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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 羅 氏 兜 蘭 （ P a p h i o p e d i l u m  
rothschildianum（Reichenbach 
fil.）Stein） 

原產於婆羅洲的東北部Kinabalu山低海

拔約500-1,200公尺的熱帶雨林中，由德國

研究蘭科植專家Heinrich Gustav Reichenbach於

1888年將其發表為新種，命名為Cypripedium 

ro t h sch i l d i a num  Re i c henbach  f i l .發表於

《Gardener's Chronicle 3rd series》專書，第三

卷457頁上。其種名的命名是為了紀念Baron 

Ferdinand Rothschild（1839-1898年），他是英

國維多利亞（Victorian）時代最有名的蘭花栽

培者，同時也是當時蘭花販售業中最有名的

購買客。1892年由德國植物學家Berthold Stein

將其新組合在兜蘭屬下，完成這種兜蘭正確

的命名。

記述全世界原生種的
文、圖／應紹舜

兜蘭
 <<  接續上期  >>

清新脫俗的兜蘭 4

圖14. 羅氏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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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種蘭花於1887年5月由有名的比利時

園藝業者Jean Jules Linden引進歐洲栽植； 

1888年初，英國St. Blbans地區的Sander父子

公司也曾引進至英國栽植。Heinrich Gustav 

Reichenbach用以發表新種的材料就是來自於

Sander父子公司，當時他們並稱這些材料來

自新幾內亞（New Guinea），這是由於園藝

業者基於業務競爭的關係，對其原生地加以

保密而加以誤導；其實，這種蘭花真正的原

生棲地是在婆羅洲的東北部，而且其生育地

只限於在Kinabalu山低海拔約500-1,200公尺森

林內。

由於Sander父子的誤導，其原始的原生

地一直是撲朔迷離而無解，一直到1950年代

的後期在Kinabalu山低海拔地區有二個族群被

發現；1959年許多開花的植株被採集用來裝

飾屋舍內，以歡迎英國Philip王子到訪沙巴州

首府亞庇（Kota Kinabalu），這些美麗而壯觀

蘭花的出現才引起了全世界蘭花採集者的注

意，有些蘭花最終被用為人工繁殖的素材，

今日許多栽培的羅氏兜蘭都是這一批蘭花的

後代。 

1979年在Kinabalu國家公園附近地區發

現了第三個族群，由於無國家公園的保護，

很快地受到農耕、伐木、開礦及商業使用

等因素而消失。國家公園曾試圖引進栽植

在國家公園內，不幸地是1980年代後期由

於林火而將生育地整個焚燬。《The Genus 

Paphiopedilum 2nd edition》的作者Philp Cribb， 

1998年指出目前僅有三個生育地中，有二個

在Kinabalu國家公園範圍內，雖然受到法令保

護，但對盜獵者而言，並不是全然安全的。 

Philp Cribb在書中指出「在短時間內此這些族

群都會被盜獵者趕盡殺絕」。

地生或著生蘭，葉基生，二列狀排列，

狹橢圓形或條狀，長可達60公分，寬4.5-7.5

公分，表面綠色，具有光澤，背面淡綠色，

不具任何斑點或斑塊。花3-6枚，大型，顯

著，開放時徑可達14-25公分，呈總狀花序

排列；花莖長40-60公分，具有毛茸，後萼片

及合生萼片略大，卵形，白色而有紫紅色條

紋；花瓣線形，狹，先端漸尖，有紫紅色細

條紋，基部邊綠有毛茸；唇瓣大，拖鞋狀， 

紫紅色，有條紋。

Atwood氏1985年論文指出本種蘭花的

授粉機制為花萼及花瓣會吸引寄生的蠅類 

（parasitic files）注意，認為是一群蚜蠅，而

將卵產於假雄蕊（staminode）上，在產卵的

動作中，蠅類的毛茸碰觸到柱頭，而將原先

將帶的花粉塊掉落至柱頭內，完成授粉的工

作；由於碰觸到柱頭，也會帶一些新的花粉

塊到其他的花上；本種花上能發現一些蠅的

幼蟲（larvae）得到證明。多生長於超鎂鐵質

的土壤（ultrmafic soil），但有時亦生長於河

谷旁石灰岩多枝葉層超鎂鐵質的峭壁上。本

種親和力甚強，能跟多兜蘭雜交，形成雜交

種。

十 五 、 山 德 氏 兜 蘭 （ P a p h i o p e d i l u m  
sanderianum（Reichenbach fil.）
Stein）

