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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題目 

田園美麗的綬帶-校園地生蘭綬草根部共生菌之調查與應用 

 

貳、研究動機 

    每年春天四至五月間，校園草坪上常見一種美麗的小草，開著紫

紅色的小花，排列如螺旋狀上升，有如緞帶般的美麗。有一次在自然

課時，問老師這種花的名字，才知道這是一種地生蘭花，名叫綬草。 

    綬草(Spiranthes sinensis (Pers.) Ames.)為蘭科綬草屬之地生蘭植

物(圖一)，根系肥厚，如人參一般。每年清明節前後會自花莖基部抽

出花穗，屬於穗狀花序。花軸上密生小花，並環繞花軸盤旋上升，故

有盤龍蔘或清明草之稱(余與陳, 2001)。 

    綬草除了具有觀賞價值，亦具有藥用保健功能。依據《中華本草》

記載，其性平味甘，有益氣補陽、清熱解毒之效。 

    蘭科植物的種子細小，在自然界中，常有真菌共生才能順利萌發

(李, 1990)。查文獻得知，蘭科植物的根部亦常有不同的真菌共生。

故期望能藉由此實驗調查校園內野生綬草根部的共生菌種類，並加以

分離純化及鑑定。以整理校園內野生綬草根部的共生真菌種類及多樣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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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目的 

    期望能藉由這個實驗能調查並整理校園內野生綬草根部的共生

真菌種類及多樣性。 

肆、研究過程 

一、真菌分離、純化及培養： 

1.真菌分離：於校園內採集野生綬草，先將其根部表面的雜物與

砂土去除並以清水洗淨。以 1﹪次氯酸鈉(NaOCl)間歇搖動消毒

15－20分鐘後，於無菌操作台中以無菌水清洗三次。於無菌操

作台內將根段切成相同長度(≈3~5mm)，放入 1/6PDA(表一)培養

基中，於 25℃黑暗環境下培養 24- 48小時後，觀察菌絲自根段

生長的情形(圖二)。 

2.真菌的純化與培養：將分離出的真菌繼代至WA培養基進行純

化，待菌絲生長後，挑取單一菌絲至 PDA培養基中，使其生長。

將真菌之培養基置於 25℃黑暗環境下培養，觀察菌絲生長的情

形。 

 

二、真菌種類觀察及鑑定：  

1.將培養之真菌菌落以數位相機對其正反面進行拍照，以記錄其

菌落形態。 

2.將真菌培養於載玻片上進行平板培養，待菌絲長出後，以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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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染液進行染色，並以光學顯微鏡進行觀察，並拍攝菌絲等形

態，以便調查真菌種類。 

 

伍、結論 

一、真菌分離、純化及培養： 

自野外取得的綬草根部經消毒培養後，共有 11個根段長出真菌菌絲

(圖三)，經多次分離及純化後，因細菌污染等因素，僅得 6種純系的

真菌(圖四)。 

 

二、真菌種類觀察及鑑定： 

根據之前所看到的資料指出，與蘭科植物具有共生關係的真菌，

多屬於絲核菌屬(Rhizoctonia spp.)真菌。絲核菌屬真菌之主要特徵為 

1.年輕營養菌絲在菌絲先端隔膜附近分枝。2.分枝菌絲於其分枝點附

近形成隔膜。3.分枝基部會有縊縮現象。4.菌絲隔膜為擔子菌特有之

桶狀隔膜（dolipore septum)。5.菌絲無扣子體（clamp)。6.只產生念珠

狀細胞（monilioued cells)，無其他無性胞子(康與張, 2005.)。 

由實驗一所分離之 6種真菌，經平板培養後，觀察並記錄其菌絲或胞

子形態(圖五-圖十)。僅發現一種具有絲核菌屬真菌(圖五)之特徵，其

他 5種真菌尚待進一步鑑定調查。 

 

陸、討論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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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實驗僅分離出 6種純系的真菌，其中只有一種符合絲核菌屬

真菌的特徵，其他 5種真菌尚待鑑定。由於遭受細菌污染或消毒不確

實等因素，以至於純化過程產生許多污染。文獻指出，絲核菌屬真菌

雖然跟蘭花具有共生關係，但有些品系對於其他農作物具有病害。 

    未來除了完成本次實驗所分離之其他菌種鑑定之外，可能需要進

一步實驗本次分離之絲核菌屬真菌是否具有致病性。以免菌種外流

後，對於其他作物產生危害。康與張在 2005年的研究指出，絲核菌

屬真菌對於蘭科植物具有多種生長促進效果。本次實驗所分離之絲核

菌種對於綬草種子及組培苗是否具有具體促進效果，仍需進一步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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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一、本次實驗所使用之培養基 

名稱 用途 配方 b
 

全量全量全量全量 PDA
a
 

(Potato Dextrose Agar) 
菌種繼代用 

秤取 PDA 粉末粉末粉末粉末 39g加 1000ml 二次蒸餾水二次蒸餾水二次蒸餾水二次蒸餾水，

攪拌均勻後放入高溫滅菌釜 c中滅菌，待滅菌

後取出，於無菌操作台內倒入培養皿，靜置

冷卻後即可使用。 

1/6PDA 分離菌種用 

秤取 PDA 粉末粉末粉末粉末 6.5g及 agar(台製)粉末粉末粉末粉末 12g加

1000ml 二次蒸餾水二次蒸餾水二次蒸餾水二次蒸餾水，攪拌均勻後放入高溫滅

菌釜 c中滅菌，待滅菌後取出，於無菌操作台

內倒入培養皿，靜置冷卻後即可使用。 

WA (Water Agar) 菌種純化用 

秤取 agar 粉末粉末粉末粉末 13g加 1000ml 二次蒸餾水二次蒸餾水二次蒸餾水二次蒸餾水，

攪拌均勻後放入高溫滅菌釜 c中滅菌，待滅菌

後取出，於無菌操作台內倒入培養皿，靜置

冷卻後即可使用。 

註：a: PDA: Potato Dextrose Agar (DifcoTM ) b:每公升固體培養基可倒滿 80個 9cm

培養皿，每個培養皿平均含 13ml養液。c:高溫滅菌釜(Tomin Medical equipment 

Co., LTD.)以 121℃; 1.2Kg/cm
2
; 滅菌 20分鐘。   (康與張,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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