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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筛选适合根状茎增殖分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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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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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花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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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后代

的根状茎为材料进行培养! 比较了不同基本培养基%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和有机添加物等对根状茎增殖与分化的影

响& 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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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花小" 色淡! 但芳香" 叶态优美# 利用兰属小花型地生兰与大花

蕙兰杂交选育出的一类兰花品种! 结合了国兰和大花蕙兰的优良性状! 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市场前

景$ 目前! 兰科植物的育种仍以常规的育种手段为主! 根据育种目标选择适宜的亲本进行杂交! 然后进

行播种! 从杂交后代中选择符合目标性状的植株进行扩繁或继续进行杂交$ 国外对兰属附生兰种间杂交

的研究已有上百年历史! 培育出了数千个新品种! 但对国兰与附生兰种间杂交的研究甚少! 近年来国内

研究也多集中在杂交育种和胚培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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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本研究的目的是对春兰与大花蕙兰杂交后代种子萌发所获得的根状茎在不同培养基上的增殖与分

化条件进行研究! 筛选出最适培养条件! 为培育具香味" 花大" 株型好! 能在春节前后开花的新品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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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基本培养基对根状茎增殖与分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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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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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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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杂交组合后代根状茎在不同基本培养基上增殖与分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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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同列数字后不同字母表示各处理之间差异显著%

!＜%'%/

&"

在其他条件一致时! 比较细胞分裂素
,&FA

和
DQ

对根状茎增殖分化的影响结果见表
B

"

,&FA

对根

状茎增殖分化具有极显著的促进作用!

,&FA

质量浓度为
!'% )*

$

+

!#时增殖倍数达
B'<%

! 根状茎为嫩绿

色! 生长快! 质量浓度为
%'/"$'% )*

$

+

!#时! 分化率随着质量浓度升高而降低" 当
DQ

质量浓度为
%'/"

#'% )*

$

+

!#时! 根状茎增殖较多! 但多为嫩黄色! 丛生芽状! 生长较慢! 质量浓度超过
#'% )*

$

+

!#易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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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孙玉芬等! 春兰与大花蕙兰杂交后代根状茎增殖与分化条件

致根状茎玻璃化" 由方差分析可见!

#$

对根状茎分化结果差异性不显著" 综合考虑#

%&' ()

$

*

!"

+,, -

'&% ()

$

*

!"

."/,

对根状茎的增殖分化效果最佳% 比较表
'

和表
!

中的处理
0

& 前者
"&% ()

$

*

!"

."/, -"&%

()

$

*

!"

+,,

增殖分化效果更好%

编号
+,,1

'

()

$

*

!"

(

."/,1

'

()

)

*

!"

(

#$1

'

()

$

*

!"

(

接种根状

茎数
1

条
出苗根状茎数

1

条 分化率
12

" %&' % % '% 3&% 4 '3 4

' %&' %&3 % '% "5&% 6 73 6

! %&' "&% % '% "0&! 86 5' 86

0 %&' '&% % '% "'&% 98 .% 98

3 %&' 0&% % '% :&5 49 07 9

. %&' % %&3 '% :&% 49 03 9

5 %&' % "&% '% "%&! 49 3' 9

7 %&' % '&% '% "%&% 49 3% 9

: %&' % 0&% '% "%&5 9 3! 9

增殖倍数

'&"7 # %&"%0 4

'&03 # %&"!' 98

!&3% # %&%75 ;

!&:% # %&"!' <

'&55 # %&"." 6

'&.! # %&"%0 86

'&53 # %&"7% 6

'&!% # %&"!' 49

'&"7 # %&"3! 4

新增殖根状

茎数
1

条

00 4

0: 98

5% ;

57 <

3. 6

3! 86

33 6

0: 49

00 4

表
! "!#$

和
%&

对根状茎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49=; ! ><<;8? @< ."/,

&

#$ @A ?B; CD@=E<;D4?E@A 4A6 6E<<;D;A?E4?E@A @< DBEF@(;G

说明! 同列数字后不同字母表示各处理之间差异显著'

!＜%&%3

(%

'(!

不同有机添加物及其用量对根状茎增殖与分化的影响

在其他条件一致时& 比较不同添加物处理对根状茎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结果见表
0

% 培养
0% 6

后&

单独添加
!

种有机物对杂交兰根状茎增殖均有促进作用& 效果由大到小为椰汁＞香蕉泥＞土豆汁& 随添

加物用量的增加& 根状茎增殖倍数下降%

"%%&% )

$

*

!"香蕉泥和
3%&% (*

$

*

!"椰汁混合添加增殖效果最佳&

优于所有有机物单独添加的效果% 在幼苗分化方面& 土豆汁处理中& 分化率显著高于椰汁和香蕉泥处

理& 并在处理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椰汁和香蕉泥处理间在分化率方面无显著性差异% 综合考虑&

"%%&%

)

$

*

!"香蕉泥
-3%&% (*

$

*

!"椰汁对根状茎的增殖分化效果最佳%

编号
椰汁

1

'

(*

$

*

!"