1885年Sander父子園藝公司的植物採集

者J. Foerstermann在婆羅洲西北部的Gunung 

Mulu地區的山地的森林中，採集到一種兜

蘭，其最大的特徵是具有將近一公尺長的帶

狀花瓣，令人十份驚訝。Tennison-Woods 於

1889 年曾宣稱這種特殊的蘭花, 自有其殊的

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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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Heinrich Gustav Reichenbach將其

發表為新種，命名為Cypripedium sanderianum 

Richenbach fil. 發表於《Gardener's Chronicle 2nd 

series》專書，第二十五卷554頁上，其種名

的命名是為了紀念英國有名的園藝學家Henry 

Frederick Sander（1847-1920年）；1892年由

德國植物學家Berthold Stein將其新組合在兜蘭

屬下， 完成這種兜蘭正確的命名。 

二十世紀初期，山德氏兜蘭已經無人

栽培，野外也找不到新的植株，一般皆以

為已經滅絕了，僅能在圖畫或油畫中才能

看到，但也不是輕易能見到，如僅能在收藏

Kew Garden標本館的John Day剪貼薄裡才能

見到；又如由Sander父子園藝公司1898年出

版的《Reichenbachia》專書由有名的 Walter 

Hook Fitch（1817-1892年）所繪的圖中可見；

其他如1889年出版的《The Proceedings of the 

Linnean Society New Southern Wales》，1886年

德國出版的《Gartenzeitung》，1889年Veitch 

的著作《A Manual of Orchidaceous Plants》及

1896年出版的《Gardeners' Chronicle》才看得

到。

這種蘭花變得如此迷離撲朔，因而其存

在引起人們質疑，1974年Schaffer曾認為它可

能是羅氏兜蘭（Paphiopedilum rothschildianum  

（Reichenbach fil.）Stein）的一個雜交種，或

是羅氏兜蘭產生的一個怪物（monstrosity） 

。 1 9 7 8 年 山 德 氏 兜 蘭 在 婆 羅 洲 砂 撈 越 

（Sarawak）被Ivan Nielsen重新發現；1980年

代初期，在加州蘭花交易市場上，本種蘭花曾

被叫價到美金一萬元以上，可見其珍貴程度。

1985年奧地利工程師Paul Mattes在婆羅

州發現此種蘭花的生育地，趁便帶回數株植

株到歐洲大陸，其中二株生長在德國法蘭克

福植物園內，於當年聖誕節前開出壯麗的花

朵，轟動一時。此後，又有數個此種蘭花採

圖15-1. 山德氏兜蘭的生育地

圖15. 山德氏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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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引進到歐洲，因而人工繁殖就逐漸推廣

