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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惠兰(CymbidiuraV)又称虎头兰、西姆比兰，是 

兰科兰属植物中的一部分附生种类。现引进的大花惠 

兰为多年杂交选育出来的优良品种，其花大，花多，花型 

规整丰满，色泽艳丽，花茎直立，花期长，生长健壮，栽培 

容易，近年来极为流行，进口品种在中国的兰花市场上 

独领风骚。 

1 引进材料 

大花蕙兰D睡{Y品种。 

2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 

2．1 培养基 

茎尖培养最适初代培养基：MS+6一BAo．2 me／L+ 

NAA 0．5 mg／L~原球茎增殖的培养基：MS+6一BA 

0．1 me／L+NAA0．1 r日g／L+10 香蕉汁；生根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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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2MS~-NAA0．2 mg／Lq-lO 香蕉汁；在上述培养基 

中均加入蔗糖2O L，琼脂 6．5g／L，活性炭1．zg／L。 

在商品苗生产中，用花宝一号和胰蛋白胨及食用糖 

配制培养基对其种子萌发、原球茎增殖和生根等均有良 

好效果，且能较大幅度地降低成本。 

2．2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 25℃--~28"C，每日光照 10---12 h，光照强 

度1 600~2 000 Lx。 

3 培养方法与生长分化 

3．1 外植体接种 

从大花惠兰植株上取下幼茎(以3---4月龄的植株 

最好)，放在自来水下冲洗干净，然后放入烧杯内待用。 

在超净工作台上，将烧杯内的幼茎用75 酒精消毒30s， 

然后用无菌水清洗 2"-,3遍，再用 0．1 升汞溶液浸泡 

11 rn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4"5遍。用无菌手术刀将茎 

尖切下，放在茎尖培养基上，每瓶不宜接种太多。 

3．2 原球茎的诱导与增殖 

茎尖在诱导培养基上培养 1"-'2月后，从每个茎尖 

产生1～7个不等的原球茎，此时，在无菌条件下，将原球 

茎取出切割成几小块，转入继代培养基中，进行增殖培 

养。培养一段时间(6od)后，再进行分割转移，通过这种 

方式，原球茎可成倍增长。 

3．3 小植株的培养 ‘ 

原球茎在培养基上分化出芽、根，并逐渐发育成小 

植株。在无菌条件下，切下小植株，将小植株转入育苗 

培养基上培养。不久，小植株根生长延长，当小植株长 

到一定大小时，移人温室。切离小植株时，基部未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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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球茎，作为种苗。一段时间后，将长大的种苗移出， 

