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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试验结果表明 : 采用液体培养基的国兰无菌播种技术 , 具有萌发率高、操作简便和生产成本低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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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兰种子在自然条件下发芽率很低, 影响其萌发的因素

有种皮的机械阻力、种胚的发育不全、储存的营养物质过少

以及可能存在的抑制物质等, 人工条件下多采用无菌培养的

方法促使其萌发。通过无菌播种人工培养, 能够在短期内

获得大量幼小植株, 是现阶段经济有效的快速繁殖方法, 也是

工厂化育苗的重要途径。国内外对国兰的无菌播种研究很多,

但笔者在研究中发现, 采用液体萌发培养基, 不仅萌发率高, 而

且操作简便、生产成本明显降低, 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人工授粉( 自交) 的野生春惠兰蒴果。

1 .2 处理 取人工授粉4 个月后春惠兰蒴果 , 在4 ℃的低温

条件下处理1 周后 , 去除花梗和花柱, 用自来水洗净蒴果表

面。在超净工作台上, 先将蒴果用75 % 酒精浸泡10 s , 再用

0 .1 % HgCl2 溶液浸泡灭菌20 min , 浸泡过程中经常摇动, 倒掉

HgCl2 后, 用无菌滤纸吸干或放在超净工作台上晾干, 剖开蒴

果, 均匀撒播于萌发培养基中。每瓶的播种量尽可能接近 ,

并且用液体和固体的萌发培养基交替播种。以每瓶平均萌

发得到原球茎数代替萌发率, 进行统计比较研究。

1 .3 培养基与培养条件  固体萌发培养基:1/ 2MS + NAA

0 .5 mg/ L + 琼脂4 .0 g/ L + 蔗糖30 g/ L ,pH 值5 .4 ; 液体萌发培

养基:1/ 2MS + NAA0 .5 mg/ L + 蔗糖30 g/ L ,pH 值5 .4。2 种培

养基均经高温高压灭菌。培养条件: 温度23 ～25 ℃, 光照时

间12 h/ d , 光照强度1 500 lx 左右。

2  结果与分析

2 .1  灭菌效果  播种后15 d 观察发现 , 所有的萌发培养基

都没有出现因兰花种子灭菌不彻底而产生的污染现象 , 说明

灭菌效果非常理想。

2 .2 萌发时间和整齐度  据观察发现, 在液体萌发培养基

中, 培养后60 d , 就有个别瓶的培养基中长出白色、绿色的原

球茎, 至80 d 时, 所有瓶中都长出原球茎; 而在固体萌发培养

基中, 培养后90 d 才有个别瓶的培养基中长出原球茎, 至120

d 时, 绝大部分瓶中长出原球茎, 还有一部分仍没有长出原球

茎。由此可见, 液体萌发培养基开始萌发时间比固体萌发培

养基早 , 且萌发整齐度要优于固体萌发培养基。

2 .3 原球茎数 培养后120 d , 统计不同萌发培养基中的原

球茎数, 结果发现: 液体萌发培养基中每瓶的平均原球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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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8 .6 个, 而固体萌发培养基中每瓶的平均原球茎数仅为

7 .3 个, 相差很大。从每瓶的平均原球茎数也可以看出 , 采用

液体萌发培养基的萌发整齐度比较理想。

3  讨论

(1) 由于兰花种子被严密包裹于蒴果中 , 因此在灭菌过

程中, 不必担心 HgCl 2 对其的毒害。在该技术流程中, 灭菌时

间可以长些( 20 min , 甚至更长) , 灭菌尽可能彻底, 灭菌后也

不用无菌水洗涤, 这样既可提高灭菌效果, 大幅降低污染率 ,

也简化了操作过程, 提高了工作效率。

(2) 从该试验结果看 , 采用液体萌发培养基的萌发效果

比较理想 , 明显优于固体萌发培养基。这可能是兰花种子不

管是浮在液体培养基的表面, 还是悬浮其中, 其与液体培养

基的接触面积都大于固体培养基 , 有利于兰花种子吸收培养

基中的营养物质, 促进萌发。另外 , 兰花种子在萌发的过程

中, 有可能产生抑制其生长的代谢物, 在液体培养基中, 可以

很快稀释, 降低浓度, 减少其对萌发的影响; 而在固体培养基

中, 代谢物相对容易积累, 易产生毒害现象。在液体萌发培

养基中, 原球茎直径达到1～2 mm 或每瓶原球茎数达到一定

数量时, 要及时转接, 让余下未萌发的种子继续萌发; 否则 ,

培养基容易褐化, 出现原球茎白化死亡现象。在培养过程中

还发现, 悬浮于液体培养基中的种子并没有出现缺氧现象 ,

可能是液体培养基中含有的氧气已能满足种子萌发的需要。

(3) 由于液体培养基不用琼脂 , 故液体培养基的试剂成

本比较低。另外, 在配制时省去了烧煮过程, 简化了流程, 降

低了能耗。

(4) 该技术具有萌发率高、操作简便和生产成本低等优

点, 笔者将其应用到其他品种国兰种子的播种中, 结果都比

较理想 , 且每个蒴果得到的原球茎数基本能满足国兰新品种

杂交选育的群体规模要求。该技术的成功应用, 为国兰新品

种的选育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 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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