開來。

地生或岩生蘭，葉基生，4～5 枚，二

列狀排列，帶狀，長35～45 公分，寬4～6公

分，表面呈有光澤綠色，背面淡綠色，不具

任何斑點或條紋。花通常2～5枚生長於花莖

上，同時開放，徑7～10公分，紅褐色，三月

末至六月間開放，可長達5～7星期；後萼片

直立或呈拱形，花瓣帶狀，長可達1 公尺，

捲曲狀，唇瓣鞋狀，先端紅褐色，基部黃

色，染色體2N=26。     

本種生育地多生長於Gunung Mulu國家公

園內，海拔約100-500公尺之東南面向的垂

直石灰岩之絕壁上，其生長處多苔蘚類及腐

質層，水常滲流之岩石裂隙處。本種不僅生

育地稀少，而活體個體數也相對地少，且其

數量持續減少中，因而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

國際貿易公約（CITES）已將其列為瀕危種 

（endangered species, CR）。  

十 六 、 雙 花 兜 蘭 （ P a p h i o p e d i l u m  
dianthum  T. Tang & F.T. Wang） 

本種在中國大陸稱之為長瓣兜蘭，由大

陸蘭科植物大師唐進（1897-1984年）及汪發

纘教授早在1940年共同發表的新種；其種名 

dianthum拉丁文有雙花（二朵花）的意思，

故名。本種多見於常綠闊葉林海拔約1,000～

2,300公尺的石灰岩之峭壁、多苔蘚類或腐植

質的裂隙處，見於廣西西南部、貴州西南部

及雲南東南部，越南北部亦可見之。

岩生蘭，葉基生，二列狀排列，帶狀，

長15～30公分，寬3～5公厘，表面綠色，背

面淡綠色，不具任何斑點及條紋，先端淺二

裂。花二至五枚，呈穗狀花序排列，開放時

徑可達8～10公分；花莖直立或略呈拱形，

綠色，無毛茸或略有短柔毛；後萼片及合

生萼片白色有綠色基部及淡黃色脈；花瓣線

形或狹帶狀，捲曲狀，淡綠色或淡黃綠色並

有深色條紋或褐紅色暈，從中部至基部邊緣

波狀，可見數個具毛的黑色疣狀突起或長柔

毛；唇瓣倒盔狀，基部具寬闊、長達2公分

的柄；囊近卵狀圓錐形，長2.5～3公分，寬

2～2.5公分，囊口極寬闊，兩側各有1個直

立的耳狀物，囊底有毛；退化雄蕊倒心形或

倒卵形，先端有彎缺，上面基部有一個角狀

突起，沿突起至蕊柱有微柔毛，背面有龍骨

狀突起，邊緣具細緣毛。花期為七月至十月

間；染色體 2n=26。

本種在中國大陸僅有的幾種多花性兜蘭

之一，屬國家一級保護植物，也是蘭花育種

專家作為雜交育種的優秀親本之一。開花時

姿態美觀，花形優雅，為觀賞花卉之上品，

常栽植供觀賞。根據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

本種蘭花必須依靠昆蟲傳粉才能結實。而雌

性黑帶食蚜蠅Episyrphus balteatus是雙花兜蘭

圖16. 雙花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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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傳粉者，並且這種兜蘭是通過模擬繁

殖地來欺騙食蚜蠅傳粉的。（見羅氏兜蘭授

粉部份）。

十七、民答那峨兜蘭（Paphiopedi lum  
adductum  Asher） 

本種由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植物學者

James H. Asher Jr.（1941-）於1983 年菲律賓

民答那峨島中北部的Bukidnon省約1,300公尺

森林內所發現的新種兜蘭，並於同年發表於

美國出版的《Orchid Digest》期刊第47卷第六

期224頁上；其種名adductum是指花中假雄蕊 

（staminode）的構造，其假雄蕊以較大角度

向內彎曲因而以此特徵加以命名為種名。

著生蘭，性喜著生於多枝葉腐殖質處。

葉4～6枚，基生，二列狀排列，帶狀，長

25～28公分，寬3～4.5公分，肉質，表面綠

或暗綠色，背面淡綠色，不具任何斑點及條

紋，光滑無毛茸，先端鈍。

花2～3枚著生於花莖上，較大，開放時

徑7～10公分，紫紅色；花莖長15～20公分，

紫紅色，有毛茸；後萼片盔狀，紫紅色有條

紋，合生萼片略大，先端漸尖；花瓣線形，

細長，下垂，長可達30～45公分，先端漸

尖；唇瓣鞋狀，先,端紫紅色，基部黃色；染

色體2n=26。

本種生長於菲律賓岷答那峨Bukidnon省靠

近Impasugong地區，海拔1,250至1,350公尺之

熱帶或亞熱帶潮濕低地森林內；由於其分佈

範圍狹窄，且具地區性，而族群中成熟的個

體數大量減少，種的豐富度也銳減。最近十

年來，由於棲地的減少、人類的干擾、森林

的砍伐、焚燒林木改為農作及大量採集以作

為地區或國際貿易材料等等因素，其成熟個

體數持續在減少中，因此瀕臨絕種野生動植

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已將其列為瀕危種 

（endangered species, CR）。

十 八 、 菲 律 賓 兜 蘭 （ P a p h i o p e d i l u m  
philippinense（Reichenbach fil.） 
Stein）  

