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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ium formulas on Dendrobium loddigesii root culture 
was studi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production. Method: We investi-
gated the effect of media components on the induction of shoot regeneration for different types of 
explants to research the effect on taking root for Dendrobium loddigesii. Results: The media com-
ponents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aking root. And 1/2 MS medium can obviously promote rooting. 
An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NAA, the rooting rate rises. But when the NAA increased to 0.7 mg/L, 
and the rooting rate reached 86% and then increased again, there will be a slow growth with the 
leaves turning yellow. Conclusion: The best culture medium formula is 1/2 ms + 0.7 mg/L NAA for 
Dendrobium loddigesii to take root and 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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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美花石斛种苗的规模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将继代培养的美花石斛长至0.2~0.6 cm左

右的丛生芽分割外植体，分别转入不同的培养基中。研究MS培养基浓度，激素(NAA)浓度对美花石斛组

培苗生根的影响。结果：MS培养基的浓度对美花石斛组培苗生根影响较大，组培苗在1/2 MS培养基中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培养基中添加激素(NAA)对美花石斛组培苗生根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随着激素

(NAA)浓度的增加，组培苗生根率越高，当NAA增加到0.7 mg/L时达到86%，再增高会出现生长缓慢，

叶变枯黄。结论：当培养基配方为1/2MS + 0.7 mg/L时，美花石斛组培苗生根及生长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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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花石斛(Dendrobium loddigesii)为兰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本草经》中，石斛就已被列为上品，

也是我国栽培历史悠久的兰科植物之一[1]。作为中药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中，李时珍认为

石斛为“本经上品，甘、淡、微咸。主治：伤中，除脾下气，补五脏虚劳赢瘦强阴益精”[2]。美花石斛

的野生资源有限，传统的种子播种繁殖率也不高，属于我国三级濒危保护植物，自然繁殖难以大量化[3]。
目前以石斛加工而成的各类药品及滋补品走销市场，加之石斛对生长条件的苛刻，导致野生石斛遭到掠

夺性的采摘，数量急剧减少。由于石斛的栽培一直存在存活率低，产量低，进入盛产期年限长的问题，

因此，石斛药源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急需解决[4]。因此，在组培苗培养中组培苗的生根率尤为重要。本

研究选择生长一致的无菌丛生芽，研究不同培养基浓度以及不同激素浓度对美花石斛的组培苗生根影响，

以确定最适生根培养基配方，为下一步美花石斛组培苗的移栽成活提供基础保证。 

2. 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材料 

美花石斛来自贵州师范学院生物实验室经过初代、继代培养的丛生芽。 

2.2. 实验方法 

2.2.1. 实验材料的选择处理与接种分组 
实验材料选择经过初代、继代培养的 0.2~0.6 cm 的丛生芽，长势基本一致。接种于各组别的培养基

上。实验分组分为 3 个大组，没个大组设置 6 个不同培养基配方编号，每个培养基编号可设置 15 个培养

瓶，一个培养瓶中接入一颗丛生芽进行诱导生根培养。 

2.2.2. 培养基的配方筛选 
本实验采用 MS 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设置(1/4MS、1/2MS、3/4MS)一系列培养基，再添加一系列

具梯度的激素(NAA)浓度(0~0.9 mg/L)。以上培养基蔗糖均为 3%，琼脂均为 1%。以上培养基均用 0.2 mol/L
的 HCL 或 NaOH 来调节 PH 值为 5.8~6.2。培养基采用高压蒸汽灭菌，在 0.1~0.15 Mpa 压强(120℃~125℃)
下保持 15~30 min。如(表 1)设置了 18 种不同的培养基配方，在随后每周观察并记录组培苗的生根情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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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根数量。 

2.2.3. 培养器皿 
采用 250 ml 的玻璃培养皿，装入 20 ml 左右的培养基，用配套的塑料盖盖好。 

2.2.4. 培养条件 
组培室中培养箱培养，培养温度 23℃ ± 2℃，光照强度 1500~2000 lx，光周期为 12/12 h。 

3. 结果与分析 

3.1. 以 1/4MS 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的不同激素(NAA)浓度对美花石斛组培苗生根影响的结果分析 

由表 2 可以看出，以 1/4MS 为基本培养基培养的美花石斛组培苗生长情况不是很理想，且生根率也

不是较高，平均根数从 1.1 到 2.2，根平均长度从 0.6 cm 到 1.41 cm。生根率随着激素(NAA)的浓度增加

而上升，但当激素浓度到达 0.9 mg/L 时，叶芽出现枯黄，表明最适 NAA 浓度在 0.7 mg/L 时到达峰值。 

3.2. 以 1/2MS 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的不同激素(NAA)浓度对美花石斛组培苗生根影响的结果分析 

由表 3 可以看出，1/2MS 培养基对美花石斛组培苗的生根有显著的影响，生根率也比较理想，随着

激素(NAA)浓度的增加，美花石斛组培苗的生根数量与生根率越来越好，在 NAA 浓度为 0.7 mg/L 时，组

培苗平均根数为 3.9 颗，根平均长度为 4.55，生根率为 86%，生长状况较好。随着 NAA 浓度的继续增加，

到达 0.9 mg/L 时，虽然生根率等一系列指标比较理想，但组培苗叶面枯黄，不是实验的理想结果。因此，

以 1/2MS 为基本培养基的最适激素(NAA)浓度为 0.7 mg/L。 

3.3. 以 3/4MS 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的不同激素(NAA)浓度对美花石斛组培苗生根影响的结果分析 

