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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蝴 蝶 兰（PhalaenopsisaphroditeH.G.Reichenbach） 是

单子叶植物纲兰科虮子草属的几年生常绿草本。由于蝴

蝶兰的花色美丽独特，而获得了”洋兰皇后”的美称 [1]，

和卡特兰、石斛兰、万代兰并列为世界四种观赏性兰 [2]。

目前现已找到了超过七十个原始种，产自于较潮湿的地

方亚洲区域 [3]，现有的蝴蝶兰杂交品种很多，经过官方

认证的蝴蝶兰品种已经达到了 10 万多个 [4]。蝴蝶兰在空

气中吸收水分，在树皮裂隙的腐殖质中汲取有机物。

蝴蝶兰再生力弱，较难通过分株繁育，且生长系数

小，因而更难以开展常规的无性繁育。组织培养是蝴蝶

兰高效生长的主要途径，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方法不但能

够缩短生长的时间，获取丰富成株，而且能够促进植物

维持优异特性，保护种质资源 [5]。

2　蝴蝶兰诱导

2.1 诱导原球茎

2.1.1 原球茎的诱导

原球茎化是兰科植物组织培养后的特殊现象。花梗

节段、根节、幼叶、茎尖等部分，均能够垂直形成原鳞

茎；同时还能够诱发愈伤细胞，并由愈伤组织垂直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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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鳞茎产生 [6、7]。

（1）茎尖

蝴蝶兰的分株能力弱，以茎尖为外植体进行组培快

繁，能够有效地提高繁殖系数，是组织培养很好的方式。

试验中多采用植物茎尖幼嫩的地方作为取材，因该地方

细菌分裂力旺盛。但以蝴蝶兰的茎尖为外植体，有一定

的困难。为单茎性植物，剥取蝴蝶兰的茎尖就会对母株

产生危害，且蝴蝶兰的根茎很短，所以操作起来比较麻

烦，易于污染，且成活率也较低。然而，以植物茎尖部

作为外植体材料却有着相对容易获取类原球茎或愈伤组

织的优点。潘学峰 [8] 等人在对蝴蝶兰组织的培育研究中

发现，以蝴蝶兰茎尖部作外植体在加入了 6-BA+NAA 的

栽培基上，还原球茎率达到百分之九十。王芳 [9] 等人用

蝴蝶兰小苗上出土的茎尖为外植体，试验结果发现无

菌敷料母株在 MS 附加高浓度的 6-BA 和 NAA 条件培育

25~30d 后，可以转接到单纯应用 6-BA 的栽培基上，并

继代了几次后，能连续不断地分离、繁殖原球茎。

（2）叶片

叶子的幼嫩程度、以及同一叶子的不同部位也会对

类原球茎的构成产生影响，据张雯瓶 [10] 等人的研究表

明，叶子越是幼嫩，越是容易产生类原球茎；对叶片叶

基底的诱发率，要明显地超过对叶子顶部。叶子中心比

叶顶和叶的基部诱导率高。而且，不同切割方法对原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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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的成形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11]。张秀清 [12] 等人用未切割

的实生苗叶在 Ms 附加 3mg/L 六 -BA 的培养基上培养，幼

叶诱导率高达百分之九十，老叶基部比叶尖和叶片的切

丁诱导率还高，老叶表面朝下几乎诱导不出原球茎。卜

朝阳 [13] 等人以蝴蝶兰花梗作为外植体，诱导产生无菌苗

并以其无菌叶呈材料诱导产生各类原球茎，实验结果显

示，以 ×0.7cm 的叶片大规格生长、平放方式栽培类原

球茎的诱发成功率最高，达百分之六十。杨美纯 [14] 等人

研究表明，将叶片从正面向上放，诱导效率较高。

（3）根

相比于其他材料而言，以蝴蝶兰根的外植体诱导比

较少。因此相应的研究也就比较少。黄恩平、张云锋 [15]

