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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蝴蝶兰原球茎快速增殖技术 , 试管苗同步化生产技术、 兰株生长规

律以及无土栽培技术。结果表明: ①原球茎的快速增殖与分化可以利用 6- BA调控 ;

②个体发生特点决定试管苗生产宜采用人工同步化生产技术 ;③兰株全年有 2个生长

高峰 ,分别与新叶生长相对应 ; ④水苔是兰株无土栽培最好的基质。文章还总结了蝴

蝶兰工厂化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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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 (Phalaenopsis wilsoni i )是热带兰中的珍品 ,由于其花形似蝴蝶 , 气质高雅 ,开花

期可长达数月之久 , 又比较好养护 , 所以一直是最受青睐的兰花名品。国内外对于蝴蝶兰组培

研究得较多
[1～ 3 ]

, 但对于工厂化生产技术尚未见有详细报道。几年来 , 我们对蝴蝶兰工厂化生

产的主要技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并培育了多批试管苗和开花植株。现将主要研究结果报

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蝴蝶兰供试品种 ( R053, R069)种子苗由兰州花卉研究开发公司提供 ,试验于 1993～ 1996

年在浙江农技师专组培室和温室进行。

1. 2　培养基和培养方法

基本培养基采用 MS, KC和改良 KC( KC-956) ,增殖和分化培养基分别加入 6-BA 1. 0 mg

 L
- 1
, 0. 4 mg L

- 1
, 同时添加香蕉匀浆液 10% (质量分数 ) , 活性炭 1. 5 g L

- 1
, 白砂糖 25 g 

L
- 1

, 琼脂 8 g L
- 1

, pH值 5. 2～ 5. 4。培养室温度为 ( 25± 3)℃ , 每天光照 10～ 12 h。光照强度



1 000～ 2 000 lx。试管苗出瓶后移植于温室塑料筐中培育 , 培育基质以水苔为主 , 加少量瓦粒

和松树皮 , 2 a更换 1次基质。全年遮荫网遮荫培养 , 冬季适当增强光照。温室以自然温度为主 ,

注意通风保湿 , 冬季适当加温 , 保持室温在 10℃左右。

1. 3　原球茎增殖量测定

在原球茎接种前后分别对培养瓶 (带培养基 ) 秤量 , 以确定原球茎接种量 , 然后按试验

方案定期观察 , 称量 , 记载原球茎增殖分化的情况。

1. 4　兰株生长量测定

选取生长正常的 1～ 3年生兰株各 10株 , 编号 , 插牌 , 测定叶长、 叶宽等原始数据 , 然后

统一或分盆移栽在相同的培养基质上 , 并定期测定其新叶生长量。

2　结果与分析

2. 1　原球茎快速增殖技术

兰花是通过诱导形成类原球茎 ( pro toco rm-like body ,简称原球茎或 PLB)再扩繁建立快

速无性繁殖系的 [3, 4 ]。因此 , 快速增殖原球茎是实现蝴蝶兰工厂化生产的关键。

我们通过比较 ,分析国内外各种兰花专用培养基配方 ,选择了以成本较低的 KC培养基为

基础进行改良 , 研制成功了改良 KC培养基 ( KC-956)。2 a的培养观察和对比试验显示 (表

1) , 原球茎在 KC-956中培养 120 d后其净增殖量就可以达到 16. 81 g g
- 1 PLB

- 1 ,是 KC培养

基中增殖量的 2. 5倍以上 , 充分说明原球茎在 KC-956中能得到快速增殖。KC-956是一种低成

本、 易配制的实用型培养基 , 十分适合在生产上应用。

表 1　不同培养基对原球茎增殖量的影响

Table 1　 Ef fect of dif f erent cul tu re media on p roli feration of PLB

培养基
净增殖量 /g g- 1 PLB- 1

30 d 60 d 90 d 120 d

M S 1. 02 2. 13 2. 47

KC 0. 84 1. 77 3. 11 6. 33

改良 KC 1. 25 3. 24 7. 99 16. 81

( KC-956)