由表 4 可以看出，以 3/4MS 为基本培养基对美花石斛组培苗的影响较 1/4MS，1/2MS 培养基更加不

是理想，整个美花石斛组培苗生长缓慢，长出的根即细小又短小，长出的根的平均长度、平均根数都比

较不为理想。不能符合移栽使用。整个生根率也很差，同样有个问题为当 NAA 浓度达到 0.9 mg/L 时，

组培苗的叶、芽会出现枯黄情况。 

3.4. 实验结果总论 

通过以上三种 MS (1/4MS、1/2MS、3/4MS)培养基以及不同激素(NAA)浓度的不同对美花石斛组培苗

进行分组培养，一周后均出现白点生根。但在 3 周过后，生长以及生根情况出现明显的差异。在一定条

件下，低浓度的无机盐对美花石斛组培苗的生长有促进作用，激素(NAA)随浓度的增加对美花石斛组培

苗生根有促进作用。以 1/2MS + 0.7 mg/L NAA 为最佳培养基，此时，美花石斛组培苗的平均根数、根平

均长度以及生根率都是最好的。 

4. 讨论 

我国石斛组培研究起步较晚，直到 1984 年，徐云鹘等[5]首报道获得霍山石斛试管苗随后对石斛资

源，生物学特性，进行组织培养及栽培驯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004 年以卢文芸[6]等人以美花

石斛的茎段作为外植体进行培养，通过形成丛生芽的形式快速繁殖试管苗，改变了过去通过原球茎途

径进行繁殖的方式，简化了操作步骤。美花石斛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比较苛刻，在工厂化生产讨论结果

也只有 53.6%。2012 年，云南省德宏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7]，研究的以美花种子无菌播种繁殖技术也

没有得到较大的收益。说明终止的繁殖对于石斛的培养是得不到较好的发展。石斛为合轴生长(sym- 
podial)，分株是人工繁殖的主要形式，故繁殖系数低，且在通常情况下生长慢，成为发展较慢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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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18 kinds of culture medium formulas 
表 1. 18 种培养基配方 

组别 培养基号 培养基配方 

1 

S1 1/4MS 

S2 1/4MS + 0.1NAA 

S3 1/4MS + 0.3NAA 

S4 1/4MS + 0.5NAA 

S5 1/4MS + 0.7NAA 

S6 1/4MS + 0.9NAA 

2 

S1 1/2MS 

S2 1/2MS + 0.1NAA 

S3 1/2MS + 0.3NAA 

S4 1/2MS + 0.5NAA 

S5 1/2MS + 0.7NAA 

S6 1/2MS + 0.9NAA 

3 

S1 3/4MS 

S2 3/4MS + 0.1NAA 

S3 3/4MS + 0.3NAA 

S4 3/4MS + 0.5NAA 

S5 3/4MS + 0.7NAA 

S6 3/4MS + 0.9NAA 

 
Table 2. 1/4MS: the effects of NAA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Dendrobium loddigesii Rolfe root culture 
表 2. 1/4MS：不同激素(NAA)浓度对美花石斛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NAA 浓度(mg/L) 苗数(颗) 平均根数(颗) 平均长度(cm) 生根率(%) 生长状况 

0 15 1.1 0.60 13.3 生长缓慢，根细短，生根率较小。 

0.1 15 1.1 0.95 33.3 生长缓慢，根细短，生根率较小。 

0.3 15 1.4 1.00 40.0 生长缓慢，根细短，生根率较小。 

0.5 15 1.6 1.35 53.3 生长缓慢，根粗短，生根率较小。 

0.7 15 1.9 1.40 60.0 生长一般，根粗短，生根率一般 

0.9 15 2.2 1.41 66.7 生长一般，根粗短，生根率一般，叶枯黄。 

 

因[8]。 

5. 结论 

美花石斛组培苗适宜的生根培养基为 1/2MS + 0.7 mg/L NAA。培养基蔗糖、琼脂加入量分别为 3%、

1%，适宜的培养基 PH 为 5.8，适宜光照强度为 2000 lx，适宜光周期为 12/12 h。培育出的组培苗生长健

壮，生根数较好，生根率最高，可进行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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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1/2MS: the effects of NAA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Dendrobium loddigesii Rolfe root culture 
表 3. 1/2MS：不同激素(NAA)浓度对美花石斛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NAA 浓度(mg/L) 苗数(颗) 平均根数(颗) 平均长度(cm) 生根率(%) 生长状况 

0 15 1.0 0.88 26.6 生长缓慢，根细短，生根率较小。 

0.1 15 1.5 1.26 40.0 生长缓慢，根细短，生根率较小。 

0.3 15 2.2 1.82 46.6 生长一般，根细短，生根率一般。 

0.5 15 2.6 2.25 60.0 生长一般，根粗长，生根率一般。 

0.7 15 3.9 4.55 86.6 生长较快，根粗长，生根率高，茎段好，叶茂。 

0.9 15 3.9 4.50 86.6 生长较快，生根率也高，但叶变枯黄。 

 
Table 4. 3/4MS: the effects of NAA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Dendrobium loddigesii Rolfe root culture 
表 4. 3/4MS：不同激素(NAA)浓度对美花石斛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NAA 浓度(mg/L) 苗数(颗) 平均根数(颗) 平均长度(cm) 生根率(%) 生长状况 

0 15 1.0 0.25 0.07 生长缓慢，根细短，生根率较小。 

0.1 15 1.0 0.57 26.7 生长缓慢，根细短，生根率较小。 

0.3 15 1.0 0.74 26.7 生长缓慢，根细短，生根率较小。 

0.5 15 1.2 1.01 40.0 生长缓慢，根细短，生根率较小。 

0.7 15 1.3 1.10 46.7 生长缓慢，根细短，生根率较小。 

0.9 15 1.2 1.05 46.7 生长缓慢，根细短，生根率较小，叶变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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