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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蘭花為台灣重要切花與盆花，尤其以蝴蝶蘭、文心蘭、及拖鞋蘭為最具潛力之種

類。目前產業界已經能自行利用無菌播種生產實生苗，及利用生長點或花梗節腋

芽培養來大量生產組織培養苗，甚至亦有利用生長點或試管苗葉片誘導擬原球體 
(PLBs) 而增殖的例子。由文獻探討組織培養所使用培養基配方，主要係使用改

良 MS 或花寶為基本鹽類，並添加不同量的 BA 及 NAA；近年亦有使用棉花落

葉劑 thidiazuron 進行增殖的報告，其具有極強的細胞分裂素活性，然而是否會引

起組培苗變異仍有待探討。由於品種間的差異相當大，組織培養量產效率就不

同，因此產業界均自行研發認為具有實用性的配方。本文概括性地探討培養基、

生長調節劑、糖類、及其他因子對蝴蝶蘭及文心蘭再生之影響。 
 
一、前言 
 

 臺灣南部為蝴蝶蘭的原生地之一，其他原生地分佈於菲律賓群島、澳洲、新

幾內亞、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越南、中國雲南、四川、海南島等區域，全球

約有 50 個原生種。過去二十多年以來，由於民間趣味者的栽培及育種，加上水

牆溫室及新栽培技術的引進，使臺灣地區的蝴蝶蘭生產形成一個產業，其產值約

為每年 30-40 億元 (李、2002)。主要市場在日本、美國、中國大陸、歐洲等國家。

蝴蝶蘭之品種種類相當多，主要由蝴蝶蘭屬(Phalaenopsis)、及該屬與朵麗蘭屬

(Doritis) 雜交之屬間雜種 (Doritaenopsis)。目前蝴蝶蘭盆花在荷蘭及美國盆花市

場均已躍居領先地位，荷蘭之蝴蝶蘭公司更積極投入組織培養量產及品種選育；

而我國在過去由公家機構或大學進行之蝴蝶蘭相關研究，著重於開花調節 (李
哖、1986) 及栽培管理技術，組織培養或無菌播種及幼苗生長雖已有研究報告發

表 (涂、李，1987；王、李，1991；Hinnen et al., 1989；Ichihashi, 1997；Tanaka, 
1992；Tsai et al., 1992)，對於擬新投入蝴蝶蘭之業者，仍需重新摸索技術，且即

使產業界早已經能夠進行量產瓶苗，其組培關鍵技術均被視為產業機密，且組織

培養過程待解決的問題仍然不少，例如如何降低組織培養變異、提高增殖倍率、

提高產品品質及生產效率等，均有待進一步建立作業程序開發相關技術，以便產

業界能參考使用。 

 文心蘭雜交種係由文心蘭屬 (Oncidium)、齒舌蘭屬 (Odontoglossum)、堇花

蘭屬 (Miltonia) 及其他可相互人為雜交的屬間雜交種所組成。商業用途為供切

花及盆花生產。在花卉市場中販售的蘭科植物中，係一種重要的盆花，尤其是歐

美市場消費盆花中價格不錯且銷量不少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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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蘭花的種類極多，其組織培養技術及各種配方差異極大，本文僅就蝴蝶

蘭及文心蘭進行討論。其他蘭屬的組織培養，可參考 Arditti & Ernest (1993)、富

山昌克 (2000)等之著作。 
 
二、蝴蝶蘭組織培養 
 

 蝴蝶蘭種苗生產主要使用兩種途徑，其一為經雜交授粉果莢成熟時，利用無

菌播種，生產實生苗 (李，1990)；另一途徑為利用花梗上未著生花苞的節位，

或頂端分生組織，或利用幼嫩花梗節間，進行培養及增殖 (朱、1988；Tanaka, 
1992)，增殖方式包括誘導擬原球體 (protocorm-like bodies, PLBs)(Ishii et al., 1998; 
Lin, 1986)、以及以芽體增殖方式進行繁殖。以硝酸銀浸漬花梗節或添加於培養

