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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蕙兰‘红酒’ × 莲瓣兰‘边草素花’
杂交种组培快繁技术

刘　 洋ꎬ 王玉英ꎬ 李枝林∗ꎬ 李　 茹

( 云南农业大学 园林园艺学院ꎬ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 )

摘　 要: 该研究以大花蕙兰‘红酒’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ｈｙｂｒｉｄｕｍ ‘ ｈｏｎｇｊｉｕ’) ×莲瓣兰‘边草素花’ (Ｃ. ｔｏｒｔｉｓｅｐａｌｕｍ
‘ｂｉａｎｃａｏｓｕｈｕａ’)Ｆ１ 代杂交种原球茎和根状茎为材料ꎬ比较了不同激素配比增殖分化、生根的培养基ꎬ建立

了适用杂交兰组培快繁体系ꎮ 结果表明:１ / ２ＭＳ＋６￣ＢＡ １.０ ｍｇＬ￣１＋ＮＡＡ １.０ ｍｇＬ￣１＋ＡＣ ０.０５％＋香蕉 ８０
ｇＬ￣１对原球茎增殖效果最佳ꎬ增殖率达到 ３０７％ꎻ１ / ２ＭＳ＋６￣ＢＡ １.５ ｍｇＬ￣１＋ＮＡＡ １.０ ｍｇＬ￣１＋ＡＣ ０.０５％＋

香蕉８０ ｇＬ￣１有利于原球茎分化ꎬ分化率为 ８２％ꎻ１ / ２ＭＳ＋ＴＤＺ ２.０ 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１ ｍｇＬ￣１＋ＡＣ ０.０５％＋香
蕉 ８０ ｇＬ￣１对根状茎增殖分化效果最佳ꎬ增殖率为 ２９３％ꎬ分化率为 ７９％ꎻ１ / ２ＭＳ＋ＩＢＡ ０.５ 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３
ｍｇＬ￣１＋ＡＣ ０.０５％＋香蕉 ８０ ｇＬ￣１为最佳生根培养基ꎬ生根率达到 ８４.７％ꎬ且根粗苗壮ꎬ叶色浓绿ꎮ 此体系

为杂交兰种苗的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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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ｏｒｃｈｉ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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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花为中国传统名花ꎬ观赏价值极高ꎮ 国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ꎬ
通常是指兰科兰属(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植物中的部分地

生兰ꎬ其花型较小ꎬ但气味芳香、叶态优美ꎮ 大花

蕙兰(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ｈｙｂｒｉｄｕｍ) 属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兰属(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多年生草本植物ꎬ是兰属内一些

附生兰杂交种的统称ꎬ其大部分品种叶片长且披

散ꎬ花无香味 (朱根发等ꎬ２００４)ꎮ 大花蕙兰 ‘红

酒’为大花、早开花品种ꎬ常在圣诞节前后开花ꎬ可
用于培育圣诞节开花的红花盆栽品种ꎮ 莲瓣兰

‘边草素花’是兰科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ꎬ属地生

兰ꎬ为细叶莲瓣兰类ꎬ叶槽较深ꎬ叶边金黄色ꎬ花为

淡黄色全素ꎬ开花 ２ ~ ４ 朵ꎬ花幽香ꎮ
以‘红酒’ ×‘边草素花’ 为亲本进行种间杂

交ꎬ意在获得花期长、花朵较大、鲜艳美丽且有香

味的兰花新品种ꎮ 对大花蕙兰(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ｈｙｂｒｉ￣
ｄｕｍ)若采用传统的分株繁殖ꎬ则繁殖速度慢、周期

