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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兰科植物是植物保育中的“ 旗舰”类群（ *+,- -./01）。中国不是兰科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但具有最复杂多

样的地理分布类型以及众多的原始类群，因此，开展对中 国 兰 科 植 物 的 研 究 和 保 育 是 世 界 兰 科 植 物 研 究 和 保 育 工

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介绍了目前 中 国 兰 科 植 物 研 究 和 保 育 的 现 状，分 析 了 与 国 际 同 类 工 作 相 比 存 在 的 差

距，并对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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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前言

兰科（<.KE>L,KF,F）是被子植物的大 科 之 一，全

世 界 约 有 &## 属 近 "# ### 种（ 7NS//L，%(63；

^.FMM+F.，%(($），广 泛 分 布 于 除 两 极 和 极 端 干 旱 沙

漠地区以外的各种陆地生态系统中，特别是热带地

区的兰科植物具有极高的多样性（I0MN,O/，%((3）。

中国典型热带地区所占面积不大，因而不是兰科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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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但由于中国跨越热带、亚热带

和温带 $ 个气候带以及具有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

中国不仅具有各个气候带的兰科植物区系和生态类

型，并 且 还 保 留 着 许 多 原 始 类 群（ 陈 心 启，!%&’，

!%"(，!%"%，!%()）。特别是中国 拥 有 广 阔 的 亚 热 带

地区和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等独特地理区

域，其相应的兰科植物区系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 陈心启，吉占和，!%%(）。兰科植物俗称兰花，在我

国有近 )*** 年的栽培历史（ 陈心启，!%()，!%(+），

是园艺花卉中的重要栽培植物。中国的野生兰花中

有许多是世界级的花卉名品，如兜兰属（!"#$%&#’(%)
*+,）、杓兰属（-.#/%#’(%+,）、独蒜兰属（!*’%&0’）、兰

属（-.,1%(%+,）、万 代 兰 属（ 2"0("）和 石 斛 属（ 3’0)
(/&1%+,）等。兰科植物的一些种类还具有很高的药

用价值，如 天 麻（ 4"56/&(%" ’*"6"）、铁 皮 石 斛（ 3’0)
(/&1%+, &778%0"*’）、金线莲（9+(%5%" (%58&*&/）等。

兰科植物多为珍稀濒危植物，全世界所有野生

兰科植物均被列入《 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的保护 范 围，占 该 公 约 应 保 护 植 物 的 %*, 以