基中，可降低蝴蝶蘭花梗培養時的褐化，並可提高組織培養效率 (王、李，1991)。
Young 等人 (2000) 利用生物反應器來增殖 PLBs，其增殖倍率雖高，並未提到

其穩定性。Yamazaki 等人 (1997) 研究 11 個蝴蝶蘭及朵麗蝶蘭品種之花梗及其

莖頂培養，在 New Dogashima 培養基中產生芽體或 PLBs 的能力因品種而異。

由以往組織培養報告中可以看出，大多數的文獻均使用細胞分裂素 BA 及生長素

NAA，所培養出的植株，有的報告說沒有觀察到變異 (Tokuhara. & Mii, 1993)，
有的則會產生變異 (Chen et al., 1998；Tokuhara & Mii, 1998)，且變異率介於 0%
到 100% (Tokuhara & Mii, 1998)。此外若於培養基中添加 2,4-D，可能會造成組織

培養苗倍數體的變異 (Mishiba et al., 2001)；因此有必要重新檢討評估蝴蝶蘭組

織培養增殖體系、培養基類型及生長調節劑種類對於芽體增殖之效果，及其潛在

之變異性，以便產業界可以在進行組織培養時，做為選擇培養基之參考。 
 
1、基本培養基 
 Murashige & Skoog (1962) 為最常被使用的基本培養基，然而在蝴蝶蘭組織

培養上，若使用全量，生長之芽體或葉片或 PLBs 似乎較易褐化死亡 (謝 等，

1993；Park et al., 1996)。降低大量元素至半量或 1/4 量對於芽體增殖或 PLBs 增
殖比用全量有效 (王、李，1991；Kobayashi & Yonai, 1990; )。其他被使用的培養

基有 Knudson、Vacin & Went、Thomale GD、花寶培養基、及 New Dogashima 
(NDM) 、NP (Islam et al., 1998) 培養基等(表一)。 
 蝴蝶蘭之無菌播種最常用的培養基為以花寶一號為基礎的培養基(表三)、同

時該培養基亦適用於文心蘭及石斛蘭、嘉德利亞蘭、樹蘭等之無菌播種。在蝴蝶

蘭中、雜交種之無菌播種可以使用表三的配方，對於種子發芽形成原球體及其後

小苗隻發育可在同一種培養基中培養；然而若是原生種的種子，在培養基中最好

不添加活性碳及香蕉，否則像 Phal. amabilis 及 Phal. aphrodite等原種之種子行

成原球體後很容易白化或黃化死亡。 
 
2、生長調節劑 
 由表二可看出，在蝴蝶蘭花梗培養基中最常添加的生長調節劑為 BA 及
NAA，BA 之添加量介於 1~20 mg/l，而 NAA 之添加量則介於 0.05~5 mg/l。這些

研究報告或報導所使用的生長調節劑組合，多指出可以誘導產生 PLBs，但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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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間的差異極大，當培養花梗芽葉片時，有的品種容易誘導，有的品種則較困難。

近年有一些報告指出添加 thidiazuron (TDZ) 可以促進芽體增殖及有效誘導 PLBs
的形成 (Chen et al., 2000；Ernst, 1994)。TDZ 與其他生長調節劑的組合亦可促進

PLBs 產生，在此培養基中蔗糖濃度會影響再生的比率 (許家嘉、陳福旗，投稿

中)。 
 
3、糖類與植株再生 
 培養基內最常使用的糖類為蔗糖，它是培養材料能量的來源，其他糖類較少

使用。糖類可能會影響癒合組織分化為 PLBs，在含蔗糖的 NP 培養基，PLBs
較少分化微小植株，在含麥芽糖的培養基，PLBs 會再增殖為 PLBs，而在含山梨

醇 (sorbitol) 的培養基，大部分的 PLBs 會發育成小植株 (Islam et al., 1998)，Zhou 
(1999) 在美國專利公報中也指出山梨醇有促進根尖培養分化的作用。因此碳源