长(卢思聪ꎬ１９９４)ꎬ且大多是引进的国外优良品

种ꎬ难以满足市场需求ꎬ因此需通过组织培养来快

速繁殖大花蕙兰ꎮ 国内外已开展了对兰花杂交种

的研究ꎬ目前已有数千个品种ꎬ但对地生兰和附生

兰杂交种的研究较少ꎮ 近年来ꎬ国内的研究大多

集中在杂交育种和胚培养方面(郑立明ꎬ２０１０ꎻ朱
根发等ꎬ２００５ꎻ丁长春和夏念和ꎬ２０１１ꎻ陈瑶瑶等ꎬ
２００９)ꎬ杂交兰原球茎的增殖分化研究报道较多

(宋莲等ꎬ２０１７ꎻ谢利等ꎬ２０１４)ꎬ根状茎报道较少ꎬ
但对大花蕙兰‘红酒’ ×莲瓣兰‘边草素花’Ｆ１ 代杂

交种的快繁技术目前尚未见有研究报道ꎮ 因此ꎬ
本研究以大花蕙兰‘红酒’ ×莲瓣兰‘边草素花’ Ｆ１
代杂交种的根状茎和原球茎为材料ꎬ在不同的培

养基上进行增殖分化、生根ꎬ以筛选出最适培养

基ꎬ从而为杂交兰的工厂化生产和新品种选育奠

定基础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大花蕙兰‘红酒’ (♀)与莲瓣兰‘边草素花’
( )杂交种原球茎和根状茎材料ꎬ由云南农业大学

花卉研究所自主培育ꎮ 杂交种萌发后产生原球茎

和根状茎ꎮ 杂交兰产生的胚状体长条状称为根状

茎ꎬ形成的胚状体圆球形称为原球茎ꎬ从中分别挑

选出性状长势一致的原球茎和根状茎为试验材

料ꎮ 本试验在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花卉所

组培实验室进行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原球茎和根状茎的增殖分化 　 将原球茎大

小为 ０. ３ ｃｍ 和根状茎约为 １. ５ ｃｍꎬ分别接种于

１ / ２ＭＳ基本培养ꎬ添加不同浓度配比的 ＮＡＡ、ＴＤＺ
和 ６￣ＢＡꎬ附加香蕉 ８０ ｇＬ￣１和活性炭 ０.５ ｇＬ￣１ꎬ
暗培养 ４５ ｄ 后再进行光照培养ꎮ 培养条件为温度

(２３ ± ２) ℃ꎬ光照度１ ８００ ~ ２ ５００ ｌｘꎮ ｐＨ５.８ꎬ琼脂

７ ｇＬ￣１和蔗糖 ３０ ｇＬ￣１ꎮ 每处理 ４２ 个原球茎ꎬ根
状茎处理 ３０ 个ꎬ重复 ３ 次ꎮ 对 ３０ ｄ 后的增殖率和

６０ ｄ 后的出芽率进行数据分析ꎮ
１.２.２ 生根培养　 将苗高 ２ ~ ３ ｃｍ 的无根苗接种于

１ / ２ＭＳ 基本培养添加如下植物激素浓度:６￣ＢＡ ０.３
ｍｇＬ￣１ꎬＮＡＡ ０ ~ ２.０ ｍｇＬ￣１和 ＩＢＡ ０ ~ １.０ ｍｇ
Ｌ￣１上进行光照培养ꎬ培养条件同上ꎮ 培养 ６０ ｄ 统