上，是植物保护 中 的“ 旗 舰 ”类 群（ -./0 01234）。 因

此，开展对中国兰科植物的研究和保育是世界兰科

植物研究和保育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兰

科植物的复 杂 性 使 得 这 项 工 作 的 难 度 更 大。自 )*
世纪以来，有关兰科植物保育的基础研究和实际操

作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正被

广泛地运用 在 就 地 保 育（ %0 5%6+ 5267819/:;26）方 面，

如生境的恢复（ </=;:/: 1852981>）及植物回 归 和 复 壮

（4./6: 18?;6:12@35:;26 /6@ 187:;:3:;26）；而保护生物学

各个领域研究的深入以及教育普及工作的开展，也

极大地推动了迁地保育（ ’: 5%6+ 5267819/:;26）工作。

各种保育措施的整合现已成为许多保育策略和项目

的核心部分。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对兰科植物的研

究工作仍侧重于分类描述和系统学研究，有关保育

的许多基础性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些工作甚至

还未开展。笔者最近参加了在澳大利亚 A81:< 举行

的“ 第一届世界兰花保育大会”，了解到国际兰科植

物研究和保育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围绕

兰科植物保育而全面开展的各个方面的基础研究工

作，以及迁地保育方面各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如种

子库（ 788@ =/6B）、兰 科 共 生 真 菌 的 研 究 等 等，深 感

国内有关兰科植物保育的研究与国际同类工作相比

存在不小的差距，特撰此文，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

作用，引起国内同行及社会各方面对我国兰科植物

研究和保育工作的关注。

!" 中国兰科植物研究和保育现状

兰科植物保育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有赖于深入的

研究工作以提供科学依据和资料。一般来讲，保育

工作涉及两个基本问题：首先要确定哪些类群受到

威胁，急需开展保育工作；其次是如何采取有效的保

育措施来保护和繁育这些类群。确定受威胁类群所

依据的基本资料涉及到分类学、系统学以及生物地

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制定有效的保育措施则要求必

须对兰科植物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涉及到生物

学特性、居群生物学、居群生态学、繁殖生物学等各

个学科的综合研究。

!# $" 中国兰科植物研究现状

!% $% $" 分类、系统和生物地理学研究现状 " 中国兰

科植物的分类和系统学研究始于 )* 世纪 $* 年代，

奠基者是唐进、汪发缵两位教授。经过三代兰科分

类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兰科植物志（ 共 $ 卷）终于

在 !%%% 年 正 式 出 版（ 郎 楷 永 等，!%%%；陈 心 启 等，

!%%%；吉 占 和 等，!%%%），共 记 载 中 国 兰 科 植 物 !"!
属 !)+" 种。兰科植物种类比较丰富的一 些 省 份 如

海南、云南、四川和广西等地方性兰科植物专志也已

完成，正在编纂或印刷过程中。此外，近 )** 篇有关

中国兰科植物分类、系统和进化的研究论文也陆续

在国内外发表。这些工作不但为正确鉴定和命名中

国兰科植物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制定兰科植物保护

策略提 供 了 基 本 的 参 考 数 据，同 时 也 为 我 国 履 行

《 野生动植 物 濒 危 物 种 国 际 贸 易 公 约》提 供 了 科 学

依据。与其他生物类群一样，兰科植物的地理分布

往往是不均匀的，存在一些明显的“ 分化中心”、“ 生

境多样性中心”或“ 特有中心”等。确定这样的中心

地区，对制定兰科植物就地保护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因而是一个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我国学者从植物

区系的角度对兰科植物分布的式样进行了许多有意

义 的 探 讨（ 郎 楷 永，!%(*，!%($/，=，!%(’，!%(&，

!%%*，!%%+；吉占和，!%%$；C<86，!%($，!%%&；陈心

启，!%%(），但从就地保护的角度确定兰科植物就地

保护重点或热点（<2: 742:7）地区仍需进一步的调查

和研究。

!% $% !" 居群生态学和生物学研究现状 # 居群生态

学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不同物种对生境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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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也是我们分析物种受生态因素威胁状况的重

要资料来 源。《 中 国 植 物 志》对 兰 科 植 物 每 个 种 的

生境均有简 单 的 记 述，一 些 基 本 的 资 料 如 土 壤、坡

向、伴生植物等在少数类群中也有较详细的记录，如

兜兰属（%&’ &) ./( ，$)))；*+’,, - ./0，$))1，$)))；

*+’,, &) ./( ，$))1，$)))2，,，3，4；./0，"55$）和其他

少数种类!"。但 由 于 中 国 兰 科 植 物 极 为 复 杂 的 生

态环境，需要对更多的代表类群进行详细的生态调

查，才能对物种所受生态因素的影响进行较为客观

的评估，从而为有效地进行就地保护提供基础和指

导。

居群生物学包括居群统计学（ 46708+29:;）、居

群遗传学（ 909/<2=’0> 86>6=’3&）和 传 粉 生 物 学（ 90<<’?
>2=’0> ,’0<08;）等 许 多 内 容。 居 群 统 计 学 研 究 是 制

定保护策略的重要依据之一。兰科植物的一些种类

居群密度相当高，每公顷面积上可生长数千株个体，

但也有些种类的居群密度非常低，每公顷仅有少数

几株。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居群遗传结

构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对物种及居群的恢复

和重建至关重要，可以为保护特定的基因型提供准

确指导，可以确定重建居群的变异程度以及了解居

群之间是否通过交配和基因流而发生联系。这方面

的研究我 国 仅 在 兜 兰 属 和 独 花 兰 属（ 01.-2-"&-".）

等少数类群中开展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 .’ &) ./( ，

"55"2，,）。传 粉 生 物 学 的 研 究 对 兰 科 植 物 的 保 育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大多数兰科植物与传粉昆

