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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山红柱兰授粉后180天的种子具有较高的萌发率，且 1／3MS培养基显著优于其他基本培养基；基 

本培养基中添加 10％的椰乳有利于种子的萌发；茎尖在 MS+NAA0．3+BA3．0(单位：mg，L，下同)+椰乳 l0％的 

培养基上诱导产生原球茎的几率最高；原球茎在MS+NAA0．1+BA0．5的培养基上增殖，同时部分分化成芽；幼芽 

在附加5％香蕉汁和5％马铃薯汁的 1／2 MS培养基上诱导出根而再生完整小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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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山红柱兰 (Cymbidium wenshanense Y．S．Wu et F． 

Y．Liu)产于云南文山，是 1990年发现的兰科兰属新 

种⋯，又称彩蝶玉兰。在兰花热潮的冲击下。挖掘野生 

兰花一度到了疯狂的程度，包括文山红柱兰在内的国 

产珍稀大花种类，如美花兰、大雪兰、独占春已濒临灭 

绝，仅在一些交通极不发达的偏远山区还保存有少量 

植株。文山红柱兰快速繁殖至今尚未见报道。最近， 

作者以其种子和茎尖为材料，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建立了人工快速繁殖技术体系，为快速繁殖和开发利 

用这一野生资源奠定了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材料为引种栽培的云南省文山州野生文山红柱兰 

植株，取其人工授粉后4一l0个月的果实和5一lOom高 

的嫩芽。 

1．2方法 

材料经表面清洗后，放入 75％酒精中灭菌 30秒， 

再以0．1％升汞灭菌 7一l0分钟，用无菌水冲洗 4—5 

次。在无菌条件下把果实切开，将种子均匀撒播在培 

养基上。茎尖材料剥取约 10 Inin3的生长点接种到诱导 

培养基上。 

以花宝一号(Hyponex l，7—6—19)3 g／L、改 良 

VW (Vacin和 Went，1949，添加 MS的微量元素)、MS， 

KC(Knudson C，1946)为基本培养基，根据不同培养阶 

段及不同试验方法，添加不同的激素。蔗糖浓度 2％， 

灭菌前调整 pH值至5．6。培养温度 25℃，每天连续光 

照 12 h，光照强度 1 500—3 000 lx。表 1一表 2的试验 

中，每种处理接种 5瓶材料，重复试验 2次。增殖率为 

两次试验的平均值 (污染瓶数不在统计范围 )。文山 

红柱兰类原球茎个体较小，本次试验以培养前后原球 

茎鲜重差求算月增殖率。 

2结果与分析 

2．1影响文山红柱兰种子萌发的因素 

试验结果如表 1所示。在各种培养基上，授粉后 4 

个月的种子仅有少量能萌发，5个月的种子萌发率更 

佳，6月时达到最高，随着时间的推移。种子过熟，萌发 

率反而逐步下降。这说明成熟度合适的种子具有最好 

的萌发能力。试验中添加椰乳(CM)10％有利于种子的 

萌发。试验结果还表明，以 1／3MS作基本培养基，种子 

萌发率高于花宝培养基、KC培养基和改良的 vW培养 

基。 

裹 1影响文山红柱兰种子萌发的因素 

’ 种子成熟度 Seed maturity(month) 

培养基 Mediom(mg／L) 4 5 6 7 8 

注：播种 2个月后统计萌发率。 

2．2类原球茎的诱导、增殖及植株再生 

从表2可以看出，茎尖外植体接种到激素组合为 

NAA0．3+BA3．0 mg的培养基中，两周后可观察到茎尖 

外植体膨大、变绿，诱导率最高达 61％；而在 PLB的后 

续发育过程中，虽然以添加 NAA0．1+BAI．0的繁殖率 

最高，但 PLB细弱发黄；在组合 NAA0．1+BA0．5中，类 

收稿日期：2005—06一¨ 

作者简l夼：丁长春(1974一)，男，彝族，云南砚山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植物生态遗传与物种保护研究。 

22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