计生根率、根长、根粗等情况ꎮ
１.３ 数据统计分析

原球茎增殖分化阶段每瓶 ５ 个ꎬ每处理 １０ 瓶ꎬ
重复 ３ 次ꎻ根状茎增殖分化阶段每瓶 ５ 个ꎬ每处理

１０ 瓶ꎬ重复 ３ 次ꎻ生根培养阶段每瓶 ５ 苗ꎬ每处理

１０ 瓶ꎬ重复 ３ 次ꎮ 数据采用 ＤＰＳ９.５０ 统计软件分

析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ꎮ

８２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激素配比对原球茎增殖分化的影响

在原球茎增殖分化培养基中ꎬ培养 １０ ｄ 后ꎬ开
始增殖、出芽分化ꎬ随着天数的增加ꎬ增殖率、出芽

率增大ꎬ３０ ｄ 后不同激素配比培养基增殖率、出芽

率有所差异ꎮ 由表 １ 可知ꎬ随着 ６￣ＢＡ 浓度的增

加ꎬ增殖率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ꎬ不同浓度

６￣ＢＡ对杂交兰原球茎增殖分化影响显著ꎬ２ 号培养

基 １ / ２ＭＳ＋６￣ＢＡ １.０ ｍｇＬ￣１ ＋ＮＡＡ １.０ ｍｇＬ￣１ ＋
ＡＣ ０.０５％ ＋香蕉 ８０ ｇＬ￣１ 对原球茎增殖分化最

好ꎬ增殖率为 ３０７％ꎻ比 ６￣ＢＡ ２.０ ｍｇＬ￣１、２.５ ｍｇ

Ｌ￣１的培养基显著高 １８６％、３４４％ꎬ数据表明 ６￣ＢＡ
浓度高于 ２.０ ｍｇＬ￣１ꎬ原球茎增殖率明显下降ꎬ原
球茎出芽率增殖不明显ꎬ５ 号培养基出现了部分褐

化ꎬ由此可见激素浓度大于一定限度不利于原球

茎增殖ꎮ ３ 号培养基出芽率显著高于其他培养基ꎬ
出芽率为 ８２％ꎬ分别比添加 ＮＡＡ １. ０、 ２. ０、 ２. ５
ｍｇＬ￣１培养基培养的出芽率显著高 １０５％、７８％、
３１０％ꎬ芽体翠绿ꎬ无褐化情况ꎬ可见 ６￣ＢＡ １.５ ｍｇ
Ｌ￣１最适于原球茎出芽增殖ꎬ太低或太高浓度的

６￣ＢＡ均不能启动芽分化ꎬ还会导致出芽黄化ꎮ
以上结果表明ꎬ６￣ＢＡ １.０ ｍｇＬ￣１有利于原球

茎增殖ꎬ６￣ＢＡ １.５ ｍｇＬ￣１促进分化培养效果最佳ꎬ
高浓度 ６￣ＢＡ 抑制了增殖分化效果ꎮ

表 １　 不同培养基对原球茎增殖分化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 ｏｎ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ｒｍｓ

培养基
编号

Ｍｅｄｉｕｍ
ｎｕｍｂｅｒ

６￣ＢＡ
浓度

６￣Ｂ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ｇＬ ￣１)

ＮＡＡ
浓度

ＮＡ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ｇＬ ￣１)

接种数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增殖数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增殖率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出芽数
Ｂｕｄｄ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出芽率
Ｂｕｄ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

(％)

１ ０.５ １.０ ４２ ５７ １４３ｃ ２７ ２７ｃ

２ １.０ １.０ ４２ １２３ ３０７ａ ６６ ４０ｂ

３ １.５ １.０ ４２ ９０ ２２１ｂ １０８ ８２ａ

４ ２.０ １.０ ４２ ４４ １０７ｄ ３９ ４６ｂ

５ ２.５ １.０ ４２ ２７ ６９ｅ １４ ２０ｃ

　 注: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ｓｈｏｗ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２.２ 不同激素配比对杂交兰根状茎增殖分化的

影响

将原球茎诱导出来的根状茎接种于不同浓度

的培养基中进行培养ꎬ随时间延长增殖分化出根

状茎、不定芽ꎬ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不同浓度 ＴＤＺ 对

根状茎增殖分化效果明显ꎬＮＡＡ 浓度为 ０.３ ｍｇ
Ｌ￣１ꎬ处理 １ 比含 ＴＤＺ ２.０ ｍｇＬ￣１、３.０ ｍｇＬ￣１的培

养基显著高 ２８８％、４４３％ꎬ随着 ＴＤＺ 浓度的增加ꎬ
增殖率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ꎬ表明高浓度的