　　兰花试管苗生产根据不同的发育阶

段一般要用 4种培养基: 诱导、 增殖、 分

化和生长培养基 , 生产上比较麻烦 , 易

出差错。利用 6-BA对原球茎的发育和分

化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特性 , 我们通过调

整 6-BA的质量浓度来控制原球茎的发

育方向 ,效果十分显著。多次试验和长期

观察证实: 使用较高质量浓度的 6-BA

(≥ 1. 0 mg L- 1 ) 可以明显促进原球茎增殖 ; 而使用较低质量浓度的 6-BA ( 0. 4 mg L- 1 ) 则

可以大大促进原球茎分化 (表 2)。我们在 KC-956培养基中添加上述不同质量浓度的 6-BA配制

成各个阶段的培养基生产了多批蝴蝶兰种子苗和试管苗 , 方便有效 , 稳定可靠 , 十分成功。可

以认为 , 使用 6-BA确是蝴蝶兰原球茎生产中最重要和最有效的调控手段。

表 2　 6-BA对原球茎增殖与分化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6-BA on PLB p roli feration and di fferen tiation

质量浓度 /mg L- 1 增殖量 /g g- 1 PLB- 1 增殖情况 分化情况

0. 4 3. 49 + + + + +

1. 0 5. 58 + + + + +

3. 0 4. 96 + + + +

2. 2　同步化生产技术

我们发现 , 蝴蝶兰的个体发

生特点类似于建兰等 [3, 5 ] ,在同一

块培养物上同时存在着处于不同

发育阶段的分生区、 原球茎、 芽

和小植株 , 它可以在营养丰富的

培养基中无限增殖 , 即使在一团丛生状原球茎上 , 也同时存在着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分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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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球茎。在种子苗培养过程中 , 总是可以看到不断有部分团块的顶部或表面分化出芽和苗 ,

而内部仍处于分生组织状态。只要具备分化条件 , 它们最终都能分化形成芽和植株 ,但从分生

组织分化形成芽和植株一般都需要 3～ 4个月时间。所以 , 在培养瓶里 , 总是不断增殖 , 不断分

化 , 既有原球茎 , 也有小植株。这种非同步分化现象对批量生产规格一致的试管苗十分不利。

我们针对上述增殖、 分化特点 , 试验采用种子苗定期分离、 试管苗分类移瓶的方法来达到人

工同步化生产 , 效果较好 , 种子苗一般 2～ 3个月定期分离 , 扩繁 1次。分离时 , 首先在超净台

上将生长健壮的黄绿色丛生状的球茎团块挑出 , 接入增殖培养基扩繁。根据我们的对比试验 ,

接种自然状态的丛生状大团块比接种切割的碎小块效果要好 , 不仅操作方便 , 污染少 , 而且

接种量大 , 利用率高 (表 3)。丛生芽和小植株分别转入分化和生长培养基 , 培养 2个月后 , 再将

长满小植株的培养瓶挑出 ,按试管苗大小分类转入 500 mL三角瓶中进行商品苗培养 ,每瓶转

入 30株左右。待到试管苗叶长达 3～ 4 cm即可批量移栽或出售。

　　表 3　原球茎接种方法对增殖量的影响

　　 Table 3　 Ef fect of amoun t of inoculation on prolif eration

接种方法
净增殖量 / g 瓶 - 1

30 d 60 d 90 d

大团块 8～ 10个

(接种量 2. 0～ 3. 2 g)

3. 43

　

8. 97

　

13. 23

　

大团块 4～ 5个

(接种量 1. 0～ 1. 6 g)

2. 11

　

5. 40

　

7. 45

　

碎小块铺面

(接种量 0. 6～ 1. 2 g)

1. 81

　

3. 89

　

4. 96

　

2. 3　兰株叶片生长规律
蝴蝶兰植株每年只长新叶 , 老叶不

再继续生长 , 而且有隔年老叶自然脱落

现象。所以 , 一般成年兰株只有 4～ 5叶 ,

蝴蝶兰植株在宁波每年 4月进入生长期 ,

12月进入生长休止期 , 1 a只长 2片新叶

(少数植株长 3片新叶 )。根据对全年生长

量的测定 , 我们发现在整个生长期中有

2个生长高峰 , 第 1个高峰出现在 5月 , 第

2个高峰出现在 8月 (图 1)。这 2个高峰分

别和第 1, 2片新叶的生长相对应。

蝴蝶兰植株叶片生长量随着株龄逐年加大 , 生长速度加快。表 4列举了我们对 1～ 4年生植

株全年新叶生长量的测定结果。

图 1　蝴蝶兰叶片生长规律
Figure 1　 Th e grow th of leaves of Phalaenop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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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蝴蝶兰新叶生长量
　　 Table 4　 Yearly increment of Phalaenop sis l eav es