的不同，會影響植株的分化。 
 
4、其他成份之影響 
 蝴蝶蘭花梗節培養時，容易分泌酚類化合物於培養基中，氧化使培養基變成

黑色，對於芽體的後續生長不利。通常在培養基內會添加一些化學藥劑，以降低

酚類物質引起之不良影響，此類化合物或添加物包括活性碳、PVP、椰子水、維

生素 C、硝酸銀等。 
 由於蝴蝶蘭大都培養在玻璃三角瓶，且使用橡皮塞，因此培養過程中，有的

品種容易組織變透明化或水浸狀，可能與該品種之遺傳特性、培養基組成份、瓶

內氣體組成等有關。為了減低水浸狀情形對植物生長發育所引起之不良影響，除

改善培養瓶透氣性外，可嘗試添加 phloroglucinol。此化合物亦有助植物之發根 
(廖 等，1992；Chang & Peng, 1996)。低濃度的 phloridzin、naringenin、或 esculin 
hydrate 也可以防止水浸狀的發生 (George, 1996)。另外亦有添加檸檬酸的例子 
(朱 1988；王、李，1991，1992)。 
 培養基裡通常也會添加 1~2 g/l 的 tryptone 或 peptone，這一類成分可以提供

氨基酸的來源，使用 2 g/l 的 tryptone 可以促進朵麗蝶蘭 PLB 的增殖 (Amaki & 
Higuchi, 1989)。 
 
5、培養環境 
 通常花梗節培養於 25℃的人工照光培養室，Phal. amabilis的雜交種在 20~25
℃除了形成營養芽之外，也會產生二次花梗。若培養在 28℃，則所有供試花梗

節均形成營養芽 (Tanaka, 1992)。光線的強弱會影響花梗芽的生長，以在弱光 
(170 lux) 產生營養芽的百分率較高，完全在黑暗培養則芽體容易休眠 (Tanaka, 
1992)，但若在照光下先令其芽體長出，再移到黑暗，則會形成白化苗，其葉片

可作為誘導 PLBs 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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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擬原球體之切割與增殖 
 若將擬原球體頂端切下培養，通常會形成小植株，如果培養 PLB 的基部，