ＴＤＺ 不利于根状茎增殖ꎬ根状茎长度增长不明显ꎬ
颜色较浅ꎮ ＴＤＺ 浓度为 ２.０ ｍｇＬ￣１时ꎬＮＡＡ 浓度

为 ０.１ ｍｇＬ￣１分化效果最佳ꎬ分别比添加 ＮＡＡ ０.３
ｍｇ Ｌ￣１、 ０. ５ ｍｇ Ｌ￣１ 的 培 养 基 显 著 高 ２１６％、
２０３％ꎬ且颜色呈绿色ꎬ根状茎长度明显增长ꎬ在原

有的根状茎上增殖出长短不一的根状茎ꎬ茎周围

新长出茂密的绒毛ꎮ 随着 ＮＡＡ 浓度增加分化率

越低ꎬ抑制芽的分化ꎬ芽体颜色较浅ꎬ为淡绿色ꎮ
所以综合考虑 ４ 号培养基 １ / ２ＭＳ＋ＴＤＺ ２.０ ｍｇＬ￣１＋
ＮＡＡ ０.１ ｍｇＬ￣１＋ＡＣ ０.０５％＋香蕉 ８０ ｇＬ￣１对根

状茎增殖分化效果最佳ꎬ增殖率为 ２９３％ꎬ出芽率

为 ７９％ꎬ出芽较多ꎬ芽体呈绿色ꎮ
以上结果表明ꎬ ＴＤＺ ２.０ ｍｇＬ ￣１和 ＮＡＡ ０.１

９２３１１０ 期 刘洋等: 大花蕙兰‘红酒’ ×莲瓣兰‘边草素花’杂交种组培快繁技术



表 ２　 不同培养基对根状茎增殖分化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 ｏｎ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ｒｈｉｚｏｍｅ

培养基
编号

Ｍｅｄｉｕ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ＤＺ
浓度

ＴＤＺ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ｇＬ ￣１)

ＮＡＡ
浓度

ＮＡ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ｇＬ ￣１)

接种数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增殖数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增殖率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出芽数
Ｂｕｄｄ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出芽率
Ｂｕｄ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

(％)