虫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完美的协同进化关系，有些

甚至形成了一对一的专性传粉关系；如果传粉者受

到威胁，就会直接影响到相应兰科植物的结实能力，

从而影响到该种兰科植物的生存。特别是在为受威

胁物种制定恢复（ +630@6+;）方案时，要制定一些特殊

的措施来保证传粉者对受威胁物种进行长期、有效

的传粉活动，这就必须要有传粉生物学研究作为基

础。我 国 目 前 已 开 始 开 展 这 方 面 的 研 究（ ./0 -
*:6>，$)))），但类似的工 作 还 太 少，对 我 们 制 定 保

育策略极为不利。

研究兰科植物的生活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维

持该物种生存的生态环境及其生活史的不同阶段所

需的最佳生境，以及为创造或维持最佳生境所必需

采取的管理措施。毫无疑问，生物学特性的研究数

据对于有效管理野生兰科植物居群以及预测它们的

未来命运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我国仅

有极少数兰花物种有生活史和生物学特性方面的报

道（ 刘 芳 媛，张 应，$)!A；周 铉，$)1$；翁 恩 生 等，

"55"），对兰 科 植 物 个 体 在 自 然 条 件 下 的 寿 命 及 其

居群的年龄结构等方面仍然知之甚少。

!" #" $% 繁殖生物学研究现状 % 利用组织培养的方

法进行大规模克隆繁殖（ 3<0>6 9+09282=’0>），无疑可

以减轻对野生兰科植物的采集压力，但到目前为止

仅有少数 兰 科 植 物 在 组 培 上 取 得 了 成 功。 我 国 在

"5 世纪 !5 年代末就开始进行兰属植物组织培养方

法的 研 究，并 取 得 了 阶 段 性 成 果（ 孙 安 慈，个 人 通

信），但尚 未 得 到 广 泛 应 用。目 前 组 织 培 养 方 法 主

要用 于 蝴 蝶 兰（ &=2>42+4 31./.&-#4("(）、大 花 蕙 兰

（ &=2>42+4 0*56"$"75）以 及 其 他 杂 交 观 赏 兰 花 的 生

产。另一方面，兰科植物的种子非常细小，一个蒴果

中有几十万到上百万粒种子，因而利用种子进行萌

发也可以达到大规模繁殖的目的。由于兰科植物微

小的种子本身无法贮存养分，自然条件下，其种子萌

发阶段完全 依 靠 菌 根 真 菌 为 其 提 供 养 分（ 陈 心 启，

吉占和，$))1；B0090C’=D，"55$）。兰科植物成年植

株对共生真菌的依赖程度不同，一般来说，地生类兰

科植物较附生类依赖程度更高。在人工条件下附生

兰和地生兰的一些种类均可以在无菌条件下生长。

尽管如此，研究兰科植物与共生真菌的关系以及利

用共生真菌来促进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已成为兰科

植物繁殖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有关药用植物天

麻（8.()’#". &/.).）与 共 生 真 菌 关 系 的 研 究 最 为 典

型，B/&2>0（$)$$）首先报道了天麻的营养生长与共

生真菌———密环菌（9’5"/.’"&//. 5&//.）之间的关系，

为人工无性繁殖栽培天麻奠定了基础；而徐锦堂等

（$)1$）以及徐 锦 堂 和 郭 顺 星（$)1)）发 现 了 天 麻 种

子在萌发阶段所必需的另一种共生真菌———紫箕小

菇（:*,&-. #(57-$",#/.），则为天麻有性繁殖的成功

提供了可能。毫无疑问，这两个重大的发现使得我

国天麻人工繁殖取得了完全成功。类似的工作在细

叶 石 斛（ ;&-$’#6"75 1.-,#,<""）、墨 兰（ 0*56"$"75
("-&-(&）、铁皮 石 斛（;&-$’#6"75 #==","-./&）和 花 叶 开

