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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推窗时有蝶飞来， 只缘阳台伫国香。
　　《阳台养兰与赏兰》一书，积累了我20年业余养兰的实践经验与所学的相关知识的心得体会。
以此毫无保留地奉献于养兰爱好者，其目的在于推广阳台养兰，保护兰花资源，为城市添绿增美，使
居民生活有更多的情趣。
　　本书内容全为中国兰花，共四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兰花的特性与观赏品质。
涉及到与栽培管理有直接关系的根、茎、叶、花的生态特性与功能，也联系到花艺、叶艺的观赏品质
的评品、探讨，是必备的基础知识。
只有真正了解了兰花的生态特性、生长习性，才能在实践中按规律办事，在阳台上营造一个适合于兰
花生长的小天地、微气候，使兰花叶绿花繁。
养兰与赏兰相辅相成，劳逸结合，从而获得身心健康与美的享受。
为此，还涉及到花艺、叶艺的相关内容，摘要选录了艺兰前辈识别品种、评定品质的经验与术语，供
兰友探讨；第二部分是本书的重点。
根据自己的实践，详细介绍了阳台养兰的栽培管理方法，包括环境条件的改造方案、栽　　培介质的
相关基础知识与影响因素、栽培管理的技艺与调控方法、病虫害防治等。
因为如果养不好兰，就谈不上观赏。
希望读者在自己的养兰实践中根据自己的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地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把兰养好。
如能这样，本书才算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第三部分介绍了阳台养兰栽培品种的选择，推荐了不少传
统名兰，并配有几十幅珍品、名花彩照及诗歌，从不同角度展现兰花的外表美与内在美，供爱好者欣
赏、评品、指正；第四部分为兰花的室内布置与欣赏。
除室内放置、陈设外，还简要介绍了室内养兰的现代措施、方法，供参考。
　　养兰赏兰，健身养性。
人们在养兰过程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传统兰文化的熏陶。
我也读过不少专著、文章、诗词等，在本书中也按自己的见解提出了一些看法。
由于对博大精深的兰文化理解不深，不免有不少偏见，敬请兰友指教。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受到许多兰友的鼓励与帮助，或提供资料，或建议修改。
784厂的老摄影师冯顺富先生在重病中还为作者的兰花拍摄了40余张彩照；川兰名家邓文兵先生满腔热
情地协助收集了四川养兰名家的许多珍贵彩照，其中有都江堰市的王元修、李旭林；穗阳市的齐长发
；彭州市的王宏兴、周玉明；郫县的杨家荣等先生。
选用彩照中不少属于绝品、珍品，首次露面，详见彩照。
本书还引用了众多著述、文章作为参考文献。
在此谨表谢意。
　　作为一个业余养兰爱好者所编著的本书，能得到中国林业出版社的出版，实感荣幸。
在此，谨向出版社与编辑深表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免有错，甚望读者和专家指正。
最后，以一首顺口溜表达自己的愿望。
　　宿 愿　　在岗执教甘为烛，退归称心爱兰圃。
　　无能造林美山川，愿促家家阳台绿。
　　作者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巳退休）黄永杰　　1999年10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阳台养兰与赏兰>>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全为中国兰花，共四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兰花的特性与观赏品质。
涉及到与栽培管理有直接关系的根、茎、叶、花的生态性与功能，也联系到花艺、叶艺的观赏品质的
评品、探讨，是必备的基础知识。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重点。
根据自己的实践，详细介绍了阳台养兰的栽培管理方法，包括环境条件的改造方案、栽培介质的相关
基础知识与影响因素、栽培管理的技巧与调控方法、病虫害防治等。
第三部分介绍了阳台养兰栽培品种的选择，推荐了不少会传统名兰，并配有几十幅珍品、名花彩照及
诗歌，从不同角度展现兰花的外表美与内在美，供爱好者欣赏、评品、指正；第四部分为兰花的室内
布置与欣赏。
除室内放置、陈设外，还简要介绍了室内养兰的现代措施、方法，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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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2．栽植    兰株的栽植可分为新草栽植、分株、翻盆换土等方式。
