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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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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铁皮石斛是一种生长缓慢、自然繁殖率很低的兰科附生植物，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有“救命仙草”、“药 

中黄金”之美称。目前关于其组织培养及快速繁殖的研究颇多，用于外植体的有种子、无菌苗幼苗茎段、原球茎及人 

工种子等；再生植株的获得途径主要有种子一原球茎一小植株，种子一原球茎一无菌苗茎段一小植株 ，种子一愈伤 

组织一原球茎一小植株等；原球茎的增殖、分化与培养基的选择有不同的结论，需要作进一步验证 。针对铁皮石解 

组培快繁中存在的组培苗生产成本高、移栽苗成活率低、标准化生产程度低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为进 

一 步开发利用铁皮石解资源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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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Dendrobium Candid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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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h~iang Citrus Research Institute，Taizhou，Zhejiang 318020，China 2．Shangyang Special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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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ndrobium Candidum is a orchidaceae aerophyte with slow growth and lower natural propagation 

rate．and it has very high medicinal value called as“Gold in Herbs”．At present，there were plenty of researches 

on the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D．Candidum ，and the explants might be used by seeds，aseptic 

seedling young stem，protocorm ，artificial seeds and SO on．The approaches of producing plant regeneration were 

consisted of seeds—’protocorm—’plantlets，seeds protocorm aseptic seedling stem---~plantlets，seeds—’callus—’ 

protocorm-~plantlet and SO on．There were many different reports on the multipli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pro— 

tocorm and the choice of culture media，but they need further test and verify in practice．The corresponding solu— 

tion was put forward agains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n the high production cost of plantlets，low success ratio of 

transplanting seedlings and lower degree of standardized production，which would provide the basis on further de— 

veloping and utilizing the resources of D．Candi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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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分为铁皮、黄草、金 

钗、霍山、环草、马鞭等数十个品种，其中铁皮石斛 

(干品又称铁皮枫斗)最为珍贵[1q]，居“中华九大仙 

草”之首，是石斛 中的极品。古语云 ：“北有人参 ，南有 

枫斗”，民间也有“救命仙草”、“中华仙草”、“药中黄 

金”之美称。主产于我国云南、贵州、浙江、四川、广 

西、安徽等地，多生长于高温多湿的热带、亚热带高 

山峻岭、悬崖峭壁及岩石缝隙之间，是一种生长缓 

慢、自身繁殖能力很低的兰科附生植物，且十分娇 

嫩，遇强光、直射光或暴雨 、雪冻即会死亡 ，水分过多 

也会使其根部腐烂，甚至整株死亡。由于铁皮石斛具 

有巨大的药用价值 ，导致了长期无节制的采摘，致使 

资源濒临枯竭。1987年国家已将铁皮石斛列为重点 

保护野生珍稀药材品种，国家第一批《中国珍稀濒危 

保护植物名录》也将其列入其中。为了更好地保护铁 

皮石斛野生资源，变野生为家种，应大力发展规模化 

人工栽培，切实保障铁皮石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 

2O世纪7O年代起，国内外有关机构便开始了铁皮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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斛的研发工作，尤其在铁皮石斛的组织培养与快速 