唇兰（9-#&,)#,1"/7( ’#>67’21""）等种类中也开展过一

些（ 郭 顺 星 ，徐 锦 堂 ，$))52，,；范 黎 等 ，$))E；郭 顺

! ./0 F G，"55H( I> 244’=’0> =0 =:6 *:’>6&6 J29+09:;=’3 K+3:’4&—2
>0=6 0L ?4"4#2"75 @.4#-",75 L+07 *:’>2( A’,1"$ B&%"&C，（ ’> 9+6&&）
" ./0 F G，"55H( %:6 =+/6 ’46>=’=; 0L D.6&-.’". 47’47’&#47-,).). B(
F( .2>8，2 4’&=’>3=’@6 0+3:’4 L+07 &0/=:62&= M’D2>8 2>4 >0+=:62&= N>4’2(
A’,1"$ B&%"&C，（ ’> 9+6&&）



! 期 罗毅波等：中国兰科植物保育的现状和展望 "#$$$

星，范黎，!%%"；郭 顺 星 等，!%%%），但 未 能 在 这 些 兰

科植物的人工栽培和繁殖中取得较大的突破。

!" !# 中国兰科植物的保护现状

由于兰科植物的重要性，不少国家和地区将本

地区所有野生兰科植物置于其法律保护的范围。由

于种种原因，我 国 尚 未 将 野 生 兰 科 植 物 列 入《 国 家

重点保护野 生 植 物 名 录》，兰 科 植 物 的 保 护 在 我 国

尚缺乏法律 依 据。!%%& 年 出 版 的 中 国 植 物 红 皮 书

（ 第一册）（ 傅立 国，!%%&）也 仅 列 入 " 种 兰 科 植 物。

尽管我国自 &’ 世纪 (’ 年代中期开始建立自然保护

区，而且这些保护区在保护兰科植物及其生境等方

面已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兰科植物的保护在中国仍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境的破坏和

丧失以及人为过度采集。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针

对兰科植物而设立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或保护

点。众所周知，兰科植物的营养体非常类似，仅靠营

养体是难以准确鉴定的，正是基于这种实际操作上

的困难，《 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将所

有兰科植物列于其附录中。而我国仅 " 种兰科植物

被列入植物红皮书，给实际保护和管理带来了许多

困难。因此，许多自然保护区的物种编目中兰科植

物种类收集不全，有些甚至没有兰科植物。上述种

种问题的存在使得保护区对兰科植物的就地保护作

用遭到严重削弱。迁地保护方面，尽管全国不少机

构收集引种了一定数量的兰科种类，但主要是以引

种为目的，真正意义上的迁地保护工作目前尚未开

展。

!" $# 中国兰科植物持续利用现状

我国栽培 兰 花 的 历 史 已 有 &’’’ 余 年（ )*+, -
./,0，!%1&），但整体上兰科植物的利用仍处于直接

从自然界获取的低级阶段。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

因在于以 下 几 个 方 面：!）繁 殖 方 法 没 有 突 破 性 进

展。我国目前除天麻和铁皮石斛等极少数种类大规

模人工栽培获得成功外，其他野生兰科植物仍然依

靠传统的分株繁殖，繁殖效率低，且要求有很大的母

株库，即需要有很大的繁殖基数才有可能达到规模

繁殖的目的。&）人 工 杂 交 育 种 没 有 得 到 发 展 和 普

及，仍主要依赖从野生植株中进行品种筛选。以国

兰为例，早在 !’’’ 多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从野生植

株中筛选栽培品种，但到目前为止仍然停留在这种

阶段。为了得到一些稀有品种，一些商家不惜成吨

收购野生植株，从中选取极少量稀有品种后，将大部

分植株作为垃圾扔掉，这对兰花资源无疑是一种毁

灭性的利用。如果利用人工杂交方法进行定向杂交

组合，所得到的变异品种肯定比自然界的天然突变

品种要丰富得多，并且也容易得到理想的品种。蝴

蝶兰工业化生产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如果没有人工杂交后代，今日如此丰富多彩的蝴蝶

