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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蘭雜交育種之研究 
易美秀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 

 

摘  要 

本場至目前為止有 15 個文心蘭雜交組合，通過英國皇家園藝學

會審查登錄，所登錄的新品系有台中場：黃金寶藏、火山、魔術師、

快樂、公主、可愛之星、芳香、宴會、魅力、紅寶石、可愛、貴族、

幸運、足跡及白雪等 15 個品系。99 年 10 月文心蘭台中 1 號金幣已

通過品種權審查，目前擬將其定位於盆花使用，99 年有 3 個雜交種

子無菌播種後順利發芽，將繼續培育後，作為將來選拔優良單株之

用；99 年度選拔出 12 株優良單株，品系繁殖後擇優行品種權申請；

具香味優良單株，經品系組織培養後，已行出瓶培育，待開花後更確

定其特性後再擇優行品種權申請。 

 

中英文關鍵字：文心蘭 Oncidium、育種 Breeding。  

 

前  言 

文心蘭(Oncidium)原產於中、南美洲，由美國南端佛羅里達至墨

西哥、巴拉圭、秘魯、巴西至阿根廷等地都有發現。原生種約有 750

種(Cerald and Parisot, 1993)。文心蘭屬可和近緣屬交配，由二屬交配

至六屬交配皆有可能交配成功(Monnier, 1985;Carpenter, 1980;Howard 

Liebman,1983)。近幾年臺灣文心蘭的栽培面積日益增加，由於其切花

不僅可供國內市場，亦供外銷日本，頗富生機；另外文心蘭盆花市場，

由於其與近緣屬的交配，產生花形、花色新穎品種，亦深具市場外銷

潛力，深獲產業重視。文心蘭目前已有許多研究，涵蓋施肥(徐,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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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度(徐,1997；李,1998)、溫度(李,1998)、光週期調節花期(徐,1997)、

親緣分析(陳等,2000)，以及體胚繁殖(Chen et al., 1999)等。雖然這些

研究已能解決部份的栽培和繁殖問題，但以長遠的發展而言，育成文

心蘭自有品種，才能提昇臺灣文心蘭產業的競爭力。目前有許多農民

轉作日本育成的純黃品種，但每支切花需被日方收取 5 元日幣權利

金，這亦相對減少了農民實質收益。 

 

內  容 

本場至目前為止有 15 個雜交組合，通過英國皇家園藝學會審查

登錄，所登錄的新品系有台中場：黃金寶藏、火山、魔術師、快樂、

公主、可愛之星、芳香、宴會、魅力、紅寶石、可愛、貴族、幸運、

足跡及白雪等 15 個品系。 

新交配種簡介： 

1.台中場黃金寶藏：為薄葉種 4-6 月及 11-12 月可開花，花序長約 45cm

具分叉性，花徑約 4cm，花黃色帶有褐色斑，於唇瓣基部有紅色或

褐色斑，花色對比強烈。栽培溫度不宜超過 30°，其分枝和花序的

美感較能呈現。 

2.台中場火山：為薄葉種，12 月可開花，花序長 42cm，具 5 分叉枝，

花徑 4.0cm，花色為紅色，於文心蘭中較為稀有。 

3.台中場魔術師：為薄葉種，10 月開花，花序長 50cm 具分叉性，花

徑約 3.0cm，剛開的花為黃花，盛開後轉為白花帶有紫紅色斑點，

頗富趣味。栽培溫度不宜過高，方能表現出其優良特性。 

4.台中場快樂：為薄葉種，3 月開花，花序約 70cm，帶有 7 個分叉枝，

花徑約 3.1cm，花色灰橘色帶有臘質，具香味，一盆可同時抽出許

多花梗。為少數能於平地種植的美麗又芳香的花種。 

5.台中場公主：為薄葉種，葉不具生理性斑點，6 月開花，花序長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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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cm，帶有 6 小分叉枝，花徑約 3.7cm，花紫紅色白唇，具有高雅