則在切口會產生多數 PLBs (Amaki & Higuchi, 1989)。 
 
三、文心蘭組織培養 
 
 有關文心蘭的組織培養已經在種苗場舉辦過的組織培養訓練班中討論過，將

由花協另外出版專輯，以下節錄其中的大部分內容及配方。 
 
1、無菌播種 
 文心蘭雜交種間的雜交通常不易產生具有稔性的種子，由譜系資料可以看

出，許多雜交種的親本多為一個雜交種及一個原種，因此進行雜交時，必需依據

雜交目的進行親本間的組合授粉。果莢成熟度因種原之不同而有很大差異，有的

原種可能 3.5 個月即成熟，有的可能超過五個月才能採收，雖然未熟莢亦可修改

培養基成份，幫助發芽，然而其發芽率不高。 
 文心蘭無菌播種所需之培養基相當單純，以蝴蝶蘭或石斛蘭播種用之培養基

即可應用於大部份之種原。表三花寶一號為主之無菌播種培養基配方，使用前可

依需要做小幅度修正。 
 播種方式可分為裂莢播種或乾種子播種及未裂莢播種兩類，後者為成熟度已

經足夠，但果莢尚未裂開，在無菌操作台內，可以浸泡於 95%酒精，以鑷子挾起

很快過火，通常烤三次即可達無菌狀態，再切開果莢取種子播種。裂莢播種雖然

較麻煩，但是較不易把病毒帶入實生苗。收集成熟果莢之種子粉末，置入小玻璃

瓶，加一小撮棉花，並添加稀釋十倍之漂白水，將蓋子蓋緊，以手往返搖勻瓶內

種子及棉花，以超音波震盪器震一分鐘 (如無此項設備，亦可手搖代替)，消毒

10 分鐘後，以無菌玻璃吸管壓住棉花，將漂白水吸掉，再以無菌水洗三次及同

樣方法吸掉，最後添加無菌水，以細鑷子取出棉花，置於培養基上，吸取種子懸

浮液於同一瓶培養基，亦可分置於多瓶培養基，如此即完成無菌播種作業。 
 
2、莖頂培養 
 由成熟假球莖基部會長出新芽，再形成新的假球莖，在新芽階段，可以用乾

淨刀片將芽體切下，小心剝除葉片，露出葉腋基部芽體，經由漂白水(稀釋十倍，

添加 2-4 滴展著劑) 消毒 10 分鐘，以無菌水洗三次，於無菌操作台上切取生長

點，放置於含 0.4-1 mg/l BA 及 0.1 mg/l NAA 之 MS 培養基，在照光環境、25
℃培養，約一至二個月後，可看到芽體或擬原球體長出，在用同樣培養基繼代培

養，即可增殖。通常為了避免或減少污染率，在繼代培養時，可用含 10-20%椰

子水的 MS 培養基震盪培養。在液體培養基中最初須較長時間才會看到顯著的

增殖情形，約兩個月後，可每隔三星期稀釋繼代培養。無論是用固體或液體培養

基增殖，當數量夠多時，應回到固體培養基，使其原球體分化為芽體及小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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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可移到子瓶培養基定瓶。 
腋芽莖頂亦可培養於含 150 ml/l 椰子之改良 VW 培養基 (Arditti & Ernest, 

1993)。 
 
3、花梗節、花苞培養 
 幼嫩花序的花苞及花梗節均可經過適當培養基之誘導而產生擬原球體(PLB) 
或不定芽。Santana 及 Chaparro (1999) 將 Oncidium Gower Ramsey 的未熟花苞

以 Knudson C 培養基添加 NAA、鳳梨汁、香蕉泥及蔗糖等、經二個月培養可誘

導產生 PLBs (表四)， MS 培養基添加 5 mg/l BA 及 0.5 mg/l NAA 增殖，當賀

爾蒙量提高時，易產生不正常 PLBs。 
 文心蘭花梗節培養的技術類似蝴蝶蘭的花梗節培養，但所須賀爾蒙濃度較

低，否則可能促使擬原球體過度增生，導至變異。選取健康開花株之幼嫩花梗，

去掉節上的苞葉，以漂白水消毒，方法同莖頂培養，使用之培養基也相同，約經

一至二個月，長出芽體，將芽體自花梗節上切下，繼代培養於含 0.4 mg/l BA 及
0.1 mg/l NAA 之培養基 (陳、陳，1998)，經一個月左右，會分化長出 PLBs，此

時可用相同培養基來繼續增殖，或採用如莖頂之培養方法。Lim-Ho 與 Lee (1987) 
用 VW 培養基為基礎，添加 0.5 mg/l NAA、0.5 mg/l 2,4-D 及 2 mg/l BA，可誘導

產生 PLBs，若將花梗節培養於只含 2,4-D 或 2,4-D 與 BA 之培養基，則不易逆

化形成 PLBs。由花梗節誘導產生之芽體或 PLBs，將來分化形成之植株，其開花

特性與由新芽生長點切取培養所產生之小植株相同，因此只要不過度增殖，即可

保持母株之特性。 
 原種之花梗尖端經適當培養可誘導形成癒合組織或 PLBs，Fast 將 Onc. 
papilio 之花梗尖端培養於含 0.5 mg/l NAA、0.05 mg/l kinetin、1 g/l peptone 及
50-100 g/l 之番茄或香蕉汁之 MS 培養基，可誘導產生 PLBs。 
 
4、體胚誘導與再生 
 試管苗之葉片若培養於含低濃度之 thidiazuron (TDZ) 或 TDZ 與 2,4-D 之
MS 培養基 (大量元素為半量)，則可誘導產生 PLBs，經解剖學切片，證實為體

胚的構造 (Chen et al., 1999)，體胚通常由切口或葉片尖端發生，將體胚繼代培養

於不含賀爾蒙之培養基或含 0.3 mg/l TDZ，可以部份分化產生芽體，含 TDZ 培

養基亦可用於增殖。將芽體置於含 0.5 mg/l NAA之 MS培養基，可誘導發根(Chen 
et al., 1999)。 
 若將 Onc. Sweet Sugar 幼嫩花梗節間組織培養於含 0.1-3.0 mg/l TDZ，可於