种植，小苗及原球茎可继续增殖与分化。 

4 移栽及管理 

4．1 练苗 

当小植株长至4 cm左右，叶3～4片，根2"--'3条时， 

即可移栽。将小植株带瓶移入温室 2周左右，试管苗在 

出瓶前必须先进行练苗，置于散射阳光处，均匀照射20d 

左右，然后打开瓶塞练苗 3"--'5d，使试管苗长得更健壮， 

出瓶后能更快地适应外界环境条件。 

4．2 出瓶 

小苗出瓶时要特别小心，先往培养瓶里注少量水， 

再轻轻抖动瓶子，固体培养基抖松后，用长镊子把兰苗 

取出来，尽量减少伤害兰根与兰叶。取出苗后，用水冲 

洗掉植株根部的培养基，然后用短毛笔轻轻地把附着在 

根上的培养基清洗干净，再用清水冲泡，否则易发生霉 

烂。将根部放于70 甲基托布津溶液中消毒 4 h，药液 

浓度为1 500倍。将苗吸干水分后荫晾 1 h，然后定植于 

水苔育苗盘中。 

4．3 种植与管理 

杀菌后的瓶苗，可种在苗盘上。使用一种多孔性不 

易积水的矮盘。植材选用较细的水苔(如果是粗的要先 

剪碎)。水苔浸泡洗净挤干，保存一定湿度，并进行杀菌 

处理。种时先在盘上铺上一层 1咖 厚的水苔，然后把 

幼苗的根都一株一株地包上水苔、卷成-tb团，按株行 

距一株株地放置在苗盘上。种植幼苗时需要稳定，故不 

能太松，大苗与小苗要严格分开种植。 

刚定植的植株要求光照弱，应遮光 50％左右 ，温度 

控制在18℃-'--,2．8℃，湿度以80 "---'90 为宜，以后逐渐 

保持在70％左右。缓苗后(两周左右)逐步提高光照强 

度至6 000~8 000 Lx。种后用喷雾器将苗株与植材喷 

湿。每天向叶片喷水数次，但要严格控制，切忌过于、过 

湿，每次浇水都用喷雾器喷洒。两周后，每星期喷洒一 

次杀菌杀虫剂。20d以后新根长出后，逐渐增加光照，每 

周进行一次根外追肥，可用“花宝1号 或“通用肥”，稀释 

2 000倍喷洒。大约6～ 8个月后，即可移植于 10 an软 

盆单株种植。 

4．4 幼苗期的培育 

第一年可用直径 10 cm软盆种植，每盆种 1株。植 

料基质可用树皮粒、水苔或泥炭土加煤渣，直径为o．5～ 

1 aI】的颗粒。植料基质检测：pH----5．1。夜温 15℃～ 

20℃，日温20℃-'--,30℃。l1月至5月光照强度15 000-'--, 

20 000 Lx，6月"--'10月为 30 000 Lx。11月至次年 4月 

大棚覆盖塑料薄膜，不必用遮阳网。5月上旬可除去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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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薄膜，换上5O 的遮光网。根据光照强度，必要时加 

两道可调节的遮阳网，以避免 日灼。注意通风，空气湿 

度保持 8O ,"--,90 。定时灌水，特别是秋季气候干燥需 

水量多，每天都得灌水。冬天生长慢，需水少，2、3 d灌 
一 次。灌水在上午 l1时左右，应见于(植材表面变干泛 

白)时灌水，水tl盆底流出即可。控水管理是大花蕙兰 

栽培中最重要、最复杂的管理技术之一。 

幼苗期一般以根外追肥为主，按照薄肥勤施的原 

则，每周一次，氮、磷、钾比例为8：3：8的复合肥料稀释 

1 000倍施用。冬天一般不施肥，必要时以磷酸二氢钾 

稀释 1 000倍液进行根外追肥，避免造成腐根。 

4．5 栽培基质与换盆 

大花惠兰是典型的热带附生兰，栽培时要求根部通 

气良好，栽培基质必须疏、透水和透气，常用泥炭藓、陶 

粒、蕨根、树皮块、椰壳、塑料泡沫、碎砖块、木炭、火山岩 

或蛭石等材料。操作时，先在盆底填充碎砖块、塑料泡 

沫等较粗的排水物，上面用蕨根2份与泥炭藓1份的混 

合材料或其它材料将大花惠兰种在多孔的泥盆中，植株 

的新芽放在盆中央，另插小竹固定。种植时在盆边轻轻 

压紧至苗不再松动。栽培时注意不要伤新芽与新根。 

栽培 2-'--,3a以上的大花惠兰，植株逐渐长大，根系 

过满，要及时换盆。换盆通常在开花后，新芽还未长出 

前进行较好，栽培材料应一起更换，换盆可结合分株一 

起进行。 

4．6 病虫害防治 

大花惠兰的虫害主要有介壳虫、蜗牛等。介壳虫寄 

生于植株叶片边缘或叶背面吸取汁液，引起植株枯萎， 

严重时整株植株会枯黄死亡，同时诱发煤污病。5月下 

旬是孵化盛期，可用 40 的氧化乐果乳剂 1 000倍液喷 

雾灭杀。蜗牛可采用人工捕杀或用灭螺力等毒饵诱杀。 

大花惠兰的病害主要有大花惠兰叶斑病和大花惠 

兰叶枯病等。可采用 50％的多菌灵 1 000倍液、50％的 

甲基托布津1 o09倍液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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