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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荚兰 #犷, 耐 44 , 5 4, ./ 674 6,% 是兰科
、

香英兰属植物
,

主产于湿热地区
。

香荚兰

的果实是国际上重要的食用香料的原料
。

大约在 ∀ ( 年
,

我国引入香荚兰试栽
。

生产上
,

通常用扦插法繁殖 8 但如用种子繁殖
,

虽然结实较晚 #约 ! 至 9 年开始结实
,

较扦插苗

晚 ∃ 一  年 %
,

但结实期长
,

盛产期可维持约  年
。

而且
,

在杂交育种过程中
, 一定要

用种子繁殖
。

材 料 和 方 法

两种香荚兰 #犷
:

54 ,. &’; 74 4’, 和 <
: & 4’, 。 。

.= /= % 的果实分别采自福建及云南省西双

版纳地区
。

前者为栽培种
,

后者为云南省自然分布的种
。

两种的果实长度约在 > 厘米左

右
。

但犷
: & /, 4. ∗

.= 沁的果实 的直径较厂
:

5 4, 耐674 4’, 的约大 倍
,

两种香荚兰的种子均

为黑褐色
,

近于球形
。

但?
: & 4’, 7 ∗

.= /= 的种子较 ≅
:

5 4, .4’674 /, 的约长 倍 #> Α ∋毫米

比4 ;∋ 毫米 %
。

得到的果实均未开裂
。

≅
: & 4’, 。 。

.= 此的为绿色
8 ≅

:

川 ,. ‘674 /, 的果实

有三种颜色
,

绿
、

浅黄绿及黄色
。

但所有果实中的种子均为黑褐色
,

因此
,

他们的成熟

度有差别但不太大
。

试验时
,

将果实表面灭菌
,

切开
,

直接取种子接种
,

或用! Β酒精

处理种子  一 ∋ 分钟后
,

再接种
。

试用过Χ Δ
、

Ε .1 Φ=7 . Γ和 < Η 培养基
,

以< Η 培养基效果较好
。

附加的激素主要

是 Ι) )
、

ϑ) )和 ( 一−八 8 用量为
。

一 毫克 Α升
。

每瓶的接种量为∃ 一 ∋ 粒 种 子不

等
。

每种处理重复三次
,

培养退度
,

除温度试验外
,

一般为>∀ 一 ∋> 7Γ
。

每日照 光 > 小

时
。

结 果 和 讨 论

:

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两种香荚兰对温度的反应有差异
。

厂
: & 4’, 。。

.= 4’= 的种

∀ 9 !
一

∋
一 >收稿

: 西安园林研究所谢亚红 4//Κ 志参加初期工作
。

本工作得到云南省香 料研究开发中心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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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较高的温度才能萌发
。

培养在 > 一 >9
Λ

Γ中
,

历时 年半
,

在约 万粒种子中
,

只

粒萌发
。

后将上述种子转接入新鲜培养基并培养在∋> 一 ∋ (
Λ

Γ条件下
, ! 周后

,

已有约半

数萌发
,

个别处理 #< Η Μ Ι ) ) 7
:

 毫克 Α升 十 ( 一−) ϑ
:

7毫克 Α 升% 中
,

种 子 已 全部萌

发
。

厂
:

5 4, .4’674 4’, 的种子萌发情况稍有不同
。

基本培养基 < Η
,

附加 ϑ) ) Λ
:

毫克 Α升

Μ ( 一−) Λ
:

 毫克 Α升
。

在>  一 > 9
Λ

Γ
、

> ∀一 ∋ >
Λ

Γ及 ∋ >一 ∋ (
7

Γ三种温度条件下 培 养
, 9 周

后
,

均开始萌发
8 只是萌发种子数多少不同

。

播种 ∋ 周后计数
,

见∋> 一∋(
Λ

2 温度培养

的
,

最高萌发率为 ∋ ∃
:

 Β
, >  一>  

〔%

∗的
,

也可达 (
:

( ∀石
。

此结果与努森〔
“〕 #Ε . 1 Φ = 7 . %

的结果不一致
。

在他 的试验中
,

培养在>9
Λ

Γ恒温下的约∋ ,

粒种子
,

接种后 > ∃∀ 天时
,

无一粒萌发
。

这种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基本培养基不同
,

或是由于果实的来源 #产地% 不

同所引起的
。

>
:

