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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独蒜兰 〔Pleione yunnanensis (Rolfe) Rolfe〕极具观赏价值和市场前景 , 种子无菌萌发是目前其快繁的主要
途径。作者采用成熟未开裂的云南独蒜兰蒴果进行表面消毒 , 无菌条件下将种子分别播种于无激素的 MS、1 /2 MS、
改良 Harvars (HA)、Kundon C ( KC)、Thomale ( GD) ( TH) 等 5种培养基以及添加不同浓度 KT或 62BA的改良 Har2
vais培养基中 , 以上培养基中均添加蔗糖 20 g·L - 1、琼脂 710 g·L - 1 , pH (515 ±1) , 温度 (23 ±1) ℃, 暗培养。每
处理接种 3个 100 mL试管 , 每个试管种子约 200粒。4周后统计萌发率 , 种子萌发以原球茎突破种皮为标准。

试验结果表明 , 云南独蒜兰种子在培养基中 2周后即可观察到胚的膨大 , 3周左右开始萌发 , 形成小原球茎 , 作为
组织培养材料。不同的培养基中的种子萌发率有所不同 (图版 , 1) , 在 HA和 TH培养基上 , 种子萌发率分别达到
9815%和 9016% , 且原球茎的生长发育也相对快速粗壮 , 萌发后 3周即可观察到叶片的分化 , 10周左右开始形成假鳞
茎。在 KC、MS和 1 /2 MS培养基上 , 种子萌发率相对较低 , 原球茎的生长发育也比较缓慢 , 特别是在 MS和 1 /2 MS培
养基上 , 萌发后 18周才观察到少量的假鳞茎形成。因此 , 对于云南独蒜兰的种子无菌萌发来说 , 培养基的优劣应排列
如下 : HA、TH、KC、1 /2 MS、MS。细胞分裂素 KT和 62BA在试验中并未能促进云南独蒜兰种子的萌发 , 相反 , 低浓
度的外源细胞分裂素能抑制种子的萌发 (图版 , 2)。浓度为 0125 mg·L - 1的 62BA严重抑制了种子的萌发 , 萌发率仅达
4810% , 而对照的萌发率达到了 9815%。在该两种激素中 , 62BA对萌发和生长的抑制作用比 KT强烈。因此 , 在云南独
蒜兰的种子快繁中 , 建议不要使用外源细胞分裂素。

将形成叶片的瓶苗置于光下培养 (每天光照 12 h, 光照强度 1500～2000 lx) , 10周后瓶苗基部形成假鳞茎 (图
版 , 3)。自然条件下云南独蒜兰存在 4～5个月的冬季休眠期 , 无菌瓶苗也保持了该休眠特性。16周后 , 瓶苗叶片逐
渐变黄进入休眠 , 此时将瓶苗置于 4～8℃低温中冷存 , 15周后取出 , 即可出瓶栽培 (图版 , 4)。

图版说明 : 1. 培养基萌发对比 (左 : HA; 右 : MS) ; 2. 62BA对萌发的影响 (左 : 对照 ; 右 : 62BA 0125 mg·L - 1 ) ; 3. 瓶苗 ; 4.
瓶苗移栽。
Explana tion of pla tes: 1. The effects of media on germ ination ( left: HA; right: MS) ; 2. The effects of 62BA on germ ination ( left: control;
right: 62BA 0125 mg·L - 1 ) ; 3. A flask showing seedlings growth; 4. Seedlings culturing in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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