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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豆瓣兰[Cymbidum serratum (Schltr) Y.

S. Wu et S. C. Chen]。

2 材料类别 种 子 。

3 培养条件 种子萌发培养基: (1) MS+1 mg·L-1

BAP+10% 椰子水; (2)改良 Kyoto+1 mg·L-1 BAP+

10% 椰子水; (3) 1/3MS+1 mg·L-1 BAP+10% 椰子

水。原球茎增殖培养基: (4)改良 Kyoto+2 mg·L-1

BAP+1 mg·L-1 NAA+10% 椰子水。根状茎增殖培

养基: (5)改良Kyoto+3 mg·L-1 BAP+0.2 mg·L-1 NAA+

10%椰子水。分化壮苗培养基: (6)改良Kyoto+

1 mg·L-1 BAP+0.2 mg·L-1 IBA+1 g·L-1胰蛋白胨。生

根培养基: (7)改良1/2MS+1 mg·L-1 IBA+1 g·L-1 活性

炭+5%椰子水。以上培养基均附加20 g·L-1 蔗糖,

5.5 g·L-1 琼脂固化。所有培养基pH值为5.5~5.8,

培养温度为(25±2)℃, 光照强度为40 mmol·m-2·s-1,

光照时间为12 h·d-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材料的无菌处理  将采集到的八成熟蒴果置于

流水下冲洗1 h, 再用洗洁精小心刷洗表皮, 在超净

工作台上用70%酒精擦拭表面, 接着用0.1%升汞

浸泡20 min, 无菌水冲洗4次, 吸干水分后用手术

刀剖开蒴果, 将种子取出。

4.2  种子播种萌发前预处理  消毒后的种子分别进

行以下3种方式预处理: (1)直接用无菌水制成悬浮

液, 用无菌吸管吸1 mL摇匀的悬浮液到培养基上;

(2)先用0.1 mol·L-1 NaOH溶液浸泡种子20 min后

再制成悬浮液, 按(1)中方式播种; (3)先用0.1 mol·L-1

NaClO溶液浸泡种子20 min后再制成悬浮液, 按(1)

中方式播种。方法(2)和(3)处理的种子萌发率显著

高于方法(1)处理, 分别为方法(1)处理的8.1倍和6.8

倍, 而萌发时间(即第1粒种子的初始萌发天数)及

原球茎形成天数均显著低于方法(1)处理, 分别缩短

了约三分之一。

4.3  种子萌发  培养初期进行暗培养, 培养基(2)萌

发率显著高于其它处理, 初始萌发时间约250 d, 60

d后统计萌发率达15.5%, 萌发的种子逐渐发育形

成大量的原球茎。

4.4  增殖培养  将上述获得的原球茎接种到培养基

(4)上进行增殖培养, 可有效增殖(图1), 原球茎增殖

系数可达7~8倍。将原球茎接种到培养基(5)上, 原

球茎可分化形成根状茎并继续增殖(图2), 根状茎增

殖系数达 3~5 倍。增殖周期均为 40~50 d。

图1  豆瓣兰的原球茎增殖

4.5  分化壮苗与生根培养  将形成的根状茎接种到

培养基(6)中可分化形成小苗(图3), 分化形成的小

苗接种到培养基(7)进行生根诱导, 培养30~40 d生

根率达95%~100% (图 4)。生根培养60 d 后便可

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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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豆瓣兰的根状茎增殖

图3  豆瓣兰的根状茎分化成芽

兰花姿高贵、叶态优美, 神韵素雅, 具有极高的观

赏价值(图5)。豆瓣兰属于中国兰中的地生兰, 在

自然条件下种子很难萌动, 繁殖能力极低, 育种方

法仍是传统的分株繁育, 时间长, 数量少, 繁殖系数

低, 无法规模化, 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要。近年来

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泛采乱挖和生态环境的恶

化, 豆瓣兰野生资源已濒临灭绝。开展豆瓣兰繁育

技术研究对野生兰花资源的保护和区域兰花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图4  豆瓣兰的组培苗生根

4.6  炼苗与移栽成活  生根小苗置于温棚中炼苗2

周后, 取出洗净, 用0.1%高锰酸钾浸泡10 s, 之后

在荫棚下晾干5 min, 种植在消毒过的水草基质中,

移栽成活率可达 90% 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豆瓣兰为兰科(Orchidaceae)兰属的

一个独立种, 又称线叶春兰(刘仲健等2006), 分布

于四川、贵州、云南及广西西部等地区。豆瓣

图5  豆瓣兰的开花植株

地生兰中的春兰(钟雨薇2007; 郑琪等2007; 刘

晓芳等2009)、墨兰(彭晓明等2000)、建兰(陈汉

利, 1996)等的无菌播种与组织培养技术研究已有报

道。但到目前为止, 有关豆瓣兰的组织培养研究还

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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