栽植是一项重要环节，是养兰的基本功。
栽植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兰株的生长与繁殖，所以应先做好栽前的准备工作，待修剪后消毒灭菌，
晾干后一次性栽好，应避免多次反复栽植。
    (1)新草栽植  选购兰蕙时，除选择品种外，还应选择根鲜、苗壮、3株以上、无病虫害的兰丛，以利
成活和健壮成长。
栽植新兰时间最好在2～4月或9～10月。
在阳台上栽生草，冬天和盛夏均不利成活，成活后长势也不旺，一般不宜栽种。
新草购得后，应将朽根、断根下部剪去，无叶的老球茎也应分离或另盆栽植。
有的养兰人喜欢将分离的老球茎或其它老球茎栽在兰丛旁边或兰盆边缘处，其实不妥。
因为老球茎发新芽不需过多的肥质，与健壮兰株同住同食，不利发芽。
一旦腐烂，还会引入病菌。
新草修剪后，先用自来水洗净，再用甲基托布津或高锰酸钾溶液(均为800～1000倍水溶液)浸泡根系10
～15分钟后取出，放在阴凉处晾干表面浮水，至根变柔软后才能栽植(一般约4小时至1天)。
如兰叶有病有虫，可用上述药液或医用酒精先消毒灭虫。
凡伤口和根系带浮水的兰丛不宜过急栽植，以免烂根。
栽后应隔2～4天再浇水。
    (2)分株  兰株满盆或株数过多时，应在春季新叶芽出土前分离成两丛或多丛，以利更好地繁殖、生
长。
用颗粒多的基质栽培的兰株很易倒出兰盆，但需注意小心轻放，不要损伤兰根、兰叶。
盆土板结时，倒出前应先将盆缘的土用竹签掏松后再倒出，用水泡去泥土后再洗净兰根。
先将倒出的兰丛观察仔细后，再分株，每丛均应在3株以上。
无叶的老球茎应分离，朽根朽叶应剪除  然后再消毒，方法与上述新草栽植相同。
分株应特别注意不能损伤叶芽。
因为叶芽是未来的希望，一般每年只发1次。
    (3)翻盆换土  有下列情况时，需翻盆换土：    ①栽植1～2年后，基质中微量元素不足或基质流失、板
结、无肥效，影响兰株健壮成长；    ②大盆栽小苗或小盆栽多苗，用盆不当，影响生长；    ③基质中
有病菌，有虫害；    ④多种兰蕙混杂不清，需品种分离时；    ⑤基质用久后，逐渐变成酸性强、碱性
强或含盐质过重，兰株呈现病态，发育不正常时。
例如长期使用市售仙土和泥炭土养兰，酸性将逐渐增大，兰叶出现黑斑等病状。
养兰人又判断错误，浇入酸性溶液，结果越治越病。
在过去，人们往往注意偏碱性，对偏酸性认识不足。
实际上，用pH试纸测试就会明白：偏酸性要用碱性液去中和；偏碱性才用酸液去治病。
有人说，我从未用过含盐的水浇兰，哪里会有什么盐质?实际上，广泛意义的“盐”是酸碱中和的产物
，除食盐外，还有硅酸盐、硝酸盐、硫酸盐等等。
盐类、矾质、卤素类物质均不适于养兰。
如果发现有问题出现，又没有对策，不妨将此类基质用自来水反复淘洗后，再经高温消毒，仍可混入
新购基质中使用。
    分株和翻盆换土后再植，必须保留原盆中30％~40％的旧基质。
如过细，可用塑料筛除去细粉，保留粗颗粒。
这样做的原因是：一是让兰株的基质环境变化不大，容易适应；二是保留其中的有益微生物如兰菌，
对兰株生长有利。
所以，只要旧基质无病无虫、不过酸偏碱，都必须返回一定数量作回填。
翻盆换土除盛夏和寒冬外，可随时按需要进行。
3．栽植方法与注意事项    栽植的程序如下：    ①先选取大小、高矮合适的兰盆用水浸湿后，放人垫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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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垫子。
如仍用瓦片，以竖放成炉桥状，中间高、两边低，瓦片间有空隙为宜；最好用上述垫子挡住排水孔，
再用塑料纱窗网挡在盆下的各孔上，以免基质漏掉；        ②先加入颗粒大的混合基质，如兰根不很长
，可使基质填至躬一×高度时，一手执兰，一手慢慢加入较细的颗粒和纤维状混合基质，其中包含旧
基质，边加边把兰丛略向上提起，以使兰根舒展；    ③快到盆面时，栽人备好的藤蔓小草(也可用小草
包裹兰根栽人)，再加入细颗粒基质，直填至假球茎下埋1／2，上露1／2左右。
无论如何，不能深埋假球茎。
若基质未填至盆沿下约2cm处时，仍可将兰丛上提，但应注意缓慢，不得损伤兰根。
摇动兰盆，将兰丛栽正，压实基质。
需要时，再加入细基质，保持兰根不外露，假球茎上露1乃~1／2，中间略高，盆缘略低，基质距盆沿
顶端约2~3cm；    ④若栽植几丛兰株时，应排成品字或四方形，叶芽向外，均衡分布。
不能栽成有的球茎深陷，有的高脚露根，歪斜难看，忽高忽矮；    ⑤栽植后的兰盆应放在阴凉处，至
少2~3天后才浇透水。
因为新上盆的兰株不免因修剪、去老球茎、刮腐痕等原因造成伤口，容易感染病菌，特别是夏天病菌
容易滋生的季节，更应让兰株处在较干燥而又通气的基质中，使伤口愈合。
一般说，在阴凉处保持3~5天不浇水，即使是盛夏也无妨。
