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
、

南亚特有属
。

但云南兰花开发停留在

个体采挖的买卖阶段
,

未形成大规模的商品

市场
。

兰花在国外早已商品化 (多为热带兰 )
,

年销售量约占国际花卉市场的 1 /3
。

举世闻

名 的
“

兰花工业
”

给兰花 生产国带来巨额利

润
,

已成为生物技术在商业中快速获利的典

型实例
。

从保护兰花资源和持续开发出发
,

有

必要建立云南兰花组织培养
、

快速繁殖工厂

化生产体系
,

利用高新生物技术
,

使云南兰花

跻身于国际花卉市场
。

种 (变种 )中都有不同花形
、

花色的变型
,

许多

观赏种类中的镶边
、

素心等变异类型及莲瓣

兰
、

独占春
、

大雪兰等特产珍品都产于此 区
,

组成了云南兰花绚丽多彩的丰富内容
。

可以

说云南是兰花的天然基因库
,

也是兰属植物

的宝库
。

但云南开发利用兰花植物资源的起

步较晚
,

绝大多数是对野生兰花的采挖
,

既未

形成有特 色的商品供应市场
,

又未进行对兰

资探的保护
。

1 云南的兰花资源

我 省 位 于 东 经 9 7
0

3 9 ,

~ 1 0 6
0

1 2
, ,

北 纬

2 1
0

0 9 ‘~ 2 9
0

1 5
, ,

属 于亚 热带南 部和 热带 北

缘
。

全省 94 %为山地
,

海拔高差悬殊
,

光热水

等气候资源垂直变化异常明显
。

云南兰花不

仅分布十分广泛
,

种类特别繁多
,

而且资源蕴

藏量大
。

仅西双版纳一个地区就有兰科植物

约 58 属 2 0 。多种
,

占全国兰科植物的 1/ 5 以

上
。

大多数在东南亚各国产出的热带属如石

解属 (D e n d r o biu m )
、

万代兰属 (V e n d a )
、

蜘蛛

兰属 (A r a e hn is )
、

火焰兰属 (R e n a n th e r a )等在

滇南热带雨林中都有分布
。

热带兰的某些种

属 北 界可达 亚 热 带南缘
,

如 蝶 兰 属 (P卜
a -

la e n o p s is )
、

隔距兰 属 (Cleis o s tim a )的 一些种

类可延绵分布至滇西北
。

云南最具有特色的

是亚热带产的种类
,

特别是东亚特有属
、

南亚

特有属以及一些 以此为分布中心的属
,

如虾

脊兰属 (Ca le n th e )
、

兰属 (C ym bid iu m )
、

独 蒜

兰属 (P le io n e )和 白友属 (B le tilla )等
。

兰属 植

物全世界共 50 多种
,

我国传统栽培的兰属植

物 (中国兰 )有 20 余种
,

在云南都有分布
,

云

南丰富的兰属 (C ym bi d iu m )植物资源早已为

国际园艺学工作者所注目
。

云南野生兰属共

有 33 个种 (变种 )
,

主要分布区为文 山州
、

迪

庆州
、

怒江州
、

昭通地区及滇中(昆明
、

大理一

线 )
。

云南产兰区属立体气候
,

同时又是温带

与亚热带的交接地带
,

高原紫外线强 烈
,

阳光

充足
,

形成了多种群混合共生的状况
,

大多数

2 兰花商品化开发的市场前景

近年来
,

国际上花卉产业迅猛发展
,

全世

界兰花商品年消费额达 30 多亿美元
,

已成为

大宗交易商品
。

仅美国每年自产自销的兰花

达 13 亿美元以上
,

需进 口 1 0 0 0 万美元的盆

兰和切花
。

日本每年的消费也约达 1 亿美元
,

荷兰每年花卉出口总额达 13 亿美元
,

其中兰

花占 20 %左右
,

一个新兴的无烟工业
—

兰

花产业 已卓然形成
。

兰 花种类 繁多
,

既可作切 花
,

又 可作盆

花
,

国产兰除长箭大花者如鹤顶兰
、

大叶虾脊

兰
、

大石解兰等可作切花外
,

某些长期开花能

平架或出架的墨兰
、

寒兰
、

建兰
、

套叶兰等也

可作切花用
。

兰花不但有国内市场
,

还有广阔

的国际市场
,

特别是在东南亚东方文化圈的

地方
,

已形成星罗棋布的网络定点市场
。

近年

来
,

港澳台乃至 日本
、

南朝鲜
、

泰国
、

新加坡等

地
,

每年都从广东
、

福建
、

云贵川
、

江浙等地进

口大量的兰花
,

有的还转销欧美各国
。

广阔的

国际
、

国内市场保证了兰花资源稳定的经济

价值
。

近年来
,

我省的兰花事业不断发展
,

兰花

市场
、

兰花协会相继组建
,

不同层次的兰花

展
、

新奇 品种不断涌现
,

兰花的销售活动不断

增加和扩大
,

但进入销售市场的绝大部分是

兰农的现挖现卖
。

由于外商重金收购麻粟坡

兜兰
,

文 山地区的兜兰几乎被毁灭殆尽
。

这种

竭泽而渔的商品开发势必造成兰花资源的危

机
。

此外
,

滥伐森林
、

工业化
、

旅游化建设
,

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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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生境遭到 r 人为破坏
。

西双版纳地区的

热带森林以每年 1
.