圖17-2. 民答那峨兜蘭花姿

圖17-1. 民答那峨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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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Heinrich Gustav Reichenbach根據一

張來源不明的標本館標本發表一新種，命名

為Cypripedium philippinense Richenbach fil.發表

於《Bonplandia》期刊第十卷335頁上；其種

名的命名是以本種蘭花的原生地菲律賓而命

名。

1892年由德國植物學家Berthold Stein將其

新組合在兜蘭屬下，完成這種兜蘭正確的命

名。不過Ernst Hugo Heinrich Pfitzer教授於1895

年同樣地又將其新組合加入兜蘭屬內，但由

於Berthold Stein組合在先，其組合名當然就成

為正名（correct name），Ernst Hugo Heinrich 

Pfitzer教授組合名在後，其組合名只能當做異

名（symnonym）。         

1864年英國園藝學者及旅行家John . 

Gould. Veitch（1839-1870年）在菲律賓的 

Guimares島上，發現同種蘭花生長於Vanda 

batemanii的根部，而這種蘭花的材料送到了 

Batman那裡，因此，1865年Batman據此而發

表Cypripedium laevigatum Batma新種。

後由Ernst Hugo Heinrich Pfitzer教授於1888

年將其新組合加入兜蘭屬內。不過現代幾乎

所有的蘭科植物研究者都認為兩者是同種，

而Heinrich Gustav Reichenbach最早於1862年發

表Cypripedium philippinensis新種，自優先其他

名稱的同種，因此Cypripedium laevigatum或

Paphiopedilum laevigatum只能算是Paphiopedilum 

philippinense的異名。

著生蘭，通常生長於多苔蘚類的樹幹或

苔蘚類覆蓋的岩石上，有時地表層多腐殖質

時亦能生長。葉基生，二列狀排列，舌狀長

橢圓形，長15～30公分，寬3～4公分，表面

呈有光澤綠色，背面顏色較淡綠色，光滑無

毛茸，不具斑點或斑塊，先端鈍或淺裂。

花3～5枚生長於花莖上，開放時徑可達

8～9公分，生長於近似直立的花莖上；花莖

長40～60公分，褐紫色，具有毛茸；後萼片

闊卵形，白色具有褐紫色條紋，邊緣有細柔

毛，合生萼片類似後萼片，但較狹，具綠色

條紋；花瓣絲帶狀，渦捲狀，紫紅色或暗紅

色，先端略帶黃色，並有在邊緣具有瘤塊；

唇瓣略似倒立的頭盔，黃色，有褐色的條紋

在內面。 圖18. 菲律賓兜蘭

圖18-1. 菲律賓兜蘭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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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於菲律賓群島至北婆羅洲。廣泛分

佈於菲律賓群島，從呂宋島到民達那峨島的

北方，西方可至巴拉望（Palawan）島上；巴

拉望至婆羅洲北部的小島上亦能見其蹤跡，

多生長於海邊至500公尺的熱帶森林內。

為兜蘭屬內栽植最廣，也是最好種的一

種，栽植溫度上需中至高溫，冬季溫度應保

持攝氏15度以上，濕度宜在60-80%間，避免

陽光直接曝曬，但適度長光照始能開花。染

色體數目2n=26。

有一變種，即 羅比兜蘭（Paphiopedilum  

philippinense  var. roebelenii（A.H. Kent）P.J. 