激素处理和果实成熟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果实成熟度有三种
,

激素 配 比 有 四

种
,

共> 种处理
,

每种处理接种三瓶
。

基本培养基 < Η培养基
。

接种后 9 周观察
,

已有

少数种子萌发
。

以后
,

在接种后第  
、

>
、

> 及∋ 周时均调查种子萌发情况
。

根据各处

理的种子总数及不同时期的萌发种子数
,

分别测算激素配比及果实成熟度对种子萌发百

分数的影响
。

结果见图 和图 > #在测算激素配比的影响时
,

将同一激素配比中的不同

成熟度果实的种子加在一起
,

同样
,

在测定果实成熟度的影响时
,

将相同成熟度果实中

的各种激素配比处理的种子数加在一起%
。

由图 可见
,

激素处理对种子的萌发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
,

尤其是只加 ( 一− ) Λ
:

 毫克 Α 升的处理
,

萌发率为∃(
:

∀ Β
,

是对照的>
:

>倍
。

图 > 指 出
,

三种成熟度果实的种
,

都能萌发
,

但 以黄色果实中的种子萌发率最高 , 依第

∋ 周调查的结果
,

黄色果实中的种子萌发率为 ∃
:

 Β
,

其余两种分别为 ∋
:

∋ Β 和∋
:

 Β
。

。 Ν Ν· Ν ,

一
万

Ν , 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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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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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激素配比 对种 子萌发动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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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子萌发不整齐
,

说明种子有休眠期
,

此点与努森的观察〔
“〕一致

,

也和我们在兰

属 #Γ尸叻 /Φ4’1. ∴ 植物种子的萌发试验中〔 〕所观察到的情况类似
。

但也说明
,

我们试

验中所采用的激素处理的办法
,

只能部分打破休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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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成熟度果实中的种 子萌发的差异

6
’

/又
:

Ψ Θ 五∗ Φ /66∗ Σ ∗. ∗∗= Ω∗ +⎯ ∗ ∗. +Υ∗

Φ /66∗Σ ∗ . 士 Σ/_ 7 . ∗ ==

只∗Σ ς /. , +/7 . 7 6 =∗ 7 Φ = 谈, Ρ ∗ .

7 6 6Σ 1 /士 
:

Δ7 ∗ Φ = 7 6 0∗ 447 ⎯ 6Σ 1 /+ & [ Δ ∗ 7 Φ = 7 6 Ξ Σ ∗ ∗ . 6Σ 1 /3 & Λ 一一一 Λ &

Δ∗∗Φ = 7 6 0∗447 ⎯
一
Ξ Σ ∗∗. 6Σ 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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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茎形成小苗的过程 种子萌发后
,

形成由白变绿的原球茎
。

因种子萌发参差

不齐
,

只能多次转接
。

当原球茎长约 ∃ 毫米时
,

即可转入新鲜培养基中
,

培养基中可不

加激素或只加微量 ( 一− )
。

转接后 9 一 周
,

芽高即可达 ∃ 厘米
,

并在基部有 一 > 条

根
。

此时
,

即可将它转接入含相同培养基的较大试管 中 #∋ ς ς [ > ς ς %
,

再过 ( 一 9

周就形成高约  厘米并带数条根的试管苗
。

在我们的试验中
,

未发现原球茎大量死亡 的

现象
,

这可能与我们所用的培养器皿
—

三角瓶的 内容积较大
,

以及转接及时有关
,

而在

努森〔
> 〕的报告中

,

原球茎 的死亡可达到 Β
。

如欲对芽进行增殖
,

可将较长的芽条切成

茎节段
,

转入新配制的相同培养基中, 或取 一 ∋ 厘米长的芽
,

转接入液体培养基 #仍

可用< Η 培养基加少量 ( 一− ) %
,

进行振荡培养
。

水平转床 #  转 Α分% 的效果优于垂

直转床 # ∃ 转Α 分%
。

在水平摇床液体振荡培养时
,

每 ( 周可增殖  一 倍
,

芽长 > 一 ∃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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