兰品种系列是无 法 想 象 的。#）野 生 兰 科 植 物 资 源

利用方法单一。我国有如此丰富的兰科植物生态类

型，是开展兰花生态旅游的理想地区，但极少有风景

旅游区或自然公园将野生兰花植物作为旅游资源来

开发和利 用。这 方 面 我 们 急 需 借 鉴 国 外 的 成 功 经

验。2）野 生 药 用 兰 科 植 物 资 源 开 发 无 序。 作 为 药

用植物，野生植株如果能得到合理利用，每年能产生

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但目前我国由于在采集方式

和采集量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失控，野生资源受到毁

灭性的破坏，更谈不上采取人工“ 回归”（ 3+45,63789:4
657,）、改善生 长 环 境、增 加 居 群 数 量 和 产 量 等 科 学

管理措施。

$# 研究和保育工 作 与 国 际 同 类 工 作 相 比 存

在的主要差距

通过 这 次 ;+36* 会 议 可 以 看 出，我 国 在 兰 科 植

物研究和保育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较明显

的差距。特别表现在以下 # 个方面：!）保育目标的

确定。一个物种的保育，必须建立在对这个物种进

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限制，

这种全面的基础研究只有在一些最重要的保护类群

中才能开展。因此，集中有限的资源对这些最重要

的类群进行全面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一些保育工

作做得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如澳大利亚，已经有明确

的重点保护种类和保护地区的名录，而我国至今还

没有一份类似的 名 录。&）在 居 群 水 平 上 对 兰 科 植

物进行监测（<7,5673）是 判 断 管 理 措 施 是 否 有 效 的

主要方法，它不仅可以监测兰科植物的自然生长状

况，还可以定期评估管理措施的实际效果。多年连

续的监测活动还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兰科植物居群自

然变化的过程，从而可以确认个体数目的变化是受

人为影响还是受其本身自然变化的影响。因此，对

保护类群在居群水平上进行监测是反映实施人工管

理措施成效的最主要的指标。国际上已有很多成功

的 例 子（ =69:>+?，!%@"；./<<，!%"&；A96:*5,0B，
!%1"；C+*3*7DD，!%1%）。#）迁地保护。当某种兰科



!"### 生 物 多 样 性 # # !"#$"%&’(")* +,"&-,& $$ 卷

植物的生境面临完全丧失的危险或受到过大的商业

采集压力时，迁地保护就成为惟一可行的保育措施。

生境丧失和过度采集在我国十分严重，但我国目前

在迁地保护方面的组织协调性比较差，尚未形成迁

地保护网络。以 兜 兰 属（ ./01"#0&$"234）为 例，有 不

少研究机构和花卉公司均开展过该属的迁地保护工

作，但是，由于没有居群遗传学研究资料或相关研究

作基础，使 得 这 些 工 作 的 实 际 保 护 效 果 大 为 降 低。

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使得迁地保护工作

本身就已经对我国野生兜兰属植物构成了一定程度

的危害。更遗憾的是，一些机构因缺乏后续资金以

及科学的管理方法，曾经收集到的许多资源也已经

遗失。迁地保护存在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方法和技

术落后。应用于兰科植物迁地保护的一种重要方法

是利用共生 真 菌 促 进 兰 科 植 物 种 子 萌 发 和 幼 苗 生

长，从而达到大规模繁殖的目的。该项技术是目前

国际上常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技术，它不仅可以提

高种子的萌发率，而且还可以促进幼苗生长以及花

芽的形成和分化，缩短兰科植物的开花周期。采用

共生真菌培育的植株更适合于移栽到自然环境，有

利于开展“ 回 归”工 作。遗 憾 的 是 我 国 对 兰 科 共 生

真菌的有关研究重视不够，仅在天麻等少数类群中

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

!" 中国兰科植物研究、保育策略和发展方向

的探讨

!# $" 加强兰科植物生态学、居群生物学、分类以及

地理分布的研究

准确、全面 地 收 集 每 个 种 的 分 布 地 点、繁 殖 特

征、传粉媒介、生境需求、相对居群数量和大小以及

居群的遗传结构等基础资料，既是科学评价物种濒

危等级的重要依据，也是制定具体保育措施的科学

基础。通过几十年的工作和积累，我国兰科植物研

究者基本掌握了中国兰科植物的分类和分布状况。