用蝴蝶兰实生苗根段在 MS 培养基加入 KT 和 NAA 诱发原

鳞茎，诱发率仅为百分之九点七。李进进 [7] 等用蝴蝶兰

新发现的根尖注射，培育二周后，根端刀口处已开展膨

大，形成淡绿色瘤状愈伤组织，并扩大，顺利诱发出原

鳞茎。张秀清 [12] 等人用根尖注射，培育五十 d 后，从根

尖顶部长出原鳞茎，诱发率高达七十五 %。

（4）花梗

花梗为外植体取材比较方便、对母株的伤害也比较

小、诱导率比较高。从开始有花梗，到后来花朵凋谢但

花梗还是绿色的没有发生枯黄现象，都可以取材用为外

植体 [16]。刘福林 [17] 等人将花梗切成大小约 1.5~2.0mm 的

小片状，平置于固体培养基 MS+6-BA 上，约二周后，外

植体膨胀，约二个月后，圆球形的小突起逐渐增多。张

彦妮 [18] 等人幼嫩花梗为外植体材料研究结果表明：将花

梗用百分之零点一的升汞灭菌灭菌十五 min 后，花梗腋

芽启动培养基。王怀宇、刘林、鲁雪华、刘彦珍 [19~22] 等

人则以漏斗形瓶蕨花茎节间以及花茎腋芽作为外植体，

诱导芽获得了成功并很快地建立了不同品种快速繁殖体

系。陈之林 [23] 等人由花茎腋芽中诱发花葶，并从花葶节

间切片中频段诱发分离的不定芽。但花茎的取材方式因

受季节的差异，其幼嫩性也有所不同，且诱发量亦有很

大的差别。汤久顺的 [24] 项研究表明当原花茎生长十 d 后，

诱发率最大；20d 后最小；30d 后的诱发率最低，50d 后

则完全无法诱发长出原球茎。

2.1.2 原球茎增殖

（1）基本培养基对原球茎增殖的影响

有科学研究人员提出：MS 一般培养基更利于原鳞

茎的生长 [25]，但也有发现低含量的无机盐更利于原鳞茎

的生长。周俊辉 [26] 等人以红花品种为主要材料，研制了

MS、二分之一 MS 和改良 KC 三个培养基，结果显示发现

改良 KC 的疗效最佳，二分之一 MS 次之，而 MS 则较差。

王静 [27] 等以白花系二百一十七和红花系八十五的杂交繁

殖种类为试材，深入研究大量元素对蝴蝶兰原鳞茎生长

与分化能力的负面影响，结果表明大量元素对原鳞茎生

长有很大负面影响，二分之一 MS 对原鳞茎生长最有益。

陈勇 [28] 等人则指出，二分之一 MS 培育基对原球茎的繁

殖和分离效应好于 MS 培养基。

（2）激素对原球茎增殖的影响

在蝴蝶兰的继代增殖中，最常见的激素有 6-BA 和

NAA。6-BA 含量的上升，原鳞茎生长倍数均有明显降

低趋向，而较低含量的 NAA 对原鳞茎生长和出苗都有作

用。经杨海芸 [29] 等人研究后证实，TDZ 对蝴蝶兰不定芽

的诱导远高于 6-BA。周全 [30] 等人先后以蝴蝶兰原鳞茎

和幼芽为外植物，探讨了蝴蝶兰原鳞茎生长的适应条件，

表明 TDZ 效果优于 6-BA。

2.2 诱导丛生芽

不经愈伤组织直接诱导丛生芽是蝴蝶兰的一种快速

繁殖方式，能稳定遗传母本的特征。

2.2.1 丛生芽诱导

通过诱导在花茎腋芽上形成的丛生芽，具有繁殖周

期短、速度快、效果好等特点。刘荣维 [31] 等人进行在总

花梗腋芽诱发丛生芽，并着力深入研究繁殖方法和壮苗

培育。结果显示，随 6-BA 含量增加，丛生芽的生长率显

著提高；使用椰汁也可以培育高增殖率，且长势也较好。

而马晓娟 [32] 等在蝴蝶兰丛生芽快速繁育体中研究发现，

二分之一 MS 的诱发率比 MS 高、褐化率也低。田甜 [33] 将

蝴蝶兰的外植体依次注射于 MS、KYOTO、二分之一 MS

这三种培养基上，经科学研究证明二分之一 MS 的培养基

萌发效率最高。

2.3 无菌播种繁殖

无菌敷料种植技术把植物种子接种在合适培养基中，

并赋予相应的培育要求，这个技术也适合于大多数热带

附生兰的种子萌发，较为普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蝴蝶兰的种子虽小而无胚乳，但由于其播种的数

量大、易于获得，因此能够利用无菌敷料播种实现繁殖

的目的，还能够使用单胚培育技术进行杂交育种、以克

服杂交培育的不亲和性、从而减少育种时间从而达到培

育新品种的目的。范成五 [34] 等人研究后发现选取生长

一百二十 d 的蒴果，播种于 MS+6-BA+NAA+AC 的培养

基中，在七十天以内即可出苗，出苗率可以达到百分之

一百。

3　结语

蝴蝶兰组织培养法对外植体的选取、运用及其栽培

条件要求极高。如今蝴蝶兰的组织培养技术已比较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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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农业生产上进行了广泛地运用，并获得了很大的经

济效益。不过，目前仍面临着继代周期长、生长期过长

的问题，如何通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还需要更

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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