１ １.０ ０.３ ３０ ４９ １６３ｂ ２５ ３２ｃ

２ ２.０ ０.３ ９０ ３８ ４２ｄ ５９ ４６ｂ

３ ３.０ ０.３ ９０ ２７ ３０ｄ ２９ ２５ｃ

４ ２.０ ０.１ ３０ ８８ ２９３ａ ９２ ７９ａ

５ ２.０ ０.５ ３０ ２３ ７７ｃ １４ ２６ｃ

ｍｇＬ￣１组合使用有利于根状茎的增殖分化ꎬ高浓

度的 ＴＤＺ、ＮＡＡ 抑制根状茎的增殖分化效果ꎮ
２.３ 不同 ＮＡＡ 、ＩＢＡ 浓度生根的影响

将原球茎和根状茎分化的无根小苗接种于不

同培养基中培养ꎬ随着时间延长ꎬ苗体数量不断增

加ꎬ６０ ｄ 统计结果如表 ３ 可知ꎬ不同激素配比的培

养基对植株生根有影响ꎮ ２ 号培养基和 ３ 号培养

基的生根率均较高ꎬＮＡＡ 浓度在 ０.５ ~ １.０ ｍｇＬ￣１

为最佳浓度ꎬ生根率均达到 ７２％ꎬ根系诱导较好ꎬ
根粗而多ꎬ叶色浓绿ꎬ长势好ꎻ当 ＮＡＡ 浓度大于

１.０ ｍｇＬ￣１时ꎬ苗的生根受到抑制ꎬ生根率出现了

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ꎻ受诱导形成的组培苗本身

激素含量的影响ꎬ壮苗培养时低浓度的 ＮＡＡ 可以

更好地促进苗体生长ꎬ比添加 ＮＡＡ １.５ ｍｇＬ￣１、
２. ０ ｍｇ Ｌ￣１ 显著高 ４６％、１４０％ꎮ 但是ꎬ不添加

ＮＡＡ 植株则表现为矮化ꎬ叶片部分黄化ꎮ 随着

ＩＢＡ 浓度增大ꎬ生根率也明显提高ꎬ生根率出现了

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ꎮ 在左利娟等(２０１５)的研究

中 ＩＢＡ 浓度对杂交兰根状茎有促进作用ꎬ本研究

ＮＡＡ ０.３ ｍｇＬ￣１和 ＩＢＡ ０.５ ｍｇＬ￣１组合使用为最

佳浓度ꎬ生根率为 ８４.７％ꎬ分别比添加 ＩＢＡ ０ ｍｇ
Ｌ￣１、０. ３ ｍｇ Ｌ￣１、 １. ０ ｍｇ Ｌ￣１ 的培养基显著高

１１％、３２.９％、５７. ４％ꎮ 综合考虑ꎬ１ / ２ＭＳ＋ ＩＢＡ ０. ５
ｍｇＬ￣１ ＋ＮＡＡ ０. ３ ｍｇＬ￣１ ＋ＡＣ ０. ０５％ ＋香蕉 ８０
ｇＬ￣１为最佳生根培养基ꎮ

以上结果表明ꎬ高浓度 ＮＡＡ 抑制了生根效果ꎬ
ＩＢＡ ０.５ ｍｇＬ￣１和 ＮＡＡ ０.３ ｍｇＬ￣１组合使用促进

植株生根ꎬ且叶色浓绿ꎬ根数较多而粗ꎬ苗长势

良好ꎮ

３　 讨论与结论

兰科植物大多是由原球茎分化成完整植株

(Ａｍａｋｉ ＆ Ｈａｇｕｃｈｉꎬ １９８９)ꎬ杂交兰诱导分化出原

球茎进一步生长为根状茎(王国兴ꎬ１９８９)ꎬ用于兰

花组培的材料主要有茎尖、叶片、种子ꎬ目前大多

采用种子萌发形成中间材料进行扩繁ꎬ本研究以

杂交兰原球茎和根状茎为材料进行组培研究ꎬ以
期实现杂交兰的规模化繁殖ꎮ

原球茎增殖分化选择培养基尤为重要ꎬ适宜

浓度的激素配比对原球茎的增殖分化影响较大ꎮ
吴彦秋等(２０１６)以杜鹃兰原球茎为材料ꎬ对比在

１ / ２ＭＳ、ＭＳ、ＶＷ、ＫＣ 培养基上的不同生长情况ꎬ
１ / ２ＭＳ培养基的增殖率及长势显著高于其他处理ꎮ
孙芳等(２０１２)和孙玉芬等(２０１４)研究也显示兰

属植 物 组 培 以 １ / ２ＭＳ 效 果 较 适 宜ꎮ 聂 菁 等

(２０１６)以蝴蝶兰品种‘红太阳’无菌播种形成的

原球茎为材料ꎬ６￣ＢＡ ５.０ 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７ ｍｇ
Ｌ￣１为最佳的类原球茎诱导和增殖培养基浓度ꎻ本
研究在激素和培养基选择具有相同性ꎬ以 １ / ２ＭＳ
培养基中添加 ６￣ＢＡ １.０ ｍｇＬ￣１、ＮＡＡ １.０ ｍｇＬ￣１

增殖分化效果最佳ꎬ添加 ＮＡＡ、６￣ＢＡ 有利于原球

茎分化ꎬ这与相关研究(宋莲等ꎬ２０１７ꎻ胡蕾和申

婷ꎬ２０１７)一致ꎬ 说明不同品种的杂交兰对激素的

０３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表 ３　 不同激素浓度对杂交种苗生根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编号
Ｎｏ.

