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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凤蝶兰[Papilionanthe teres (Roxb.)
Schltr .]。
2 材料类别 种子。

3 培养条件 种子萌发培养基：(1) MS；(2) MS+
0.1%活性炭；(3) MS+椰子水 100 mL·L-1 (单位下
同);  (4) 1/2MS；(5) 1/2MS+0.1%活性炭；(6) 1/2
MS+椰子水 100；(7) 1/2MS+0.2 mg·L-1 NAA。以
上培养基均添加 7 g·L-1琼脂粉和 30 g·L-1蔗糖，pH
5.8，在 121 ℃下高压灭菌 20 min。培养温度为
(25±2) ℃，光照 12 h·d-1，光照度 50 µmol·m-2·s-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处理  凤蝶兰人工授粉90 d左右荚
果成熟，取下荚果经自来水洗净，在超净工作台

上用 75% 的酒精沾湿的无菌滤纸擦拭表面 3~5
次，于超净台上晾干，然后在酒精灯上来回灼烧

3 s，用解剖刀切开荚果，将种子散落到培养基
(1)~(6)上。
4.2  种子萌发  接种到培养基(1)~(6)上的种子培养
30 d后，均可见白色原球茎突破种皮，继续培养
2周左右原球茎转绿，大约 7周后原球茎上端出
芽。种子接入培养基(1)~(6)都能萌发，其中(3)
和(6)的萌发率和萌发速度比其它几种培养基都
好，同时原球茎大量增殖，说明加入椰子水有利

于凤蝶兰原球茎的增殖及种子的萌发。盐浓度低

的培养基(6)效果最好，萌发率可达 90%以上。在
生根培养前，将培养基(6)中萌发的种子转入培养
基(4)中培养能够形成大量的小苗，这与竹叶兰的
试管成苗研究结果类似(陈之林等 2006)。
4.3  生根与移栽  将培养基(4)中形成的小苗分成单

株转入生根培养基(7)中进行生根培养，30 d左右
能形成带 2~3条根、高 2 cm左右的健壮植株，生
根率达 95%。继续培养 1个月后，当小苗长至3~4
cm高时，将其移至温棚中炼苗 1 周。出瓶时将
试管苗从瓶中取出，洗干净根部培养基，移栽到

椰丝和碎石混合的育苗盆中，注意保持适宜的湿

度，置于阴凉通风处栽培，成活率达 9 0 %。
5  意义与进展  凤蝶兰系兰科凤蝶兰属植物，分
布于我国南部至东南亚地区，我国主要产于云南

南部，属附生兰类。茎粗壮，攀援，木质化，

长达 1 m以上，具分枝。叶肉质，圆柱形。总
状花序略长于叶，具少数花；花大而美丽，直径

约 6 cm；萼片和花瓣淡紫红色；花瓣比萼片大，
近圆形，唇瓣 3 裂；唇盘黄褐色，被短毛；距
漏斗状，黄色，长达 2 cm以上。花期 5~6月。
适用于室内景观布置和盆栽观赏，观赏价值高。

凤蝶兰自然繁殖的发芽率低，不能满足规模化生

产的需要。目前，我们采用无菌播种的方法已获

得大量的试管苗，为凤蝶兰的规模化生产建立了

较好的基础。凤蝶兰的无菌播种和工厂化生产尚

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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