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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石斛兰种子非共生萌发和离体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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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金钗石斛（Dendrobium nobile）、流苏石斛（D.fimbriatum）和报春石斛（D.primulinum）为研究对象,

研究了其在激素浓度配比下种子萌发情况，并对流苏石斛幼苗进行离体保存。结果表明：25℃时，Knudson C（KC）

+BA2mg/L+NAA0.2mg/L最利于金钗和流苏石斛原球茎诱导和幼苗分化；KC＋NAA0.5mg/L时最适报春石斛原球茎诱

导和幼苗分化。幼苗保存在15℃，每天12h光照（2 000lx），添加3%甘露醇（mannitol）的KC培养基中，10个月后存活

率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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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symbiotic Germination of Three Species in Dendrobium and In vitro Conservation at Low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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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 of different hormones combinations on the seed non-symbiotic germination of D. nobile, D. fimbriatum and 

D. primulinum also the in vitro conservation of D. fimbriatum seedings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KC+ BA2mg/ L +NAA0.2mg/Lat 25℃ was the best for D. nobile and D.fimbriatum protcorm growth and organogenesis; KC+ 

NAA0.5mg/ L at 25℃ was suitable for D. primulinum. Addition of mannitol （3.0%w/v） to the medium and incubation at low 

temperature（15℃）resulted in higher survival rate （96%） after 10 months of continuous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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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属（Dendrobium）是兰科（Orchidaceae）第2大属，

多年生草本附生植物，全球约1 400余种[1]，可作盆花和切

花，其中金钗石斛（D.nobile）、流苏石斛（D.fimbriatum）、密

花石斛（D.densiflorum）、束花石斛（D.chrysanthum）、美花石

斛（D.1oddigesii）等种类兼具药用价值[2]。石斛兰在自然状

态下繁殖困难，种子萌发率极低，传统分株繁殖周期长，效

率低，加之近年来热带雨林的持续破坏以及人们的过度采

挖利用等原因，已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3]。

本文对3种石斛兰进行种子非共生萌发，探讨种子萌发的

最适条件，并对流苏石斛的试管幼苗进行了种质保存的研

究。将药用石斛的组织快繁与种质保存相结合进行研究，

对于缓解药用石斛市场供需矛盾，野生石斛多样性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的金钗、流

苏和报春石斛为试材，取其人工授粉后的成熟蒴果进行种

子非共生萌发实验。流苏石斛试管幼苗作为离体保存的材

料。

1.2  实验方法  

1.2.1  种子非共生萌发 探讨不用激素配比对种子萌发的影

响：KC+BA0-2mg/L （单位下同）+NAA0-0.5+蔗糖3%+琼脂

0.7%，pH值5.8±0.1，放置于24±2℃、2 000lx（12h/d）。

1.2.2  离体保存 将1.5-2cm幼苗转接到保存培养基上，

每个处理接种100株，置于50个PC试管中。保存培养基为

KC+mannitol1%-5%添 加：蔗 糖3%、琼 脂0.7%，pH值5.8± 

0.1。放置于15℃、光照12h/d（2 000lx）保存。

1.2.3  存活率和恢复率的检测 保存3个月起，观察记录存

活率。以植株叶片和茎均变为褐黄色的作死亡计算。将存

活的幼苗进行增殖培养，能正常生长和增殖的，作恢复率

计算。

2  结果与分析

2.1  种子非共生萌发 植物生长调节剂是培养基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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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用量虽小，在组培中起着重要和明显的调节作用。试

验通过在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激素配比来研究植物生长调

节剂对原球茎诱导和分化的影响。表1表明：不添加任何激

素，石斛种子也能诱导出原球茎，但所需时间较长，并且诱

导率低，诱导时间推迟了6-14d。适当浓度的激素配比适合

在保存第7个月时，部分叶片褐化；3%mannitol组合，保持较

好的生长势，叶片呈绿色。3%mannitol组合试管苗保存10个

月后存活率达96%，保存效果最好；而1%，5%mannitol和对

照组合试管苗存活率分别为68%，40%和28%详见图1。

2.3  恢复培养 保存了10个月的试管苗生长缓慢，将存活的

石斛种子的萌发,原球茎诱导与分化。

2.2  不同浓度的mannitol对流苏石斛离体保存的影响 

15℃培养室内保存的流苏石斛试管苗，1%mannitol组合在保

存第9个月时开始出现叶片玻璃化并掉落；5%mannitol组合

严重抑制幼苗生长，第10个月时叶片几乎全数玻璃化；对照

试管苗转接到KC+BA 2.0+NAA0.5 培养基中进行恢复增殖

培养，温度25℃，光照度2 000lx（12h/d）下培养，能正常生

长，增殖和恢复率达100%。

3  讨论

石斛种子细若粉尘，(下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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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成穗率高 由于前期分蘖能力强，栽插25d过后，就达到

