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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大花独蒜兰种子无菌萌发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套大花独蒜兰组织培养的快速繁殖体系，并初步对大

花独蒜兰幼苗期的栽培基质进行了筛选。以大花独蒜兰的种子为外植体，研究了6-BA和2,4-D两种激素

不同质量浓度配比对大花独蒜兰小苗形成和生长的影响，并将发育较好的原球茎分别栽培于水苔、水苔

和木屑、木屑与泥炭土的组合上，以确定较为适宜大花独蒜兰小苗生长的基质。结果表明：大花独蒜兰

原球茎萌发生长最适培养基为1/2 MS + 1.0 mg/L 2,4-D + 1.0 mg/L 6-BA, PH5.8。幼苗生长较适宜的栽

培基质为带透明盖的育苗箱 + 2~4 mm木屑：泥炭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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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septic germination of Pleione grandiflora seeds was studied, a set of rapid propagation sys-
tem for tissue culture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culture medium at seedling stage was screened. 
Using the seeds of pleione grandiflora as explant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6-BA 
and 2,4-D on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seedlings were studied, and the well-developed proto-
corms were cultivated on water mos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water moss and sawdust, the com-
bination of sawdust and peat soil respectively to determine the suitable substrate for the growth 
of seedling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um medium for protocorm germination and 
growth was 1/2 MS+ 1.0 mg/L 2,4-D + 1. 0 mg/L 6-BA, PH 5.8. The suitable substrate for seedling 
growth was nursery box with transparent cover + 2~4 mm sawdust: peat soi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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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花独蒜兰(Pleione grandiflora Rolfe)是独蒜兰属(Pleione)春花独蒜兰组(Sect.Humiles)的一种岩生或

附生草本，多生长于林下或林缘等地有苔藓覆盖的岩石上，也有部分生长在有苔藓覆盖的树干上[1]。该

种是独蒜兰属中观赏价值很高的种，适宜用作小型盆栽花卉[2] [3]，其花型似卡特兰，花期 4~5 月，华葶

从无叶的老假鳞茎基部发出，直立，长达 10~15 cm；花单生，偶有双生，花色丰富，具有白色、粉色、

粉红色、紫色等多种颜色，花朵较大，长度能达到 5~5.5 cm，宽 3~4 cm。大花独蒜兰只有 1 枚叶片，该

种与同属其它种相比，主要区别在于花朵唇瓣上的褶片是片层状且呈不规则撕裂状，通常 5~7 条褶片。

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腾冲、大理、临沧、景东、蒙自、元阳、西藏墨脱、越南北部，海拔大约 2600~2900 
m 的山林[1] [4]。大花独蒜兰的种子细小，不具有胚乳，种子萌发成苗比较困难，自然状态下，有性繁殖

率低，主要是以假鳞茎分株繁殖的无性繁殖方式来延续后代，繁殖速度慢且数量有限。 
目前，独蒜兰属中已有一些种的无菌萌发方面的研究报道。在 MS 培养基上，低浓度的细胞分裂素

(6-BA 或 KT)对独蒜兰(Pleione bulbocodioides)种子萌发有良好的促进作用；生根培养基是 1/2 MS + IBA 
1.0 + AC 1 g/L 最好[5] [6] [7]。毛唇独蒜兰(Pleione hookeriana)在 TH + NAA 0.2 mg/L + 6-BA 1 mg/L 下丛

生芽的出芽率 93%，增殖倍数比 1/2 MS 多[8]。秋花独蒜兰(Pleione maculate)种子在 B5 液体培养基中诱

导的原球茎最多，其快速增殖培养基为：花宝 0.3% + 糖 2% + BA 0.5 mg/L [9] [10]。生长激素 NAA、2,4-D
对云南独蒜兰(Pleione yunnanensis)种子无菌萌发具有促进作用，激素组合 6-BA 1.5 mg/L + NAA 0.5 mg/L
有利于原球茎的增殖与生长[11] [12] [13]。白花独蒜兰(Pleione albiflora)在 KC + CM 100 mg/L + AC 2 g/L
的培养基上进行种子萌发，在 MS + NAA 1.0 + 6-BA 0.2 的培养基上进行原球茎增殖，在花宝 2 号(N:P:K 
= 20:20:20) 2 g/L + NAA 0.5 g/L + 香蕉匀浆 100 ml/L + AC 2 g/L 培养基上生根和移栽[14]。二叶独蒜兰

(Pleione scopulorum)的无菌种子萌发培养基为：MS + NAA 0.2 mg/L [15]。 
综上所述，从独蒜兰属中已发表的无菌萌发条件来看，各个种的无菌培养条件差异较大，从种子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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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原球茎增殖、生根培养基诱导根系生成、萌发过程中生长激素的使用和使用激素的种类等都各有不

