1121V~1／31V~1／4v~ 

O．5 1．O 2．0 4．0 

O．5 1．0 2．O 4．0 

0 O．03 O．1 0．5 

库营 誊 ． ? 基因1．2．32005 生根苗的移栽生根苗培 库营速与可持续利用。项目编号： 1． ，土偎田H 修就 ，土偎田J百 
DIB6J114。 养至高3～5 cm时开始移栽。移栽 

2．1 原球茎芽的分化与增殖 

无菌种子苗的原球茎外植体接 

种在分化增殖培养基上进行球茎的 

分化与增殖培养试验。40 d后进行 

统计分析。计算分化繁殖系数(见 

表 3)。 

表 3 正交试验原球茎的分化增殖系数 

根据统计结果分析可知：6一BA 

与 NAA两种因子的极差较大，证明 

原球茎分化增殖效果对该两种激素 

浓度水平的变化极为敏感。根据正 

交试验设计的分析可得出4种增殖 

效果较好的水平组合：A (MS+ 

6-BA0．5 mg／L+KT1．0 mg／L+ 

NAA0．1 mg／L)、B(MS+6一BA 0．5 

mg／L+ KT1．0 mg／L+ NAA0．5 

mg／L)、C(MS+6一BA1．0 mg／L+ 

KT1．0 mg／L+NAA0．1 mg／L)、D 

(MS+ 6-BA 1．0 mg／L+ KT1．0 

mg／L+NAA0．5 mg／L)。由于生 

物激素间的交互作用异常复杂，还 

不能按正交设计的统计方法肯定最 

佳水平的组合对苗木的增殖效果也 
一 定最佳。为此，我们按以上 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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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配制培养基又做了一次验证试 

验，结果 A、B、C、D 4种培养基的繁 

殖系数分别为 3．3、4．3、2．2、2．7。 

由此可证，明铁皮石斛兰原球茎的 

分化增殖效果最佳培养基B：MS+ 

6-BA 0．5 mg／L+KT 1．0 mg／L+ 

NAA0．5 mg／L。 

2．2 铁皮石斛兰组培苗生根培养 

表 4 正交试验生根率统计 

因子 1 2警 4极差 
1MS 

2NAA(mg／L) 

3 IBA(mg／L) 

4 6-BA(mg／L) 

0．38 0．41 0．39 0．34 0．07 

0．36 0．4O 0．44 0．31 0．13 

O．31 0．42 0．51 0．33 0．20 

0．36 0．41 0．52 0．27 0．25 

为了寻找生根率较高的激素种 

类与配比，我们采用了 NAA、IBA、 

6一BA 3种激素进行正交试验设计配 

制培养基(见表 2)。将组培芽苗接 

种人试验培养基 30 d后统计生根 

率。根据表4的统计结果表明：IBA 

与 6-BA两种激素的极差较大，证明 

该两种激素为主要调节因子。根据 

正交试验的设计的统计分析方法， 

我们可以总结出 4种较好的水平组 

合：A(1／2MS+NAA 2．0 mg／L+ 

IBA 1．0 mg／L+ 6-BA 0．03 rag／ 

L)、B(1／2MS+NAA 2．0 mg／L+ 

IBA 1．0 mg／L+6一BA 0．1 mg／L)、 

C(I／2MS+NAA 2．0 mg／L+IBA 

2．0 mg／L+6-BA 0．03 rag／L)、D 

(1／2MS+NAA 2．0 mg／L+IBA 

2．0 mg／L+6-BA 0．1 mg／L)。 

为了消除各生长调节剂交互作 

用带来的影响，我们重新配制了以上 

4种培养基进行生根对比试验，结果 

4种生根培养基的生根率分别为： 

61 、67 、87 、76 。因此，我f门 

可以选取生根效果较好的培养基 C 

即：1／2MS+NAA 2．0 L+IBA 

2．0 mg／L+6一BA 0．03 mg／L。 

2．3 铁皮石斛生根苗的移栽 

铁皮石斛试管苗的移栽为组培 

苗繁育的最后一道程序。组培苗从 

异养过度到自养状态，移栽管护难 

度较大。因此在移植后应尽量调节 

好环境因素与组培苗的生长关系。 

待组培苗生长到3～5 cm高时将瓶 

苗放置在光照较强的地方炼苗 7～ 

10 d，然后将苗取出洗净培养基，栽 

人装有泥炭土与苔藓混合基质的营 

养杯中，先在保温、保湿、弱光下缓 

苗 10～15 d，再逐步过渡到大棚培 

育。此间要定期喷施肥料与防治病 

虫害药剂，待苗丛生长稳定后便可 

种植。 

3 小结 

铁皮石斛原球茎分化增殖效果 

最佳的培养基为：MS+6一BA 0．5 

mg／L+KT 1．0 mg／L+NAA 0．5 

mg／L，增殖系数可达 4．3。生根效 

果 较 好 的 培 养 基 为：1／2MS+ 

NAA2．0 mg／L+IBA 2．0 mg／I + 

6-BA 0．03 mg／L，生根率达 87 。 

铁皮石斛组培苗移栽时应注意调节 

环境因子，使之与组培苗的生长相 

适应，才能确保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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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红扬 、睡 扬—— 颗罐 嘞速睦扬 星 
丹红杨、巨霸杨是中国林科院培育成功的新一代速生抗虫杨良种，享受国家新品种保护权，具有特速生、易成活、抗病 

虫、干形直、耐水湿等优良性状，可成为我国黄淮、江淮等地营造速生丰产林和河道防护林的首选树种。 

丹红杨、巨霸杨在苏北、豫北选育试验，幼树胸径年生长量5．8 cm和6．5 cm，超过69杨 38％，单株材积超过 69杨 1倍 

有余，且生根快，特抗桑天牛；在湖北潜江对比观察，5年生丹红杨胸径30 cm，高 23 ITI，单株材积0．58 m3，超过与之对比的 

895、2025、中潜 3号、鲁山杨等当代众多著名良种 4O％至1倍以上，且抗粉锈病、黑斑病、溃疡病，发芽早，落叶迟，成活好，耐 

水湿，树冠较小，干形通直，综合性状特别优异；在湖北多处规模化造林，3年生丹红杨、巨霸杨胸径可达 2O cm左右，4年生 

最大31 cm，最大胸径年生长量超过10 cm。当地其它杨树均望尘莫及。巨霸杨早期优势更为显著，且为雄株，不飞絮。 

湖北省潜江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刘锦军等人长期从事速生杨、速生环保法桐、红叶杨等引种推广工作，率先从中国林科 

院及其它科研部门引进了丹红杨、巨霸杨等几十个杨树新品种，现许多品种仍在观察中，并优先获得了丹红杨、巨霸杨种苗 

生产销售权，苗木品种纯正，可大量供应。欢迎社会各界参观指导，合作推广，迅速把林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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