(

香蕉泥
1

'

)

$

*

!"

(

土豆汁
1

'

)

$

*

!"

(

接种根状

茎数
1

条

新增殖根状

茎数
1

条
增殖倍数 分化率

12

" % % % '% !5 4 "&73 # %&"%% 4 '3 4

' '% % % '% .! 86; !&"3 # %&'"7 86; !' 49

! 3% % % '% .7 ;< !&0% # %&"!' ;< 0% 498

0 "%% % % '% 7" B 0&%3 # %&"7% B 05 986

3 "3% % % '% 5' <) !&.% # %&'57 <) 03 986

. % '% % '% 3' 9 '&.% # %&"7% 9 0' 98

5 % 3% % '% 3: 986 '&:3 # %&"!' 986 05 986

7 % "%% % '% .' 86; !&"% # %&"7% 86; 3% 86;

: % "3% % '% 3. 98 '&7% # %&%75 98 .3 ;<)

"% % % '% '% 0' 4 '&"% # %&"!' 4 0' 98

"" % % 3% '% 30 9 '&5% # %&"!' 9 .'6 ;<)

"' % % "%% '% 37 986 '&:% # %&'3 986 7' BE

"! % % "3% '% 35 986 '&73 # %&"!' 986 5' )B

"0 % 3% 3% '% .0 6; !&'% # %&"!' 6; 3' 86;<

"3 % 3% "%% '% 5. )B !&7% # %&"7% )B .' 6;<)

". 3% "%% % '% :" E 0&33 # %&!." E :' E

"5 "%% "%% % '% 7" B 0&%3 # %&'"7 B .5 <)B

表
)

有机添加物用量对根状茎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49=; 0 ><<;8? @< @D)4AE8 466E?EH; 8@A8;A?D4?E@A @A ?B; CD@=E<;D4?E@A 4A6 6E<<;D;A?E4?E@A @< DBEF@(;G

说明! 同列数字后不同字母表示各处理之间差异显著'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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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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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状茎增殖并出芽!

'

"# 根状茎分化成苗!

(

"# 形成的丛生芽!

)

"

*+,-./ & 01+234/5 6.37+8/.9:+3; 9;< =-<<+;,

!

'

"#

.1+234/5 <+88/./;:+9:/ +;:3 5//<7+;,5

!

(

"#

>7-5:/./< 5133:5

!

)

"

!"#

壮苗生根

将分化出大于
& >4

的不定芽接入生根培养基
&?!@AB%C! 4,

$

D

!&赤霉素!

E'

F

"

B#G% 4,

$

D

!&

H''B!IG%

,

$

D

!&蔗糖
B!G% ,

$

D

!&活性炭中# 培养至
&I <

时# 无菌苗开始生根# 生根率达
JIK

以上# 长出肉质根# 待

形成完整且较健壮植株时!约
F

个月"即可移栽%

F

结论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兰花杂交根状茎增殖分化效果不同# 以
&?!@A

效果较适宜# 这与王利民等&

&"

'

( 孙

芳等&

&&

'报道的结果一致% 生长素
H''

增殖分化效果优于
!L$"M

# 但是
!N$"M

有利于分化出较壮的小苗%

这与朱根发等&

#

'报道的
H''

对原球茎的增殖影响不大不同%

O"('

对根状茎增殖分化具有极显著的促进

作用# 这与相关研究&

#

#

#!!#F

'结果相同# 说明杂交兰在原球茎!根状茎"分化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

#G% 4,

$

D

!#

O"(' P&G% 4,

$

D

!&

H''

对根状茎增殖和分化最适%

QR

对根状茎分化结果差异性不显著# 与相关报道

低质量浓度
QR

对原球茎增殖有明显促进作用&

&$!&O

'不同# 可能是试验设计的质量浓度过高或者是由于所

试品种和外植体的生长阶段不同%

&%% ,

$

D

!&香蕉泥
BI% 4D

$

D

!&椰汁对根状茎的增殖分化效果优于分别单

独使用香蕉泥( 椰汁和土豆汁% 组织培养中常用的有机添加物如椰乳( 番茄汁( 苹果汁和马铃薯等一些

含有氨基酸(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和酶等有机物且成分较为复杂的天然复合物# 它们对细胞和组织的增殖

和分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王丰妍等&

J

'研究发现培养基中添加
&I 4D

$

D

!&香蕉汁最有利于杂交兰原球茎

的增殖% 由于有机添加物的不同品种( 不同产地和有效成分含量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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