Cribb.），本變種最先是由英國自然歷史博

物館植物學者及標本採集者Adolphus Henry 

Kent（1828-1913年）於1889年以Cypripedium 

philippinense var. roebelenii A. H. Kent新變種名發

表於《Man. Orchid. Pl.》期刊 第四卷42頁上。

其模式標本採集於菲律賓南方的宿霧海拔約

500公尺的石灰岩絕壁山地上。

1894年Ernst Hugo Heinrich Pfitzer教授將其

移轉到Paphiopedilum屬，且將其列為獨立的

種，是為Paphiopedilum roebelenii（A. H. Kent） 

Pfitzer發表於《Bot. Jahrb. Syst.》期刊第十九卷

41頁上，然而1987年P.J. Cribb博士認為其特徵

跟前述的菲律賓兜蘭相差有限，而將其降階

為變種，其變種名即為上述。

本變種跟原種不同處在於植株多為中等

形態，葉片呈亮麗的綠色，舌形，革質；花

於春季時開放，花莖可達50公分，有毛茸，

上有花數枚；苞片橢圓形，有毛茸；花較

大，花瓣較為捲曲，假雄蕊（staminodes） 

較為廣闊。

十 九 、 巨 葉 兜 蘭 （ P a p h i o p e d i l u m  
gigantifolium  Bream, M.L.Baker & 
C. O. Baker） 

原產於印尼蘇拉威西島（Sulawesi）上

熱帶森林內，1997年春季引進到歐洲蘭花

市場，聲稱是同年元月採集到的，同年5月

14日由任職於美國舊金山California  Academy 

Science植物系副研究員Guido Jozef Braem 

（1944-）會同M. L. Baker及C. O. Baker聯合

以Paphiopedilum gigantifolium新種為名，發表

於法國出版的期刊的《Orchidees , Culture et 

Protection》31卷34頁上；但同年八月印尼爪

哇Bandung地區一位園藝場主Ayub Pamata以

其名字為種名即Paphiopedilum ayubii  Hort. ex 

Pamata新種發表於《Australian Orchid Review》

62卷第4期9～10頁上。    

圖18-2. 羅比兜蘭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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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Cribb氏曾認為Braem等人發表的

Paphiopedilum gigantifolium新種，用拉丁文敘

述的特徵不足，難以接受為新種；不過Braem

反擊稱這種敘述簡直是廢話，他認為他們的

敘述，雖然拉丁文敘述並不是絕對精準，但

符合所有的相關的規則及國際命名法規的規

定；另一方面，在澳大利亞《Australian Orchid 

Review》發表的新種，由於缺乏拉丁文的敘

述，未指定模式標本，而被認為是無效發

表，這一觀點也得到多數蘭科植物研究者的

同意。    

本 種 跟P a p h i o p e d i l u m  s u p a r d i i 及

Paphiopedilum rothschildianum較為相近，但本

種成熟個體較為巨大；另外花的特徵也有

不同處，如怪異而反捲的花瓣，後萼片的

位置，特殊的假雄蕊（staminode）及假雄蕊

盾（staminodal shield）的形態等，而其白色

的子房，在兜蘭屬內僅本種與Paphiopedilum 

sanderianum才有。     

地生蘭或岩生蘭，葉叢生基部，二列狀

排列，帶狀，長55～65公分，寬8～12公分， 

革質或薄肉質，表面呈有光澤綠色，背面淡

綠色，全緣，光滑無毛茸。花5～12枚，開放

時徑約6.5公分，著生於近似直立的花莖上，

呈穗狀花序排列；花莖長50～70公分，近似直

立，紫紅色，有毛茸；子房白色，後萼片近似

直立，盔形，褐色，具有柔毛；合生萼片類似

後萼片而較狹；花瓣線形，先端呈捲曲狀，

淡黃色而有紫紅色條紋；唇瓣呈拖鞋狀，長5

～6公分，白色或淡黃色，先端呈紫紅色。     

生長於印尼蘇拉威西島（Sulawesi）上

靠近Donggala地區的海拔約700-1000公尺的

熱帶森林內，多見於溪流旁蔭濕陡峭的岩

壁或谷地，為蘇拉威西特有種。較為稀有

且具地區性，近十年來其族群由於園藝上需

求（國際蘭花市場及育種上）、森林砍伐、

林火及棲息地人為的破壞，使其族群大量

減少。因此，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

易公約（CITES）已將其列為瀕危種（Critical 

endangered species, CR） 。

<<  下期待續  >>圖19. 巨葉兜蘭在溫室栽培

圖19-1. 巨葉兜蘭的花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