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从事兰科植物研究的人员有

限，调查覆盖的地区以及调查的深度均受到一定限

制。现有关于兰科植物的资料，特别是有关地理分

布方面的资料仍很欠缺，如在贵州东北部发现了硬

叶兜 兰（ ./01"#0&$"234 4",’#/’-134 ）新 的 分 布 点

（%&’(( &) /2) ，*++*）；许 多 新 类 群 的 发 现 和 新 的 分

布记录报道（%&’(( , %-./，$000；陈心启等，*++$；

钱义咏，*++$；张 建 勇 等，*++$；陈 心 启，罗 毅 波，

*++*；1234.&，*++*；金效华等，*++*；郎楷永，萧丽

萍，*++*；刘 仲 健，陈 心 启，*+++5，*+++(，*++$，

*++*；刘仲健，张建勇，*+++，*++$，*++*；刘 仲 健

等，*+++，*++$，*++*5，(；罗毅波，陈心启，*++*）均

表明兰科植物的分类和地理分布调查仍有大量工作

要做。此外，除兜兰属、独花兰属等少数种类外，绝

大多数种的生态学和生物学特征、居群数量和大小

以及居群遗传结构等方面的工作仍是空白，这必然

影响对兰科植物物种濒危级别的准确认定以及保育

策略的制定。因此，继续加强对兰科植物的基础性

研究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 %" 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确定中国重点兰科植物

保育种类和重点保育地理范围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进行物种就地保护的有效方

式，特别是兰科植物，由于鉴定和识别难度较大，而

我国目前又 未 将 整 个 兰 科 植 物 纳 入 保 护 法 律 系 统

下，使得建立自然保护区成为保护兰科植物的惟一

途径。因此，尽快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在兰科植物

种类丰富的地区建立保护区、保护小区、保护点和禁

采地，是实行就地保护的当务之急。在迁地保育方

面，由于受到人力、物力资源的限制，必须根据实际

情况制定出一个最需要采取保护措施的兰科植物种

类名单，根据这个名单开展各个方面的工作。

!# &" 加大规 模 繁 殖 方 法 的 研 究，积 极 开 展“ 回 归”

工作

规模繁殖不仅可以为迁地保护提供技术上的可

行性，而且是开展“ 回归”工作和恢复野生居群的基

础。规模繁殖成功还可以极大减缓对野生资源的需

求压力。因此开展规模繁殖的研究是目前中国兰科

植物保育 工 作 中 最 为 迫 切 也 最 为 重 要 的 课 题。 此

外，在开展“ 回 归”工 作 时，要 注 意 与 居 群 遗 传 学 研

究相结合，以便于评估“ 回归”植物对原产地生境的

适应过程以 及 对 野 生 植 株 生 态 和 遗 传 学 方 面 的 影

响。

!# !" 加大对兰科植物保护重要性的宣传力度，促进

兰花生态旅游的发展

近年来，人们对保护环境和野生动植物的关注

程度越来越高，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兰科植物这

种小型植物的保护意识远不及对树木的强，相当多

的人认为兰科植物不是受保护的类群。此外人们一

般仅关心兰科植物的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而基本

上没有意识 到 其 潜 在 的 旅 游 价 值。实 际 上 早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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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 代 初 兰 花 生 态 旅 游 就 开 始 在 国 际 流 行。

我国兰科植物种类和生态类型比较丰富，尤其是亚

热带和高山兰科植物更是我国独有的资源，开展兰

花生态旅游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 #$ 建立中国兰科植物研究和保育的信息交流网

络

由于兰科植物的栽培和繁殖技术难度较大，仅

仅依靠传统的方法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中国有许

多兰花爱好者，他们常收集国兰等多种兰花品种，因

此，若能将各地有关的科研机构、栽培爱好者等组织

起来，建立中国兰科植物研究和保育信息交流协作

网络，介绍先进的栽培和繁殖方法，交流各地有关兰

科植物的栽培信息和资料，一定能促进我国兰科植

物研究和保育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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