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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经济”
带动花卉产业提升

随着我国蝴蝶兰育种技术
的不断进步，曾经一花难求的蝴
蝶兰如今家家可养，美丽经济不
断升温。作为国内引进蝴蝶兰
较早一批“吃螃蟹的人”，郑州有
哪些优势？如何借势？

“郑州区位优势明显，蝴蝶
兰分销便捷，而且有很好的蝴蝶
兰品种研究和种植基础，郑农系
列的蝴蝶兰年宵花品牌在全国
都很有名气。”郑州市农科院花
卉研究室副主任杨书才说。

据他透露，郑州市农科院有
品类丰富的蝴蝶兰种质资源和
成熟的种植技术，新品种不断涌
现。依托这些优势，该院在我省
建立了多个蝴蝶兰“三创”基地，
并以“三创”基地为窗口，利用省
科技特派员平台开展技术服务，
提供技术指导，助力蝴蝶兰新品
种、新技术的快速应用和科技成
果的快速转化，进而推动本地蝴
蝶兰产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正加速形成蝴
蝶兰开花株的全年消费新格局，
郑州有全国知名的花卉批发市
场，是我国北方地区主要的花卉
销售集散基地之一，加强便捷专
业的花卉物流体系、建设专业类
花卉园区、畅通销售渠道、利用
电商平台等更好地打通蝴蝶兰
种质创新、培育、销售等环节，可
以更好地助推蝴蝶兰产业转型
升级。”杨书才说道。
记者 杨丽萍 杨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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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创“芯”郑州花路
仲秋九月，大地一片金黄，位于郑

州市农业科技研究院须水试验场的蝴
蝶兰基地里却入目皆绿、满眼是春。

你知道吗？前几年名震全国花
卉市场、深受各地消费者喜爱的11号
蝴蝶兰（审定名称：郑农鸿运蝴蝶
兰），就是在这里繁育而出的。

蝴蝶兰开出郑州“芯”

蝴蝶兰素有“兰中皇后”之美誉，
因其花期长、颜色艳、造型美而深受
大众喜爱。

走进郑州市农业科技研究院蝴
蝶兰基地的培育温室，插有红、黄、
蓝、白等不同颜色标签的蝴蝶兰幼苗
长势不一，有的小芽尖尖，有的叶片
招展，还有的泛着荧光，被整齐地摆
放在通道两侧的移动苗床上。

“这里目前有 60000株蝴蝶兰幼
苗，都是我们通过杂交或自交，果荚
成熟后，无菌播种培养出来的蝴蝶兰
F1 代或 F2 代实生苗。”说起眼前的

“老朋友”，郑州市农业科技研究院花
卉研究室主任王俊脸上满是自豪。

据她介绍，郑州市农科院于 2001
年引进蝴蝶兰，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
累，花卉科研示范体系不断完善，现
已收集保存蝴蝶兰种质资源 400 余
份，每年配制蝴蝶兰杂交组合 300余
组，共筛选优株 1500余株、储备苗头
品系100多个。

“标签上的编号就像身份证一
样，说明了这株蝴蝶兰的杂交时间和
优 选 情 况 。”王 俊 指 着 一 个 标 有

“1930014”的标签说，“19指的是杂交
发生在2019年，30对应的是市农科院
的第 30个杂交组合，014对应的是组
合中优选的第14株。”

在蝴蝶兰生长的各个阶段，技术
人员都可以通过转动侧面的摇杆移
动苗床，从而近距离观察和记录幼苗
不同时期的生长特性。

“如果这个品系在观察试验中性
状突出，并且具备稳定性、一致性和
特异性，我们就可以申报新品种，把
它推广给花农。当年火遍全国的 11
号蝴蝶兰，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市
场的。”王俊说。

郑州市农科院位于郑州市中原区
郑上路北侧的这个蝴蝶兰基地，是我
国北方地区重要的蝴蝶兰新品种研发
中心之一。

“目前我们基地有 30多个蝴蝶兰
原生品种，每年筛选出蝴蝶兰优株600
余株、复选苗头品系20~30个。通过腋
芽培养、叶片培养等技术手段，已初步
建立起蝴蝶兰种质资源库。”王俊说。

在该基地的无菌接种室里，技术人
员正坐在工作台前，对蝴蝶兰花箭上的
腋芽进行无菌处理，切段后放入培养基
上，之后被送到组培室进行培养。

培养室内，一排排培养架上摆放着
密密麻麻的组培瓶，每个瓶子都标注有
品种名称和操作时间，其中的绝大多数
都已挤满了一株株绿色的嫩芽。

“这里的嫩芽分三种：一种是我们
的苗头品系，一种是杂交后代的实生
苗，还有一种是种质资源的更新换代
和扩繁。”郑州市农科院花卉研究室副
主任杨录军解释说，有些蝴蝶兰植株
没有腋芽或者花梗节间少，较难用常
规的腋芽进行组培扩繁，可用叶片来
培养新植株，并进行扩繁。

在探索蝴蝶兰种质创新的过程
中，郑州市农业科技研究院在 2019年
取得了《一种蝴蝶兰组织培养方法及
培养基》的国家发明专利。这种方法
有效提高了蝴蝶兰的生产效率，与传
统组培方法相较，幼苗生长周期缩短
了 10天，壮苗时间缩短了 14天，幼苗
成活率达95%以上。该院也因此建立
了简化、节本、快速的蝴蝶兰组培快繁
体系。

鲜为人知的是，培养一个成熟的
新品种一般需要 8~10年的时间——
从亲本选择杂交开始到果荚无菌播
种、杂交后代开花，大致需要两年，接
下来还要经过生产试验、多年多点的
区域试验进行观察，稳定性、一致性、
特异性越突出，新品种的培育也就越
成功。

“目前市场上蝴蝶兰花色以红色
为主，但是近几年，粉色系、黄色系、黑
色系等花色越来越受消费者欢迎，我
们今年准备向省里申报 5个自主培育
的新品种，其中就有一个偏黑色系，这
些新品种‘粉的更粉，紫的更紫’，优势
更加突出。”杨录军说。

田野里的新质生产力
系列报道

种质创新让蝴蝶兰更美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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