ＩＢＡ
浓度
ＩＢＡ

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ＡＡ
浓度
ＮＡＡ

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

６￣ＢＡ
浓度
６￣ＢＡ

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

转接
根数
Ｒｏ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生根情况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生根率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平均根数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ｏｏｔｓ

平均根长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ｒｏｏｔｓ
( ｍｍ)

根粗
Ｒｏｏ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苗生长情况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１ ０ ０ ０.３ ０ ４６.０６ｂ ０.８９ｂｃ １２.５７ａ ＋ 叶黄化ꎬ长势差
Ｙｅｌｌｏｗｉｎｇꎬ 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２ ０ ０.５ ０.３ ０ ７２.１４ａ １.２３ａｂｃ １１.５０ａ ＋＋＋ 叶色浓绿ꎬ长势良好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ｄ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 ｗｅｌｌ

３ ０ １.０ ０.３ ０ ７２.８２ａ １.６２ａ ９.８３ａｂ ＋＋ 叶色浓绿ꎬ长势较好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ｄ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 ｗｅｌｌ

４ ０ １.５ ０.３ ０ ４９.６１ｂ １.３１ａｂ ８.０９ｂ ＋ 植株矮化ꎬ少量叶片黄化
Ｐｌａｎｔ ｄｗａｒｆｉｎｇꎬ ａ ｓｍａｌ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ｌｅａｆ ｙｅｌｌｏｗｉｎｇ

５ ０ ２.０ ０.３ ０ ３０.９５ｂ ０.８４ｃ ７.０５ｂ ＋＋ 茎粗壮ꎬ长势一般
Ｓｔｅｍｓ ｓｔｒｏｎｇ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６ ０ ０.３ ０ ０ ３９.２４ｂ ０.９４ａ ４.７ｂ ＋ 有部分褐化ꎬ长势差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ꎬ 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７ ０.３ ０.３ ０ ０ ６３.７２ａｂ １.２１ａ ９.０１ａ ＋＋ 苗粗壮ꎬ长势一般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ｇｒｏｗ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８ ０.５ ０.３ ０ ０ ８４.７１ａ １.３３ａ ８.０２ａ ＋＋ 叶色浓绿ꎬ长势良好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ｄ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 ｗｅｌｌ

９ １.０ ０.３ ０ ０ ５３.８３ａｂ １.１８ａ ９.２５ａ ＋＋＋ 叶色浓绿ꎬ长势一般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ｄ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注: ＋ 代表根粗一般ꎻ ＋ ＋ 代表根粗良好ꎻ ＋ ＋ ＋ 代表根粗健壮ꎮ
　 Ｎｏｔｅ: ＋ ｍｅａｎｓ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ｏｏｔｓ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ꎻ ＋ ＋ ｍｅａｎｓ ｒｏｏ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ｓ ｇｏｏｄꎻ ＋ ＋ ＋ ｍｅａｎｓ ｒｏｏ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敏感性有差异ꎮ 杂交兰通过种子萌发获得原球

茎ꎬ进一步分化出根状茎ꎬ根状茎增殖速度较慢ꎬ
故提高根状茎的繁殖系数尤为关键ꎮ 陈云喜等

(２０１０)研究表明 ６￣ＢＡ 和 ＮＡＡ 组合使用促进根状

茎增殖分化ꎬ说明原球茎和根状茎增殖分化有其

相似性ꎮ ＴＤＺ 能刺激植株再生(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 Ｓａｘ￣
ｅｎａꎬ １９９６)ꎬ但 ＴＤＺ 诱导芽变成完整植株存在问

题ꎬ如生根困难、不利于芽的生长等(Ｈｕｅｔｔｅｍａｎ ＆
Ｐｒｅｅｃｅꎬ １９９３)ꎮ 在红花草莓组培诱导过程中 ＴＤＺ
的诱导效果优于 ６￣ＢＡꎬＴＤＺ 与 ＮＡＡ 配合使用效果