20万/667m2。栽后38d，出现高峰苗期为27.22万/667m2。通

过烤田，控制无效分蘖，最终成穗21.6万/667m2，成穗率达

80%。

4.3  结实率高 测产得出：南粳45总粒数148.9粒, 实粒数

141.5粒，结实率95%。

5  高产栽培技术要点

5.1  培育叶蘖同伸壮秧 要求秧苗平均单株2叶以上分蘖

二三个，在育秧技术上，秧田要施足基肥，提高秧田整地质

量。同时重点抓住2个措施，一是适时播种，根据高产需要，

5月10日左右播种，秧龄30d，6月10日前移栽结束；二是稀

播、匀播，要充分利用芽鞘节位分蘖，促进早生快发，培育

多蘖壮秧。秧田播种量严格控制在15kg/667m2以下，在秧苗

2叶1心时施好断奶肥，促进分蘖，提高秧苗素质。

5.2  合理密植，适时移栽 南粳的移栽规格，一是宽行密植，

以26.7cm行距，15cm株距，确保实际移栽密度在1.66万穴

/667m2；二是每穴移栽 5.5个蘖苗，利于个体与群体及穗、

粒、重3者协调发展，攻大穗、提高结实率。移栽时秧龄25-

30d，6月10日栽插。

5.3  肥水管理 产量750kg/667m2以上的南粳45，大田需纯

N量为25-30kg/667m2，N、P、K比例为1:0.45:0.7。基肥应占

总肥量的30%，栽后利用肥水促早发；分蘖肥占30%，栽后

7-10d追施；穗肥占40%，分倒4叶、倒2叶2次施，并且以15-

15-15三元复合肥为主，结合适量尿素和氯化钾。

南粳45在分蘖阶段以间隙湿润灌溉为主，但切忌断水，

要求在栽后25d左右，主茎叶龄11.5-12叶时达到预定穗数

苗时，及时轻搁田控制过多的无效分蘖发生，使苗数平稳

上升；在主茎14.5-15叶，到达高峰苗时，开沟烤田，最高苗

数控制在28万/667m2以内，实现保蘖促壮秆的目的。肥水协

调攻大穗，此时苗数要缓慢下降，以利于提高成穗率，促进

秆壮穗大。在孕穗至灌浆期注意保持浅水层，以后干干湿

湿，收获前7d断水，确保后期秆青籽黄，活熟到老。 

5.4  病虫害防治 南粳45病虫危害情况与杂交粳稻基本相

仿，前期要预防好条纹叶枯病；中、后期防治螟虫、纹枯病；

抽穗前10d、见穗时用药控制稻曲病的发生。

（徐爱民编，马伟芝校）

(上接28页)一个蒴果内种子数以万计。由于种子缺乏胚乳，

自然条件下需与真菌共生才能萌发，繁殖力极低（不足5%）
[4]，对其非共生萌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25℃

是三种石斛兰的最适培养温度，金钗石斛和流苏石斛种子

非共生萌发最适培养条件为Knudson C（KC）+BA2mg/

L+NAA0.2mg/L；报春石斛则为 KC+NAA0.5mg/L。

保存时间的长短与材料保存前的生长状态，培养基成

分以及培养温度、光照条件等因素有关。本研究表明：离

体保存流苏石斛，通过降低保存温度，添加抑制剂，能很好

地抑制生长，延长保存时间，提高存活率。在15℃下，添加

不同浓度的mannitol对幼苗生长有抑制作用。以浓度为3% 

mannitol最为适合，保存10个月后存活率为96%。其结果同

兰芹英等报道的蒙自凤仙花在12℃及3%mannitol的条件下

保存最好[5]相同。mannitol降低了细胞的膨压，增加了细胞

的渗透势，使水分和养分吸收受阻[6]，导致地上部分和地下

部分生长受阻，减少营养消耗，从而提高了存活率。

在世界范围内兰花野生资源不断流失的形势下，世界

上很多科学家正致力于兰科植物的保护研究[7]。与此同时,

中国野生兰花资源濒临枯竭，亟需保护[8]。

本试验将三种石斛种子非共生萌发与流苏石斛试管幼

苗离体保存相结合。研究结果为保护野生石斛兰种质资源

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依据。由于造成野生石斛兰濒危的因

素较多，我们还需对其生境及试管苗野外回归性状做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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