如果想向叶面喷水，也应以不流人兰丛为度；    ⑥第一次浇水宜透。
浇水时，可摇动兰盆，使基质压实。
也可用浸水法，即将兰盆放入水中浸2—3分钟后取出滤去过多的水。
若盆面基质缺少，可加入补足填平；    ⑦浇水后，放置于水盘上，待兰盆干后，再加水入水盘，观察
兰盆能否有吸水功能。
一般说，新基质植兰，初期无吸水功能，应按需要浇水，待基质相互接触后，有吸水功能时，再按自
己的浇水方法管理。
(四)阳台养兰的管理    阳台养兰的成败，关键在管理。
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兰蕙的生长发育、繁殖快慢以及花、叶的观赏品质等，故常有“三分栽，
七分管”的说法。
与管理有关的一些问题，如温度、湿度的调节等已在前面讲述过，不再重复。
下面再对一些具体问题即光照与调节、水肥管理作必要的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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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推窗时有蝶飞来，  只缘阳台伫国香。
    《阳台养兰与赏兰》一书，积累了我20年业余养兰的实践经验与所学的相关知识的心得体会。
以此毫无保留地奉献于养兰爱好者，其目的在于推广阳台养兰，保护兰花资源，为城市添绿增美，使
居民生活有更多的情趣。
    本书内容全为中国兰花，共四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兰花的特性与观赏品质。
涉及到与栽培管理有直接关系的根、茎、叶、花的生态特性与功能，也联系到花艺、叶艺的观赏品质
的评品、探讨，是必备的基础知识。
只有真正了解了兰花的生态特性、生长习性，才能在实践中按规律办事，在阳台上营造一个适合于兰
花生长的小天地、微气候，使兰花叶绿花繁。
养兰与赏兰相辅相成，劳逸结合，从而获得身心健康与美的享受。
为此，还涉及到花艺、叶艺的相关内容，摘要选录了艺兰前辈识别品种、评定品质的经验与术语，供
兰友探讨；第二部分是本书的重点。
根据自己的实践，详细介绍了阳台养兰的栽培管理方法，包括环境条件的改造方案、栽培介质的相关
基础知识与影响因素、栽培管理的技艺与调控方法、病虫害防治等。
因为如果养不好兰，就谈不上观赏。
希望读者在自己的养兰实践中根据自己的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地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把兰养好。
如能这样，本书才算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第三部分介绍了阳台养兰栽培品种的选择，推荐了不少传
统名兰，并配有几十幅珍品、名花彩照及诗歌，从不同角度展现兰花的外表美与内在美，供爱好者欣
赏、评品、指正；第四部分为兰花的室内布置与欣赏。
除室内放置、陈设外，还简要介绍了室内养兰的现代措施、方法，供参考。
    养兰赏兰，健身养性。
人们在养兰过程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传统兰文化的熏陶。
我也读过不少专著、文章、诗词等，在本书中也按自己的见解提出了一些看法。
由于对博大精深的兰文化理解不深，不免有不少偏见，敬请兰友指教。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受到许多兰友的鼓励与帮助，或提供资料，或建议修改。
784厂的老摄影师冯顺富先生在重病中还为作者的兰花拍摄了40余张彩照；川兰名家邓文兵先生满腔热
情地协助收集了四川养兰名家的许多珍贵彩照，其中有都江堰市的王元修、李旭林；穗阳市的齐长发
；彭州市的王宏兴、周玉明；郫县的杨家荣等先生。
选用彩照中不少属于绝品、珍品，首次露面，详见彩照。
本书还引用了众多著述、文章作为参考文献。
在此谨表谢意。
    作为一个业余养兰爱好者所编著的本书，能得到中国林业出版社的出版，实感荣幸。
在此，谨向出版社与编辑深表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免有错，甚望读者和专家指正。
最后，以一首顺口溜表达自己的愿望。
                            宿  愿                在岗执教甘为烛，退归称心爱兰圃。
                无能造林美山川，愿促家家阳台绿。
           作者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巳退休)黄永杰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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