优于与 ＩＢＡ 的组合(金美芳等ꎬ２０１７)ꎮ 在蝴蝶兰

的不定芽诱导中ꎬ单独添加 ＴＤＺ 或 ６￣ＢＡ 芽诱导率

显著高于 ＮＡＡ 与 ＴＤＺ 或 ６￣ＢＡ 的组合(程强强等ꎬ
２０１１)ꎮ ＴＤＺ 在杂交兰根状茎的增殖分化方面的

研究尚未报道ꎬ因此本实验使用 ＴＤＺ 和 ＮＡＡ 促进

根状茎增殖ꎬ结果表明 ＴＤＺ 浓度 ２. ０ ｍｇＬ￣１ 和

ＮＡＡ０.１ ｍｇＬ￣１组合使用时根状茎增殖的最佳效

果ꎬ这与程强强等(２０１１)的研究有所差异ꎬ可能受

植株本身激素的影响ꎬ在增殖培养中所需 ＮＡＡ 浓

度较低ꎬ激素浓度使用有所不同ꎬ使用新型激素

ＴＤＺ 和 ＮＡＡ 组合促进根状茎增殖ꎮ 组培苗长势决

定了其后期扩繁和移栽的难易程度ꎬ许申平等

(２０１８) 以墨兰根状茎分化出苗ꎬ培养基 ＭＳ＋ ２５
ｇＬ￣１糖＋７.５ ｇＬ￣１琼脂＋２ ｇＬ￣１活性炭ꎬ墨兰的

生根效果最好ꎬ６￣ＢＡ 和 ＮＡＡ 浓度增加幼苗生根率

下降ꎬ本研究与之相较差异较大ꎬ这可能由杂交兰

的特异性决定ꎬ不同杂交兰遗传特性的差异导致

在生根阶段所需激素种类不一ꎬ同种激素不同浓

度的生根情况有较大区别ꎬ激素选择上ꎬＩＢＡ、ＮＡＡ
组合比６￣ＢＡ、ＮＡＡ 组合生根率要好ꎬ生根培养基选

择１ / ２ＭＳꎬＩＢＡ ０.５ ｍｇＬ￣１和 ＮＡＡ ０.３ ｍｇＬ￣１组合

可以促进植株生根ꎬ叶色浓绿ꎬ根数较多而粗ꎬ生
根效果最佳ꎬ与左利娟等(２０１５)的研究一致ꎮ 有

研究表明活性炭促进增殖分化、苗体生根、防止褐

１３３１１０ 期 刘洋等: 大花蕙兰‘红酒’ ×莲瓣兰‘边草素花’杂交种组培快繁技术



化ꎬ王玉英等(２０１５)在辐射诱变的线艺兰快繁技

术体系研究中加入了 ８０ ｇＬ￣１香蕉泥ꎻ本研究在

增殖分化、生根培养中均添加了香蕉泥和活性炭

来促进苗体生长ꎬ减轻叶片褐化现象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诱导筛选并建立了大花蕙

兰‘红酒’ ×莲瓣兰‘边草素花’杂交兰的快繁技术

体系ꎬ研究结果表明:最适宜原球茎增殖的培养基

为１ / ２ＭＳ＋６￣ＢＡ １.０ ｍｇＬ￣１＋ＮＡＡ １.０ ｍｇＬ￣１＋ＡＣ
０.０５％＋香蕉 ８０ ｇＬ￣１ꎻ原球茎分化最佳培养基为

１ / ２ＭＳ＋６￣ＢＡ １.５ ｍｇＬ￣１ ＋ＮＡＡ １.０ ｍｇＬ￣１ ＋ＡＣ
０.０５％＋香蕉 ８０ ｇＬ￣１ꎻ１ / ２ＭＳ＋ＴＤＺ ２.０ ｍｇＬ￣１＋
ＮＡＡ ０.１ ｍｇＬ￣１＋ＡＣ ０.０５％＋香蕉 ８０ ｇＬ￣１对根

状茎增殖分化效果最佳ꎻ１ / ２ＭＳ＋ＩＢＡ ０.５ ｍｇＬ￣１＋
ＮＡＡ ０.３ ｍｇＬ￣１＋ＡＣ ０.０５％＋香蕉 ８０ ｇＬ￣１为最

佳生根培养基ꎬ此体系的建立为种苗生产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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