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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金线莲（Anoectochilus roxburghii）试管苗带节茎段和顶芽为外植体，用正交试验筛选芽快速增殖

的培养基配方，并研究生根粉（ABT）对促根壮苗的作用。结果表明，丛生芽增殖最佳配方为MS + BA 3.5mg/L 

+ KT 1.5mg/L + NAA 0.6mg/L，两个月增殖倍数达 3.5；3mg/L 3号生根粉对金线莲生根壮苗效果最佳，使植

株生根条数、最长根、植株增高和增叶数分别比对照增加 12.8%、34.1%、13.2%和 22.4%，从而提高移栽成

活率，3种不同基质均达到 9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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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stem segments and apical buds as explants, the optimal culture medium for rapid 
propagation of Anoectochilus roxburghii were carried out by orthogonal screening experiment. MS 
+ BA 3.5mg/L + KT 1.5mg/L + NAA 0.6mg/L gave the best result for multiplication of adventitious 
buds and proliferated buds for 3.5 times within 2 months. The growth media supplemented with 
ABT3 3mg/L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roots, the length of roots, the height of seedlings and the 
number of leaves by 12.8%, 34.1%, 13.2% and 22.4%,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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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线莲（Anoectochilus roxburghii）为多年生草本，是福建、台湾等地的名贵药材[1]。因其种子小，

种胚发育不全，在自然状态下难以大量繁殖；加上人为采挖，野生资源濒危[2]。通过组织培养建立无

性繁殖系[3-9]，可为保护野生资源及合理开发利用创造条件。本文研究金线莲增殖最佳培养基配方及采

用生根粉（ABT）促根壮苗，旨在为金线莲工厂化生产提供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材为本实验室培养的金线莲组培苗，取其带节茎段和顶芽接种。 

1.2 方法 
1.2.1 正交试验  本试验取3个因素（外源激素6-BA，KT，NAA），每个因素选三个水平，用L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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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表（表1）进行芽增殖最佳培养基筛选。每个处
理接种10瓶，每瓶接茎段二个，于温度23±1℃、光
照10h/d、光强1 000～1 200 lx条件下培养。三次重
复，每15d调查一次，记录芽增殖情况。 
1.2.2 促根壮苗试验  设 7 个处理，以未添加 ABT
为对照，ABT用 1号和 3号两种型号，每个型号各设 1、2、3mg/L三个浓度。基本培养基为MS + NAA 
3.0mg/L（单位下同）+ IBA 1.0 + KT 0.2，活性碳 0.3%，蔗糖 3%，琼脂 0.65%，pH5.8。每处理接种苗
10瓶，每瓶 6株，三次重复。培养条件同 1.2.1，光强 1 500 lx，接种后每 15d调查一次，每瓶固定观
察 3 株，记录苗高、叶片数和生根状况。移栽到全砂、全椰糠和砂、腐植土、谷糠灰各 1/3 的三种基
质中，统计移栽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金线莲芽增殖试验 
试验结果（表 2）表明，以金线莲的茎节段为外植体，腋芽能快速繁殖出新芽苗。经两个月的增

殖培养，增殖倍数可达 3.5倍。6-BA、NAA和 KT是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的三种常用生长调节剂，其使
用浓度对芽增殖的影响很大。正交试验应用于组织培养，不仅可以通过分析试验结果选择最佳培养条

件，还可以揭示各因素对培养效果作用的相对大小。经正交试验筛选，MS + 6-BA 3.5 + KT 1.5 + NAA 
0.6组合是芽快速繁殖的较佳配方；三种生长调节剂对芽继代培养增殖系数影响的大小为 6-BA＞NAA
＞KT。 

表 2  不同生长调节剂浓度组合对金线莲芽增殖的影响 

生长调节剂(mg/L) 45d具分级芽 
处理 

6-BA KT NAA 
统计 
茎节数 

15d茎节萌
芽率(%) 

30d每个茎节发
芽数(个) 1级(%) 2级(%) 

60d每节增殖
芽数(个) 