47 万 ha 的速度被砍伐
,

森林下层的兰花也不能幸免
,

形成了一方面

资源未能合理开发利用
,

另一方面资源破坏

又非常严重的局面
。

兰花的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都要求我们

迅速开展云南珍稀兰花的种质资源调查
,

逐

步建立云南兰花的基因
、

种质库
,

为开发利用

提供优质的原始材料
。

通过高新生物技术建

立 云南兰花 (热带兰及中国兰属 )的组织培

养
、

快速繁殖工厂化体系
,

从试管育苗
、

栽培

养护
、

杂交选育
、

保鲜
、

包装方面都达到产品

的程序化
、

系列化
、

标准化
,

形成云南独特的

兰花产业
。

我省是联通东南亚各国的门户
。

泰
、

新
、

马地区华侨多
,

花卉消费水平高
,

盛产热带

兰
,

兰花工厂化生产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

但缺

乏亚热带
、

温带兰花的研究与生产
。

如能在昆

明建成云南兰花快速繁殖工厂化生产体系
,

把国内产品运销东南亚及港澳地区
,

同时把

泰
、

新等国的产品
、

技术引进国 内
,

利用这一

优越条件
,

可促进我省兰花产业的迅速发展
。

昆明现有 10 多家外资花卉公司
,

其花卉组织

培养苗都从国外调进
,

生产的花卉少部分在

国内市场销售
,

大部份出口 日本和台湾
、

香港

等地区
。

云南兰花的商品化开发可对 已在昆

明组织花卉生产的外资企业起到充实
、

发展

的作用
,

对云南兰花走向世界
,

促进云南对外

经济贸易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3 运用生物技术进行兰花商品化开发

目前
,

通过生物技术进行繁殖的观赏植

物已达 30 0 0 余种
,

其中兰花则是采用组织培

养技术最早并取得成功的例子
。

兰科植物的

l 个萌果中的种子达 1 3 0 0 ~ 4 0 0 0 0 0 0 粒
,

但

种子在自然界一般不萌发
,

只有与特殊的真

菌共生时才能萌发
。

美国学者 K u n d so nl 9 22

年首次创建了兰花种子在人工培养基上的无

菌萌发
,

这 一实验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和广

泛的实用价值
。

兰花种子无菌萌发方法 已成

为数十年兰花新品种培育和 育苗的重要手

段
.

石解
、

万带兰
、

指甲兰和独蒜兰等兰花无

菌种子萌发的成功
,

为兰花商品化提供了美

好前景
。

196 0 年
,

法国的 Mor el 率先将组织

培养技术应用于花卉园艺上
,

在研究中发现

兰花通过茎尖培养产生了拟原球茎
,

这种拟

原球茎经过切割
,

l 年内可增殖 1 00 万株植

物
。

他的发现把兰花繁殖引向工厂化生产阶

段
,

形成了
“

兰花工业
” 。

目前已培养成功的兰

花有 60 个属
,

外殖体包括茎尖
、

节段
、

根
、

花

梗
、

花序等
,

兰花的单细胞培养及原生质体培

养已见报道
。

我国兰花生物技术开发始于 70 年代末
,

主要在上海植物生理所
、

北京植物所先后开

展
。

近几年来发展很快
,

部分单位 已将组织培

养技术用于商品兰花的生产
,

如兰州大学 生

物 系的国外杂交兰切花有了规模化生产
;
上

海植物生理所首先用生物技术诱导组织培养

兰花试管苗提早开花
,

制成微型盆景
,

颇受外

商赞赏
。

国内已初步形成了四大洋兰生产基

地—兰州兰花研究开发公司
、

燕郊兰花集

团有限公司
、

深圳农科研究中心组织培养研

究室
、

珠海市花卉工厂
,

各基地从国外引进数

百个优良品种 (如蝴蝶兰
、

卡特兰
、

兜兰
、

茧色

兰
、

蕙兰等 )
,

开始大规模的兰花试管苗工厂

化生产
。

我省应利用其丰富的资源进行适当

引种
,

并通过生物技术
,

建立云南兰花的组织

培养
、

快速繁殖工厂化体系
,

为自己的
“

兰花

工业
”
做好技术贮备

。

3
.