20-30 天誘導產生體胚(Chen & Chang, 2000)，與上述之試驗結果類似。 
由其他作物組培的報告及筆者的經驗，TDZ 的濃度若使用不當，雖然可以

誘導發生大量芽球體或體胚，可能亦會導致變異發生，因此在進行未做過品種

時，應有適當的處理做為對照，最好將組培苗養到開花階段，評估其是否產生變

異，在無變異或其比率低之培養條件，才可以放大量產，以免品質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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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蝴蝶蘭無菌播種及生長點培養使用之培養基 

medium 全名 特徵 

Knudson Kundson 蘭花種子發芽常用培養基 
VW Vacin & Went 蘭花種子發芽常用培養基 
Thomale GD Thomale GD 拖鞋蘭常用培養基 
MS Murashige & 

Skoog 
組培研究最常用培養基 

花寶培養基 Hyponex 
N:P:K=7:6:19 

業界最常用培養基 

NDM 培養基 New Dogashima 堂之島洋蘭中心開發之培養基 
NP 培養基 New Phalaenopsis Islam 等人發表之培養基 

 
 
表二、蝴蝶蘭組織培養使用之荷爾蒙濃度 (富山 2000 及其他文獻整理) 

研究者（年代） 
Cytokinin（mg/l） Auxin（mg/l） 
BA Kinetin NAA 2,4-D 

田中（1980） 10 － 1 － 
田中 等（1975）a  10 5  
阪西（1983） 2.5 － 1 － 
本間（1985） 20 － 5 － 
Park et al. (2002) 20  1  
河瀨（1987） 10 － 5 － 
米田（1987） 3 － － － 
百瀨（1987） － 0.5 － 0.05 
市橋（1988） 22 － 5 － 
朱 (1988) 3~5 － － － 
小林（1990） 5 － 0.05 － 
三位（1993） 1 － 0.1 － 
王、李 (1991，1992)、
Wang et al. (2000)、魯郭 
(2000)b 

5 － 0.5 － 

謝瑞旻 等 (1993) 6 － 1 － 
Park et al. (2002) 20  1  

a 添加 10%椰子水 
b添加 15%椰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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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文心蘭播種用培養基配方 
成份 每公升用量 

Hyponex No.1x 2 g 
MS 維生素及甘氨酸 y 5 ml 
馬鈴薯泥 50 g 
香蕉泥 25 g 
Peptone 或 tryptone  1 g 
蔗糖 10 g 
活性碳粉 z  2 g 
pH 5.6-5.8 
x花寶一號，其 N-P-K 比率為 7: 6: 19 
y配方每升 2 mg glycine, 0.5 mg 煙鹼酸、 
 0.5 mg HCl, 0.1 mg thiamine HCl 
z調整 pH 值後，再添加到培養基 
 
 
 
 
表四、Oncidium Gower Ramsey 花苞誘導 PLB 培養基 
成份 用量 (每公升) 
Knudson C 鹽類 
NAA 1.0 mg 
鳳梨汁 120 ml 
綠香蕉泥 100 g 
蔗糖  20 g 
洋菜   8 g 
pH 4.8 
(Santana, G. E. & K. Chaparro. 1999) 

 
 
表五、New Dogashima 培養基配方 
成份 mg/l 

NH4NO3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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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3 200 
Ca(NO3)2.4H2O 470 
KCl 150 
MgSO4.7H2O 250 
KH2PO4 550 
MnSO4.4H2O   3 
ZnSO4.7 H2O 0.5 
H3BO4 0.5 
CuSO4.5 H2O 0.025 
Na2MoO4.2 H2O 0.025 
CoCl2.6 H2O 0.025 
濃硫酸 0.5 
Myo-inositol 100 
Niacin   1 
Pyridoxine.HCl   1 
Thiamine.HCl   1 
Calcium pantothenate   1 
Adenine   1 
1-Cystein   1 
d-Biotin.  0.1 
Fe-EDTA  21 
(Tokuhara & Mii, 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