1 3.5 0.5 0.2 39 51.28 1.18 100 56.4 2.69 

2 3.5 1.0 0.4 42 38.10 1.14 92 53.8 2.93 

3 3.5 1.5 0.6 30 83.33 1.37 100 83.3 3.50 

4 4.5 0.5 0.4 31 38.71 1.10 100 38.7 2.81 

5 4.5 1.0 0.6 43 48.84 1.26 97 66.6 3.07 

6 4.5 1.5 0.2 50 60.00 1.42 98 63.2 3.32 

7 5.5 0.5 0.6 36 58.33 1.17 100 50.0 2.78 

8 5.5 1.0 0.2 28 42.86 1.18 100 53.5 2.57 

9 5.5 1.5 0.4 33 54.55 1.24 100 45.4 2.85 

K1 9.1 8.3 8.6 

K2 9.2 8.6 8.6 

K3 8.2 8.7 9.4 

1K  3.0 2.8 2.9 

2K  3.1 2.9 2.9 

3K  2.7 2.9 3.1 

R 0.4 0.1 0.2 

顺序 1 3 2 

 

2.2 不同型号和浓度 ABT对金线莲生根及苗生长的影响 
从表 3看出，培养 60d时，添加 1号和 3号生根粉对生根和植株生长均有促进作用，且 3号优于

1号。3号生根粉最佳的生根浓度为 3.0mg/L，处理后植株的生根条数、最长根、植株增高和增叶分别

表 1  L9（33）正交试验设计(mg/L) 
因素水平 6-BA KT NAA 

1 3.5 0.5 0.2 
2 4.5 1.0 0.4 
3 5.5 1.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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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照增加 12.8%、34.1%、13.2%和 22.4%。全砂为基质，成活率达 99.70%；腐植土、砂、谷糠灰各
1/3比例的基质，成活率 94.42%；全椰糠基质，成活率 95%。金线莲根系不发达，多数根系长在土壤
表面，从土壤中获得的水分和养分难以满足其生长所需，因此，金线莲在自然条件下生长缓慢。本试

验在培养基中加入生根粉，有效地促进了植株生根及壮苗，提高移栽成活率，可为金线莲人工生产提

供依据。 

表 3  ABT浓度对金线莲生根及苗生长的影响 

ABT 接种时 15d生根 30d生根 45d生根 60d生根 60d增高 60d增叶

浓 

度

处 
 
 
 
理 

型 
 
号 

(m
g/L)

统

计

株

数 

苗 
高 

(cm) 

叶 
数 

(片) 

生

根

率
(%)

生 
根 
数 

(条) 

生 
根 
率 
(%) 

生

根

数

(条)

生

根

率
(%)

生

根

数

(条)

生 
根 
率 

(%)

生

根

数

(条)

与 
CK
对 
比 
(%)

最

长

根
(cm)

与 
CK 
对 
比 
(%) 

增 
高 

(cm) 

与
CK
对

比
(%)

叶

片

数

(片)

与 
CK
对 
比 
(%)

1 1 1 75 3.6 3.0 25.3 1.1 76.0 1.3 92.0 1.6 98.7 2.1 96.8 0.9 98.9 1.6 85.3 1.7 112.5

2 1 2 81 3.5 2.9 27.2 1.0 74.0 1.3 88.9 1.7 97.5 2.2 102.8 1.1 116.5 1.8 96.8 1.9 123.7

3 1 3 69 3.8 3.0 39.1 1.1 79.7 1.4 94.2 1.9 97.1 2.3 107.3 1.2 130.8 1.7 88.4 1.6 107.2

4 3 1 72 3.7 3.3 44.4 1.1 79.2 1.4 93.1 1.8 100.0 2.4 111.0 1.1 115.4 1.9 101.6 1.6 104.6

5 3 2 81 3.6 3.0 33.3 1.1 80.3 1.4 88.9 1.9 92.6 2.5 116.1 1.2 128.6 1.9 100.5 1.7 114.5

6 3 3 72 3.5 3.0 33.3 1.0 84.7 1.4 95.8 1.9 100.0 2.5 112.8 1.2 134.1 2.6 113.7 1.7 122.4

CK– – 84 3.7 3.1 33.3 1.0 83.3 1.3 96.4 1.7 97.6 2.2 100.0 0.9 100.0 1.9 100.0 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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