同。大花独蒜兰的无菌萌发未见报道，同时幼苗栽培基质亦未见报道。本文就大花独蒜兰(Pleione gran-
diflora)的无菌萌发体系进行了研究，并尝试采用不同培养基质来培育大花独蒜兰幼苗，期望建立和完善

大花独蒜兰的人工繁育技术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来源及材料预处理  

试验材料采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兰花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温室。待大花独蒜兰蒴果变成黄色

成熟后，采收回实验室，经自然稍稍干燥，用解剖刀切开果荚，小心的取出种子，装入称量纸做成的种

子干燥袋中，将干燥袋放置于密封的干燥皿内经氯化锂缓慢脱水干燥后，将种子保存于 Asone 高硼硅玻

璃密封样品瓶中，再将样品瓶放置于带变色硅胶的密封盒子中，保存备用。 

2.2. 试验方法 

2.2.1. 试验材料无菌化处理 
用称量纸做成种子包，从密封的种子瓶中取出少量的大花独蒜兰种子装入种子包，将种子包密封后，

在超净工作台上，放入装有 75%酒精的烧杯中，灭菌 5~10 s，无菌水冲洗 3~5 次，然后在 10% NaClO 溶

液中消毒 7 min，再次用无菌水冲洗 3~5 次。在无菌条件下，取出种子包，用消过毒的无菌剪刀，剪开种

子包，放入无菌水中，摇匀，制成无菌的种子溶液，该溶液在显微镜下，大概 1 ml 溶液中含 1000~1200
粒种子。 

2.2.2. 无菌播种处理 
在超净工作台上，用一次性大号的注射器吸取种子溶液，将种子溶液尽可能少的均匀的转移到无菌

萌发培养基上，轻轻晃动 5 mm 培养皿，使得种子均匀分散开。为测定种子萌发情况，设置不同的处理。 
1)：1/2 MS + 6-BA 0.5 mg/L + 2,4-D 1.0 mg/L (单位下同)；2)：1/2 MS + 6-BA 1.0 + 2,4-D 1.0；3)：1/2 MS 
+ 6-BA 2.0 + 2,4-D 1.0；4)：1/2 MS + 6-BA 3.0 + 2,4-D 1.0；5)：1/2 MS + 6-BA 0.5 + 2,4-D 2.0；6)：1/2 MS 
+ 6-BA 1.0 + 2,4-D 2.0；7)：1/2 MS + 6-BA 2.0 + 2,4-D 2.0；8)：1/2 MS + 6-BA 3.0 + 2,4-D 2.0。每个处理

均添加 20 g/L 蔗糖和 0.2%的活性炭，PH 5.8。完成接种以后，在温度为 25(±1)℃，光照强度 1200~1500 lx，
光照 12 h/d 下进行培养。待培养皿中原球茎变绿，统一在播种 60 d 后数百粒种子萌发率，以明显变绿，

可见到颗粒状小原球茎记为萌发。 
( )% 100 100%= ∗萌发率 可见绿色原球茎 粒种子  

2.2.3. 原球茎发育过程的形态学观察 
将萌发的大花独蒜兰种子挑入载玻片上，在种子上滴入甘油固定种子，稍稍用超声波排出气泡，在

体式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拍照，观察原球茎的不同发育阶段。 

2.2.4. 幼苗移栽基质 
待原球茎长到球体直径达到 6 mm 时，需对大粒的原球茎进行移栽入带透明盖子的育苗箱，育苗箱

内基质为(9)：水苔；(10)：底部 0.2~0.4 cm 松树皮 + 上部水苔。每隔 20~25 d 用喷雾水壶喷洒花宝 5 号

水雾给幼苗补充水分和营养。 

2.3. 数据统计与分析 

播种 30 d 后统计萌发率，实验数据采用 Excel 2016、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 LSD 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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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大花独蒜兰原球茎诱导的影响 

以培养皿中种子形成绿色记为种子萌发，待生长 3 个月后计数 100 粒种子中长成颗粒状的原球茎数

量，以 100 粒种子中的原球茎数量计算原球茎诱导率。结果如表 1，配方 2 能够使得大花独蒜兰原球茎

生长较好且快。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a formulas on Pleione grandiflora protocorm induction 
表 1. 不同培养配方对大花独蒜兰原球茎诱导的影响 

培养基编号 
Medium No. 