株　　龄
叶片生长量 /cm

第 1片新叶 第 2片新叶 全年生长量

1年生 6. 3 8. 3 14. 6

2年生 9. 6 12. 2 21. 8

3年生 12. 0 13. 4 25. 4

4年生 21. 3 23. 7 45. 0

2. 4　兰株无土栽培技术
蝴蝶兰有气生根 , 栽培基质对植株

的生长影响很大 ,尤其是幼苗阶段。我们
的筛选试验表明 , 水苔是兰株最好的基

质。栽培在水苔中的兰株根系发达 ,根长

而粗且多 ,植株生长健壮 ,叶大而宽 ,色

泽亮绿 (表 5)。我们分析这是由于水苔通

气 ,保湿性能好 , 适宜气生根生长所致。
植株长大以后 , 可以在水苔中加入少量

瓦粒、 松树皮 , 以增强基质的固定作用。我们在兰株的培育中注意到 , 湿润、 通气、 薄肥、 遮
荫、防病是蝴蝶兰培育技术的主要环节。15～ 25℃是兰株生长的适宜温度 ,夏季高温不会影响

它的生长 , 但冬季 10℃以下的低温会影响植株正常越冬 , 5℃以下要受到冻害 , 尤其是根系会

冻伤和死亡。所以 , 在浙江地区 , 培育蝴蝶兰 , 冬季一般都要采取加温和保温措施。

　　表 5　不同栽培基质对植株生长的影响
　　 Table 5　 Ef fect of cul tu re matrix es on plant g row th

栽培基质
净　生　长　量

叶长 /cm 叶宽 /cm 植株质量 /g

珍珠岩 2. 9 0. 4 1. 6

松树皮 2. 9 0. 5 2. 4

水　苔 4. 5 0. 9 5. 9

　　　　说明: 试管苗出瓶后无土栽培 4个月后测定

2. 5　工厂化生产工艺流程
图 2是我们几年来试验过程中总结

出来的一个生产工艺流程。我们认为 ,按

照这个生产工艺流程 , 可以迅速形成批

量生产能力 , 稳定实现蝴蝶兰的工厂化

生产。规模可大可小 ,只要具备组培和温

室条件 , 均可进行生产。

图 2　蝴蝶兰工厂化生产工艺流程
Figu re 2　 Th e tech nological process of commercial production of Phalaenop 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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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3. 1　改良 KC培养基 ( KC-956) 配合 6-BA的调控作用可以实现蝴蝶兰原球茎的快速增殖与

分化 , 但 6-BA对不同品种的作用质量浓度和效果可能不同 , 要通过试验来确定。
3. 2　蝴蝶兰个体发生特点决定生产上要采用人工同步化技术。原球茎的最佳接种量尚待探

讨。
3. 3　兰株生长规律研究表明 ,叶生长量随株龄逐年增加 ,兰株营养生长过于旺盛可能导致延

迟开花。所以 , 适当控制 2年生以上兰株的营养生长 , 主要是叶的生长 , 对于促进兰株早开花

可能是必要的。

3. 4　蝴蝶兰可作盆花观赏 , 又可作切花供应 , 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浙江省一些现代化
温室群完全可以进行工厂化规模生产。有余热的工厂组织生产更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效益会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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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ments on commercial production of Phalaenopsis are made. The micropropa-

ga tion technolog y of Phalaenopsis PLB, synchronization technolo gy of meristem clone, soi l-

less culture, and Phalaenopsis g row th are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multiplication

and dif ferentiation of Phalaenopsis PLB can be adjusted by 6-BA. Artificial synchronization

technolog y can be used fo r production of meristem clone. Phalaenopsis has tw o g row th peaks

in a yearly period, co rresponding wi th new leaf emergence occurred. Moss is the best medium

o f soilless culture.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 of commercial production to Phalaenopsis is al-

so out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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