1 兰花种质资源调查
、

收集与引进

随着兰花组织培养
、

育种工作的深入
,

我

省对兰花原种的收集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
。

为了提供兰花杂交育种的原始种质材料
,

我

省应进行兰花种质资源的调查和 收集
,

开展

野生兰活种质的驯化栽培
,

建立云南珍稀兰

花的品种基因种质库
,

加强对有开发前途的

野生兰的组织培养
、

无土栽培
、

花卉保鲜等技

术的研究
,

为出 口创汇作好准备
。

我省从东南



亚引进热带杂交商品兰主要品种有卡特利亚

属 (C a ttley a )
、

万代兰 属 (V e n d a )
、

石 解属

(D e n d r o biu m )
、

兜兰属 (Pa phio ped ilu m )
、

蝴蝶

兰属 (Pha ia e n o p sis )
、

文心兰属 (O n e id iu m )等

植物
。

这些兰花的花期长
、

花型大
、

花态多
、

花

色出众
,

适宜在云南热带气候条件下生长
,

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
。

3
.

2 无菌播种繁殖的研究与方法

在无菌培养基上播种育苗是兰花品种的

培育和育苗的重要手段
,

国外已广泛应用
,

并

进入工厂化育苗
。

长时期以来
,

我国对兰花的

栽培仅停留在从 自然变异中选择
“

品种
” ,

尚

未进行品种间
、

种间和属间的杂交
,

如著名的

蕾丽卡特兰 (肠el 众r a ttl ey a) 就是卡特兰 (C公
-

tle ) a )和蕾丽兰 (乙口以故 )的属 间杂交种
。

我国

除引进部分商品化热带杂交兰的无菌播种技

术外
,

还应重视云南野生兰的选种和育种
。

许

多野生兰花姿
、

花色
、

花型
、

香味均很独特
,

如

能通过种
、

属间杂交
,

可弥补其不足
,

发挥其

特色
,

培育出新的品种
。

3
.

3 建立兰花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工厂

国外对兰花的组织培养技术已广泛应用

于生产
。

我省已进行了组织培养苗生产的初

期研究
,

通过直接诱导
“

丛生芽
”

或诱导愈伤

组织经类原球茎途径
,

都成功地诱导出分生

苗
,

为进一步工厂化开发打下了基础
。

中国兰

沿用传统分株繁殖的繁殖系数极低
,

远不能

适应市场需要
。

然而中国兰组织培养技术的

难度大
,

国外的研究少
。

因此
,

应进一步探索

对云南珍稀兰属植物的组织培养技术
,

为建

立云南特有的兰花工业作好技术贮备
。

3
.

4 云南兰花栽培
、

管理技术的规范化

诱导
、

增殖
、

分化
、

壮苗培养和移栽养护

是二花组织培养的完整技术体系
。

试管兰花

苗的移栽技术对热带兰和兰属植物的适应性

各异
,

热带洋兰的移栽技术在泰国 已纳入工

厂化体系
,

是值得引进的成功经验
。

中国兰属

植物试管苗移栽养护技术仍需不断探索
。

此

外
,

应对产出的商品兰花的保鲜
、

包装技术进

行引进消化
,

形成产品的系列化和标准化
,

以

利和国际花卉市场接轨
,

使云南兰花积极参

与国际竟争
。

参考文献

杨云
.

淇兰初鉴
.

昆明
:

云南科技出版社
,

19 92
,

n 3 ~

1 1 5

江苏省植物组培研究协会编
.

经济植物组织培养实用

技术
.

南京
:

江苏科技出版社
,

19 88
,

19 4 ~ 1”

孙安慈
.

植物杂志
, 1 9 8 8

,

(6 )
,

2 4

吴汉珠
、

王续衍
、

林泰碧
.

园艺学报
,

19 8 7
,

1 4 (3 )
, 2 0 3

(上接第 1 1 1 页)

度
,

虽然油茶皂素熔点在 1 93 ~ 1 97
。

之间
,

但

由于油茶皂素为多糖基的三菇化合物
,

在干

燥中很容易被碳化
、

燃烧
,

在干燥设备上结

块
,

影 响干燥的热传递
、

干燥效率和产品质

量
。

据我们多次试验
,

若采用旋风干燥工艺
,

蒸汽温度控制在 1 4 0 ~ 1 50
。

之间为宜
。

(本研究得到中心实验室潘亚非高级工程师的

大力支持
,

谨表感谢
。

)

参考文献

丁海球
.

主要农副产品深度加工及燎合利用
.

长沙
:

湖

南科技出版社
,

19 8 7

贺绷祖
.

有机分析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1 9 8 1

〔英」B
.

哈本等
.

黄酮类化合物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 98 3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

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研究

(第一分册 )
.

提取
、

分离
、

鉴定和 含量测定
.

北京
:

人民

卫生出版社
, 1 9 7 2

.

1 3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