的氣質。 

6.台中場可愛之星：為劍葉種，10 月開花，花序長 20 至 40cm，具分

叉性，花徑約 4-5cm，子代間具有不同花色，有的一盆可抽出多枝

花梗。適合居家擺設及桌面花使用。 

7.台中場芳香：薄葉種，株形像香水文心，但葉無生理性斑點，於 4

月開花，花序長約 98.7cm，帶有 12 個短分叉枝，花徑 3.9cm，花

具香味，花為黃花帶褐色斑。花枝剪下瓶插亦能耐久，觀賞日可達

11 日。 

8.台中場宴會：薄葉種，於 4 月開花，花序長 69.3cm 具 5 分叉枝，

花徑約 3.8cm，萼瓣及花瓣為褐色具黃邊，唇瓣為白色於基部具褐

色塊斑。 

9.台中場魅力：為薄葉種，於 3 月開花，花序長 86.5cm 具 5 分叉枝，

花徑 4.5cm、萼瓣及花瓣褐色具黃色邊，唇瓣白色於基部具紫紅色

塊斑。唇瓣具有蓳花蘭的特徵，較為優美。 

10.台中場紅寶石：為迷你種，於 2 月開花，花序長 28cm 具有分叉性，

花徑約 1.8cm，花形有如虎頭蘭縮小版 、花朵紫紅、唇瓣橘黃帶紅

色斑點，好種又迷人，可於農曆過年前後開花。適合作為居家、都

會區辦公室桌上擺設使用。 

11.台中場可愛：為劍葉種，於 2 月開花，花序長約 25cm 具分叉性，

花徑約 2.2cm，整盆花序梗數多，花色為紅、粉紅或紫紅。適合作

為居家、都會區辦公室桌上擺設使用。 

12.台中場貴族：為寬葉薄葉種，於 10 月開花，花序約 60cm 具少數

分叉枝，花黃色帶褐色斑，花徑約 4.4cm。 

13.台中場幸運：為薄葉種，於 3 月開花，花序長 75cm 具分叉性，花

徑 2.2cm，黃花帶褐色條斑，唇瓣具紅色塊斑。 



216 
 

14.台中場足跡：為薄葉種，10 月開花，花序長 81.8cm，具 8 分叉枝，

花具香味，花徑 3.7cm，萼瓣及花瓣為淡綠色帶有褐色塊斑，唇瓣

為白色帶有褐色塊斑。 

15.台中場白雪：為薄葉種，株型較為直立，開花期不定，花序長約

60cm，具 4 分叉枝，花徑 2.2cm，萼瓣及花瓣為白色帶有紫紅色斑

點，唇瓣為白色而中間瘤狀物為黃色，對比強烈。其白花的特徵或

許可再供育種使用。 

文心蘭台中 1 號金幣由 Onc. Gower Ramsey ‘Volcano Queen’ 與

Onc. Hamana  Elfin 雜交而來，屬文心蘭種間雜交種。植株小型，呈

斜上；具假球莖，葉長披針形，橫斷面凹型； 總花數約 44 朵；黃

花系，花徑 3 - 4cm；萼瓣、翼瓣具灰紫色斑；唇瓣具灰橘色斑。 

台中 1 號金幣適合文心蘭盆花利用，花序具分叉特性，花為黃

色具灰紫斑，花色對比明顯亮麗、花瓣厚、於夏、秋季開花，2008

年通過 R.H.S 登錄，2010 年取得植物品種權，為國內第一個由試驗

單位育成的文心蘭品種。 

2010 年在雜交授粉部份有 7 個組合結莢，獲得 22 個蒴果播種，

有 3 個組合種子可發芽，在優良單株選拔方面選出 12 株優良單株，

具香味優良單株，經品系組織培養，目前已進行出瓶後培養。 

本場文心蘭雜交育種，未來將重要點放於既有優良單株的品系繁

殖，品種權申請、取得，擇優釋出品種，此外亦將不斷收集新種原、

授粉以增加獲得新品種的機會，切花育種雖有其難度，但仍希望能選

得適合單株，因文心蘭切花的產值大於盆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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