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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兰属植物昌宁兰 [ C y m b i d i u m
changningense (X. M. Xu) Z. J. Liu et S. C. Chen], 又
名白赤舌、白玉蝉兰。

2  材料类别  4个月以上果龄蒴果内种子、侧芽。
3  培养条件  以 1/2MS (大量、微量元素均减半)为
基本培养基。(1)种子萌发培养基: 1/2MS+6-BA 1
mg·L-1 (单位下同)+NAA 2+2 g·L-1活性炭+100 mL·L-1

椰乳; (2)原球茎诱导培养基: 1/2MS+6-BA 0.5+NAA
5+2 g·L-1活性炭 +100 mL·L-1椰乳; (3)原球茎增殖
培养基: 1/2MS+6-BA 0.5+NAA 2; (4)根、芽分化
培养基: 1/2MS+6-BA 2+NAA 0.5; (5)壮苗培养基:
1/2MS+6-BA 0.5+NAA 2+2 g·L-1活性炭+50 g·L-1香

蕉泥。上述培养基均附加 8 g·L-1琼脂和 30 g·L-1

蔗糖, pH 5.4。培养温度(25±2) ℃, 光照强度25~30
µmol·m-2·s-1, 光照时间 14 h·d-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  取果龄超过 4个月且尚未开
裂的蒴果, 切除花梗和残留柱头、花瓣, 用 70%酒
精擦拭干净后浸入 1 g·L-1 HgCl2溶液中 15 min, 无
菌水清洗3~4次后剖开蒴果, 将种子直接撒播于培
养基(1)上, 播种密度以大致铺满培养基、种子间
不相互重叠为宜。切取未开口侧芽, 剥去外面几层
叶片, 消毒程序同蒴果, 在超净台上用滤纸吸干水分,
切除基部接触消毒液部位, 然后切成边长小于0.1 cm
的组织块, 接种到培养基(2)上, 每瓶接种 1块。
4.2 原球茎的诱导与增殖  侧芽组织块接种 15 d后
能看到明显膨大, 形成一个或数个原球茎, 可转入
原球茎增殖培养基(3)上进行继代增殖。昌宁兰原
球茎增殖对激素适应范围较广, 在添加 6-BA 0~5
mg·L-1、NAA 1~10 mg·L-1的培养基内均能增殖,

综合增殖速率、成本、激素诱导变异等因素, 以
培养基(3)效果较好, 每代 45 d平均原球茎增殖倍
数为 4.9。种子萌发以种胚膨大并突破种皮, 形成
原球茎为标准, 经抽样统计, 萌发率达 87%, 这种
原球茎既可以转入增殖培养基进行增殖培养, 也可
以直接转入分化培养基分化根、芽。

4.3  芽与根的分化培养  待种子萌发形成的原球茎
膨大转绿, 即可转接到培养基(4)上。接种 90 d后
测定芽平均分化率为 86%, 根平均分化率为 91%。
由侧芽诱导出的原球茎经多代增殖后转接到培养基

(4)上, 也可正常分化出根和芽, 形成再生植株, 经
抽样统计根、芽分化率均高于 90%。
4.4 壮苗培养与移栽  在分化培养基上培养约 90 d
后, 选取健壮新苗转入壮苗培养基(5), 促进新芽、
新根生长。待新苗生长到 10~15 cm高、展开 4~5
片叶、根长满培养基时, 逐渐揭开瓶盖, 过渡培养
2~3 d, 然后取出组培苗, 洗净培养基, 以500倍70%
多菌灵溶液处理过的水苔包裹根部, 10~15株为一
丛, 合栽于9 cm×9 cm (口径×高)营养钵中, 置炼苗
棚内培养, 初期遮去自然光的 90%左右, 棚内温度
控制在 15~25 ℃, 空气湿度 80%左右, 每周喷洒
0.1%磷酸二氢钾和0.05%尿素混合溶液一次, 每月
喷 1 000倍 70%多菌灵溶液 2次, 90 d后统计移栽
成活率达 95% 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昌宁兰为 2005年(刘仲健等 2005)
才正式命名的兰科兰属植物新种, 过去一直作为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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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兰(C.lowianum)的一个变种(徐向明等 2005), 最
早发现于云南昌宁, 仅分布于云南西部, 适生海拔
约 1 700 m。花期 2~5月, 香味稍淡。在自然条
件下昌宁兰主要靠种子繁殖, 虽然蒴果内有种子数
十万粒, 但能萌发并正常生长直至开花的比例不足
万分之一; 分株繁殖系数也极低。由于近些年国内
外对兰属植物野生资源的过度开发, 加之昌宁兰分
布区域狭小, 目前野生资源总量迅速减少。用种子
人工无菌播种繁殖可迅速得到大量实生苗, 可能是
快速繁殖昌宁兰的一个有效方法, 对于昌宁兰优良
品种或具有特殊性状的单株, 利用侧芽进行组织培
养可实现快速繁殖。本文研究结果对昌宁兰规模

化栽培和新优品种的选育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与

昌宁兰同属的其它种兰花组织培养已多有报道(徐

宏英等2001; 秦改花等2006; 和寿星等2006), 但昌
宁兰种子及侧芽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的报道迄今未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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