繁殖技术、人工栽培技术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现就 

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进一步开发利 

用铁皮石斛资源提供依据。 

1 外植体 

利用组织培养技术繁殖试管苗是解决铁皮石斛 

种苗的有效途径，关于铁皮石斛试管苗移栽成功的 

报道也 日渐增多。目前 ，铁皮石斛用于外植体的主要 

有种子 ]、无菌苗幼苗茎段_9]、原球茎ElO~12]及人工 

种子El3]等。据研究，由种子诱导的愈伤组织分化能 

力较强，由种胚培养的原球茎的质量也较高 。 

2 再生植株的获得和培养 

目前再生植株获得 的途径 主要有 ：种子一 原球 

茎一小植株；种子一原球茎一无菌苗茎段一小植株； 

种子一原球茎一愈伤组织一丛芽一生根苗 ；种子一 

愈伤组织一原球茎一 小植株；原球茎一人工种子一 

幼苗；茎尖一愈伤组织一丛芽一生根苗 等。 

铁皮石斛种子 自然成熟约需 230d，3个月以上 

胚龄的种胚在无菌播种下的萌发率一般在 90％以 

上 ，成熟的种子在 KS、SH、VW、PTV、MS、改 良的 

N6、1／2MS及RM 多种基本培养基上均可萌发生 

长。添加一定浓度的NAA、6-BA或NAA+6-BA组 

合，可提高种子的萌发率；而加入 2，4一D，胚萌发率 

显著低于对照组；附加0．5mg／I KT或IAA，萌发率 

与对照组相近 ；加入不 同植物提取液 ，如椰子 汁、香 

蕉汁、马铃薯汁和豆芽汁，均可使种子的萌发率达 

90％以上 ，而加入蕃茄汁仅有 65 E3]。 

3 原球茎的增殖、分化与培养基的 

选择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试管苗的增殖很关键，通过 

原球茎诱导产生丛生芽，再将丛生芽培养成丛生小 

苗，从而达到快速扩大种苗繁殖的目的。铁皮石斛的 

原球茎呈松散桑椹状，其数量和质量对于增殖培养 

极为重要，原球茎发育成丛生芽时 ，如果没有适合的 

培养基，就会影响到苗的形态建成及试管苗的质量， 

产生畸形苗，影响试管苗的扩繁。在铁皮石斛原球茎 

增殖和分化的过程中，培养基中激素浓度配比是一 

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蒋波等口 对铁皮石斛原球茎生 

长分化及生根壮苗的研究表明：在6-BA 2．Omg／I + 

NAA 0．5mg／I 和6一BA 3．Omg／L+NAA 0．5mg／L 

中原球 茎的增 殖系数较大 ，而在 6-BA 3．Omg／L+ 

NAA 0．2mg／L中，丛生芽的形态建成较好，说明激 

素浓度偏高或偏低均不利于铁皮石斛原球茎的生长 

和分化。根据试验结果，应将激素浓度控制在6-BA 

2．0～3．Omg／L、NAA 0．2～0．5mg／L范围之 内，而 

且在试验结果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最好选择低浓度 

激素组合，以免过度扰乱植物体内的激素水平，造成 

细胞变异 ，产生畸形苗。 

张治国等E16,17]报道，原球茎增殖的适宜条件为 

1／2MS培养基+3 蔗糖+0．8 琼脂，25℃，光照； 

原球茎分化的适宜条件为1／2MS培养基+2％蔗糖 

+20 马铃薯提取液 +2mg／I 6-BA+0．2mg／L 

NAA，25℃，光照。蒋林等 胡报道，适量活性炭和 

1．Omg／L NAA 比较适合铁皮石斛原球茎 的增殖 ； 

1／2MS添加 0．5mg／I NAA和 0．5 活性炭 比较适 

宜原球茎的分化 ；添加 0．5 活性炭和香蕉汁、苹果 

汁能促进试管苗生根和生长。适宜的培养条件对铁 

皮石斛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至关重要，活性炭能使 

原球茎 的增殖量显著增加 ，这可能是活性炭吸附了 

某种不利于原球茎增殖的物质，使根系长得粗壮，芽 

苗生长良好；苹果汁对原球茎的增殖有较好的效果， 

且能促进原球茎的分化，使根系长得粗壮；马铃薯汁 

能促进原球茎的分化，但对芽苗的生长有抑制作用； 

香蕉汁对原球茎的增殖有抑制作用，但对原球茎的 

分化无抑制作用，这可能是由于香蕉中含有某种不 

利于原球茎增殖的物质，但香蕉汁能使根系长得粗 

壮；适当浓度的NAA对原球茎的增殖、分化和芽苗 

生长均有促进作用。 