培养基组分 Medium component 
原球茎诱导率(%) 

Protocorm 
induction rate 

生长情况 
Growth situation 基础培养基 

Medium type 
6-BA 

(mg/L) 
2,4-D 

(mg/L) 

1 1/2 MS 0.5 1.0 62.33 ± 1.53 e 3 周变绿，原球茎分化少，生长缓慢 

2 1/2 MS 1.0 1.0 92.33 ± 4.16 a 3 周变绿，形成的原球茎较多，颜色深绿色，幼根

形成，幼叶萌发生长较快 

3 1/2 MS 2.0 1.0 64.33 ± 2.08 c 4 周变绿，形成的原球茎多，颜色浅绿，纤毛多，

生长快 

4 1/2 MS 3.0 1.0 61.33 ± 3.51 b 4 周变绿，形成的原球茎多，颜色绿色，纤毛多，

原球茎膨胀生长快 

5 1/2 MS 0.5 2.0 32.00 ± 1.00 e 6 周变绿，形成的原球茎少，可见种子萌发变绿后

生长缓慢 

6 1/2 MS 1.0 2.0 26.67 ± 1.53 d 6 周变绿，形成的原球茎少，生长慢 

7 1/2 MS 2.0 2.0 43.33 ± 2.08 c 8 周变绿，形成原球茎多，生长快 

8 1/2 MS 3.0 2.0 43.33 ± 1.53 c 8 周变绿，形成的原球茎多，生长快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3.2. 大花独蒜兰原球茎的形成和发育 

大花独蒜兰种胚突破种皮到长成 3~4 mm 以上原球茎幼苗大约需要 3~4 个月。种子经过吸胀后，胚

会先膨大起来，在荧光显微镜 50 倍目镜下观察，可以看到有纤毛状的细丝首先从种子基部长出来(图
1(C))，这些细丝可以长到种子长度的 3~5 倍，肉眼可见，形成长有“纤毛”的原球茎。然后，原球茎的

茎尖开始膨大，种皮破开，叶绿素开始合成(图 1(D))，慢慢有绿色显露出来，茎尖进一步发育成为叶芽，

纤毛会发育成为幼根，最终长成一个小小的原球茎(图 1(E))，原球茎慢慢的膨大，最终长成幼苗(图 1(F))。 

3.3. 大花独蒜兰幼苗的栽培基质  

将大花独蒜兰栽培到装有 3 种基质的带透明盖子的育苗箱中，盖好盖子。这 3 种基质分别是：(12)
水苔；(13)：1/3 底部放置 2~4 mm 直径的木屑，木屑上部覆盖一层薄薄的水苔。(14)树皮和泥炭土按 1:1
比例均匀混合。大约 2 周左右即可看到大花独蒜兰原球茎上有纤毛状的幼根生长出来。每隔 30~35 d，用

装有花宝 5 号水液的喷水瓶向育苗箱中稍稍喷洒水雾，补充水分和营养。经过 3 个月的生长，使用水苔

和树皮、树皮和泥炭土混合为基质的大花独蒜兰原球茎成活率可达 94%和 96%，生根数量在 2~4 条，整

个植株生长发育也更健壮(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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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BP：基部；CI：纤毛；LB：叶芽; SA: 茎尖，Note: BP: Basalt portion; CI: Cilium; LB: Leaf bud; SA: Shoot apex. 

Figure 1.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Pleione grandiflora from seed to seedling. A: Ungerminated seed; B: Enlarged 
embryo after absorbing water; C: A Protocorm with cilium; D: Small globular protocorm; E: Preliminary formation 
of seedlings; F: Seedling 
图 1. 大花独蒜兰从种子到幼苗的发育阶段。A：未萌发种子；B：种胚吸水膨大；C：长有“纤毛”的原球

茎；D：小球体状原球茎；E 幼苗初步形成；F：幼苗 
 
Table 2. Survival rate of Pleione grandiflora seedlings in different substrates and cultivation methods 
表 2. 大花独蒜兰幼苗在不同栽培基质及栽培方式中的成活率 

 种植数量 生根数 成活率(%) 

水苔 100 1~2 35 ± 5.5 b 

水苔和树皮 100 2~3 94 ±1.28 a 

树皮和泥炭土 100 2~4 96 ± 1.1 a 

4. 讨论与结论 

1) 大花独蒜兰种子在 MS，1/2 MS 和 KC 培养基上均能够萌发，且均有原球茎形成，并长大到可以

移栽成苗的程度，但结合原球茎在不同培养基上的生长发育表现情况，发现大花独蒜兰原球茎快速萌发

且长大的培养基为 1/2 MS + 1.0 mg/L 2,4-D + 1.0 mg/L 6-BA。 
2) 大花独蒜兰种子萌发是在种子的一端先长出长长的纤毛状根，然后另一端才突破种皮开始分化出

叶芽，原球茎变绿后，慢慢地膨大，长出子叶，随着原球茎的进一步发育，才会长出叶子，这个时期可

以看到其幼苗具有 2 片叶片，其中短小的一片叶子通常只能生长到 1 cm 左右就停止发育，应是叶鞘，剩

下的另一片叶子才是正常的叶片。 
3) 大花独蒜兰原球茎栽培时，应先用自来水浸泡水苔和树皮，待充分吸水后，树皮晾干到不滴水，

水苔以手握紧而不滴水为止，也可将树皮与泥炭土混合后栽培。大花独蒜兰在合适的基质中根系生长较

快，发育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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