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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白花兜兰(Paphiopedilum emersonii
Koopowitz et Cribb)。
2 材料类别 种子 。

3 培养条件 种子萌发培养基: (1) VW; (2) 1/2MS;
(3) 1/2MS+100 mL·L-1 马铃薯汁; (4) 1/2MS+100
mL·L-1 香蕉汁; (5) 1/2MS+100 mL·L-1 椰乳; (6)
1/2MS+100 mL·L-1 苹果汁。原球茎继代增殖培养

基: (7) 1/2MS+6-BA 0.5 mg·L-1 (单位下同)+NAA
0.01+100 mL·L-1椰乳; (8) 1/2MS+6-BA 0.5+NAA
0.25+100 mL·L-1椰乳; (9) 1/2MS+6-BA 1.0+NAA
0.05+100 mL·L-1 椰乳; (10) 1/2MS+6-BA 2.0+NAA
0.05+100 mL·L-1 椰乳。壮苗及生根培养基: (11)
1/2MS+IBA 0.2; (12) 1/2MS+NAA 0.2; (13) 1/2MS+
IAA 0.4。以上培养基均加 2 g·L-1 活性炭、2.0%
蔗糖和 0.6%琼脂, pH 5.2~5.4。培养温度(25±2) ℃,
光照强度 30~40 μmol·m-2·s-1, 光照时间 12 h·d-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材料的无菌处理  取白花兜兰人工授粉 180 d
的黄色荚果经自来水洗净后, 在超净工作台上置于

10%次氯酸钠溶液中消毒20 min, 用70%酒精表面

消毒 30 s, 再以 0.1% 升汞溶液消毒 10 min, 最后用

无菌水冲洗5次。将洗净的白花兜兰成熟荚果置于

灭菌滤纸上吸干水分, 剪去上下两端, 用解剖刀切开

荚果, 将棕褐色粉末状的种子接种到培养基上。

4.2  种子萌发  白花兜兰种子分别接种到萌发培养

基(1)~(6)上, 暗培养 3 周后可见种子吸胀膨大, 有
白色原球体长出, 转入光下培养6周左右可见原球

茎转绿, 有叶原基出现。种子接入以上培养基均有

原球茎萌发, 其中培养基(1)上的种子极少萌发, 培
养基(2)有少数萌发, 培养基(3)中种子的萌发率达

30%~40%; 培养基(4)和(6)的萌发率均达50%~60%。

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 培养基(4)有少部分原球茎变

黄, 最后褐化死亡; 培养基(6)有大部分原球茎褐化

死亡; 培养基(5)中种子的萌发率和萌发速度比培养

基(3)、(4)和(6)都好, 种子萌发率达 80% 以上, 萌
发时间可提前 15 d 左右。种子的萌发率在以上培

养基上各有不同, 加入椰乳的培养基有利于种子的

萌发和原球茎生长(图 1)。

图 1  白花兜兰种子萌发为原球茎

4.3  原球茎的增殖和分化成苗  将初代培养的原球

茎和小芽分别转接至培养基(7)~(10)上继代增殖培

养, 其中以培养基(7)原球茎少部分分化成植株, 增
殖速度慢, 而且形成的植株有部分玻璃化现象; 培
养基(8)原球茎大多分化出植株, 植株有部分褐化死

亡现象; 培养基(10)原球茎的增殖较快, 分化的植

株褐化死亡现象严重; 培养基(9)原球茎大多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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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植株, 小苗颜色鲜绿, 植株生长健壮(图 2), 培养

基的增殖效果好, 80 d 左右能继代增殖 1 次。

有时在嫩叶上可见模糊深浅绿色相间的网格斑。

花葶长 10~12 cm, 疏被白色短柔毛; 花通常 1 朵,
直径 8~9 cm; 白色至带紫的白色, 唇瓣带紫的灰色

至带紫的奶油黄色, 有模糊的紫点, 退化雄蕊奶油

黄色, 有淡紫褐色斑纹; 唇瓣球形至卵形, 退化雄蕊

近卵形。花期 4~5月(图 4), 果实成熟 10~11月, 观
赏价值极高, 是园艺栽培中不可多得的种质资源, 市
场需求量大。白花兜兰是英国 Koopwitz 等人于

1986年发表的植物新种, 野外种群一直鲜为人知(刘
演2004)。由于白花兜兰自然生长环境的恶化及长

期无节制的乱采滥挖, 野生资源已濒临灭绝(由过去

的几百株锐减到现在的几十株), 现在不仅已列入国

家的珍稀濒危稀有物种而加以保护, 而且还收载于

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I 中, 受到国际保护。

白花兜兰通常用分株法繁殖, 繁殖系数低, 其种子

在自然条件下需与真菌共生才能萌发, 发芽率极

低。通过无菌播种可以在短期时间内提供大量种

苗, 解决花卉商品生产问题, 同属植物的组培快繁

已有过报道(丁长春等 2005; 曾宋君等 2006, 2009;
王莲辉等2008, 2009), 但是以白花兜兰种子进行的

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的报道尚未见。

图 2  白花兜兰继代增殖培养

4.4  壮苗和生根培养  将分化出具有 2~3 片叶、高

1.5 cm左右的小苗转入生根壮苗培养基(11)~(13)
上, 小苗都能正常的生长, 生根率达 95% 以上, 其
中培养基(12)上的植株根系较弱, 偏黄; 培养基(13)
中根系较细, 苗生长较弱; 培养基(11)效果最好, 植
株生长健壮, 根系正常, 8 周后长成 3~4 条肉质根。

4.5  移栽  将培养瓶置于温室中炼苗2周后, 从培养

瓶中取出健壮生根苗, 洗净附着在根部的培养基, 置
于通风处阴干水分, 将水苔用 1 000 倍多菌灵溶液

浸泡 1 h, 挤干水分, 包裹出瓶苗根部, 种植于育苗

盘中。保持适宜的温湿度, 置于阴凉通风处栽培,
期间不要浇水, 有利于新根生长和防止病害发生, 8
周后移入装有树皮的营养袋中并在温室中培养, 进
行正常水、肥、药管理, 成活率达 95% 以上(图 3)。

图 3  白花兜兰瓶苗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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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白花兜兰野外开花

5  意义与进展  白花兜兰属兰科兜兰属植物, 分布

于广西和贵州南部, 生于石灰岩山坡多石之地, 海
拔 600~700 m。叶通常 3~4 枚, 矩圆状舌形, 长
8~13 cm, 宽 2.56~3.8 cm, 上面绿色, 背面淡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