由于植物组织培养的培养物被置于密封的培养 

瓶中，培养物与培养瓶外部环境几乎没有发生物质 

交换，光合作用较低，其主要是靠培养基中的蔗糖来 

维持 自身的生命活动。因此，当蔗糖缺乏时，直接影 

响到培养物的生长，导致叶子纤细泛黄，苗形态建成 

较差。研究表明，30 的蔗糖浓度即能保证瓶苗不会 

因长时间的培养而缺乏碳源，而蔗糖浓度为40 的 

瓶苗与30 的瓶苗生长情况基本一致，但从经济方 

面考虑，选择30 9／6的浓度比较合算[ 。刘骅等 ̈ 用 

食用白糖代替分析纯蔗糖时，未发现对试管苗的生 

长有明显影响，反而在根数和根长上更具优势，这可 

能与食用白糖中含有各种微量元素有关。 

在组织培养中，椰子、香蕉、马铃薯等常作为附 

加物添加到培养基中，其基本原理是：附加物中可能 

含有某种人类尚未知道的物质，且这种物质对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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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根壮苗起到一定的作用。研究表明_9 ]，香蕉 

提取液是铁皮石斛苗形态建成中作用效果较好的一 

种附加物；在马铃薯提取液样苗中，根虽长但较为纤 

细；而在胡萝 b提取液样苗中，根系长得虽好，但叶 

子质量不如香蕉提取液样苗。综合根、茎、叶等特点， 

香蕉是生根壮苗环节中稳定性较好的添加物，但由 

于其又可作为培养基的缓冲剂，因此，在配制培养基 

时，应严格调控培养基的pH值。 

此外，在培养基中加入白萝 b提取液、水解酪蛋 

白(CH)和椰乳(CM)，对铁皮石斛试管苗有明显的 

壮苗效果，可在继代壮苗环节适量加入上述有机物； 

在移植生根培养基内加入适量香蕉提取液，能促进 

多发不定根，有利于提高移植成活率，或者加入椰乳 

和青苹果提取液，也有明显的促进生根效果 ；在不加 

任何有机物的情况下，铁皮石斛试管苗繁殖系数最 

高，这和前人的研究结果[6 ]相吻合，若加入适量水 

解酪蛋白也能保持较高的繁殖率，并有很好的壮苗 

效果 。至于各类有机物的加入量以多少为最佳，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4 存在问题及展望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铁皮石斛组培快繁技 

术应用于规模化育苗栽培还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①组培苗的高生产成本。在铁皮石斛快繁过程中，不 

仅转接培养次数多，而且周期长，消耗大量动力、人 

力和原材料，因而生产上应注重提升苗的质量，并尽 

可能从各个方面降低生产成本 ，如用白糖替代培养 

基中的蔗糖等。②移栽苗的成活率较低。移栽苗成 

活率的高低是快繁技术能否应用于规模化栽培的关 

键 。要解决这一问题 ，应从 以下四个方面人手 ：一是 

改进各个环节的培养条件，获得生长健壮的瓶苗，通 

过丛栽提高栽培苗的群体抗性作用；二是出瓶前炼 

苗；三是改进移栽棚的栽培条件，实施严格的管理措 

施，使基质、光照、湿度、温度、通风等条件接近或达 

到工艺规程的要求，同时根据苗的生长发育状况，有 

针对性地施肥和防治病虫害；四是合理利用菌根真 

菌制剂及菌肥，以改善移栽棚微生态条件，提高移栽 

苗的抗病、抗逆能力。③标准化水平有待提高。铁皮 

石斛主要用作加工铁皮枫斗、功能食品和药品的原 

料，因此质量卫生标准的制定和无公害栽培技术的 

实施是扩大销售的前提，应从组织培养、栽培、加工、 

检验、包装、仓储及运输等各个环节加大规范化标准 

的实施力度，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 

总之，经过多年的研究开发，已经为铁皮石斛规 

模化栽培提供了较强的技术保障，生产实践中，只要 

不断降低育苗和栽培成本，提高产品的内在和外在 

质量，致力于生产无公害药材原料药，那么现代生物 

技术在保护濒危药用植物资源、发展地方特色药材 

种植以及增加药农收入等方面将起到愈来愈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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