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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处理对濒危植物黄枝油杉扦插育苗的影响 

蒋柏生1，文桂喜 ，唐 芸2，蒋巧媛0 
(1．桂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广西 桂林 541004；2．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3； 

3． 篝 曩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桂林541006) 

摘 要：黄枝油杉属珍稀濒危植物，树形高大，采种困难，母树开花结实少，种子发芽率低，繁殖速度慢。采用 

扦插育苗，力法简便易行，繁殖速度快。为此，针对与黄枝油杉扦插育苗成活、生长密切相关的插穗粗度、ABT 

生根粉浓度和施肥种类三大因素 ，分别进行对比试验 。结果表明：插穗茎粗 0．70 cm用 150 mg／L ABT生根 

粉溶液处理的平均成活率达 95．6％；扦插成活后施用粪肥+尿素(配比为 100：0．4)的混合肥苗木生长健壮， 

平均抽梢长达 30．8 cm。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插穗粗度、ABT生根粉浓度和肥料种类对黄枝 

油杉扦插苗木的生长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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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cuttage cultivation 

and growth of Keteleeria calcarea 

JIANG Bai—ShengI，WEN Gui_Xi1，TANG Yunz，JIANG Qiao—Yuan3 

(1．Guilin City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Guangxi 541004，Chinal 2．Guangxi Eco-engineering Vocation 

and Technical College，Liuzhou 545003，China；3．Gu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C-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lin 541006，China) 

Abstract：Keteleeria calcarea iS one of the rare and endangered tree species．The stem iS tall and thick．Since the 

flowering and seed setting rate in fruit-bearing shoots are few，seed collecting is very difficult．Moreover，neither the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 seeds nor the propagation rate is high．In this research，for its convenient and rapid propa— 

gation，cuttage seedling was conducted through difference treatments by comparison analysis respectively．Three fac- 

tors，including rooting agent，fertilization condition and cutting diameter on seedlings raising and growth of K．calcar- 

ea，which is close related with survival rate，was discussed．The result shows：treated with ABT rooting powder at 

concentration of 150 mg／L，while cutting diameter is 0．70 cm，the average percentage of survival represents 95．6 ． 

After that，manure and carbamide(manure：carbamide— i00：0．4)are optimal fertilizer on cutting to meet the 

growth requirements of robust shoots．The average shoot growth is up to 30．8 cm
． 

Key words：Keteleeria calcarea；cuttage propagation；survival rate；growth 

黄枝油杉(Keteleeria calcarea)属松科(Pinacea— 

e)、油杉属(Keteleeria)(何平，2005)，是我国的古老树 

种之一 ，为国家级珍稀濒危保护植 物(国家环境保护 

局，1987)。常绿乔木，树高28 m，胸径达 1．3 m，具有 

发达的皮层，能贮藏较多水分；在石山上生长时侧根 

非常发达，穿插力强，延伸在石缝中，能耐石山干旱的 

生存环境，是石山绿化的优良树种(彭少麟，2003)。 

黄枝油杉树干通直，雄伟挺拔，枝叶浓密，叶色翠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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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形优美，适用于庭园绿化(傅立国，1989)。黄枝油 

杉木材较坚硬，纹理直，结构细，是家具和建筑优良用 

材树种。黄枝油杉在我国分布区域狭窄，母树开花结 

实少，种子发育不良，天然更新能力较弱(傅立国， 

1991)；由于材质优 良，群众用材量大，随意砍伐现象 

不断发生，植株的保存量 日趋减少(许再富，1997)；母 

株树形高大，采种育苗困难极大，种子的发芽率低，播 

种育苗繁殖速度缓慢(许再富，1992)。 

黄枝油杉扦插属切口的愈伤组织部位生根类 

型，主要靠其长出新根(Farjon，1989)。利用生长素 

促进插条生长的方式，首先表现在对插条内部养分 

分配的调节作用，使插条下部切口附近形成根原基 

发端 区，成 为体 内养分 的 吸收 中心 (Vaughan， 

1977)。其次是由于生长激素处理增加了细胞壁的 

透性，较大比例的代谢产物积累到根发端区(Cam— 

eron，1969)。三是生长素促进糖向插条基部的运输 

和代谢，从而促进扦条生根(Haissig，1982)。采用 

扦插育苗，方法简便易行，繁殖速度快。龚弘娟等 

(2008)报道了不同生长调节剂高浓度处理的扦插试 

验研究。本文根据黄枝油杉具有萌芽能力强的特 

性，针对与黄枝油杉扦插育苗成活、生长密切相关的 

插穗粗度、ABT生根粉浓度和施肥种类三大因素， 

分别进行对比试验，以期为黄枝油杉的扦插育苗提 

供技术支持和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广西桂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尧山 

生态科技园”内，该地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 

均气温 16．4～19．9℃，1月平均气温 6～9℃，7月平 

均气温26~29℃，年均降雨量 1 400 2 000 mm，空 

气相对湿度 75％"-80％，土壤为石灰岩发育而成，光 

热条件好，日照充足，各种条件因素非常适宜黄枝油 

杉的生长。苗床为南北走向，长 8．0 m，宽 1．2 m，床 

面高20 CITI，步道宽30 cm，充分疏松碎土，整平床面。 

扦插前用 5O％的多菌灵 800倍液进行土壤消毒处理， 

苗床设立尼龙黑网大棚遮荫，透光度为6O％。 

1．2插穗选择 

插穗来源于广西桂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标本园 

内。2004年 4月，选择生长旺盛，4O年生的黄枝油 

杉进行截头式砍伐，保留伐桩高 1．5 m，并对根部进 

行松土、施肥等培萌处理，萌芽株长至 40 cm左右， 

茎粗在0．40 cm以上时取萌芽条进行截段扦插。每 

段插穗长 14 cm，上切 口为平 口，下切 口为 45。的斜 

口，除去下部 2／3的叶片。 

1．3试验设计 

1．3．1不 同插 穗 茎粗 扦插 试 验 插 穗 直径设 置 

0．40、0．55、0．70、0．85 cm 四个处理 ，扦插株距 15．0 

cm，行距 20．0 cm，深度 8．0 cm。每个处理面积 2．4 
m 。

，扦插 8O株，各处理采用随机区组排列，重复 4 

次，试验的扦插面积 38．4 m。，扦插 1 280株。扦插 

前分别按各处理 4O条插穗为 1把，浸入 150 mg／L 

的ABT生根粉溶液中(生根粉为中国林科院 ABT 

生根粉研究中心 生产 ，下 同)，浸 泡深度为 5 cm，时 

间为 2 h，扦插完 1个重复，立即淋水 1次。扦插时 

间为2005年 3月 1O～11日，扦插成活后间隔 18～ 

20 d施肥 1次，肥料种类是 0．6％的硫酸钾复合肥 

液或 0．4 的尿素液，两种肥料换使用。 

1．3．2不 同浓度 ABT生根粉液处理扦插试验 设 

ABT生根粉液浓度 50、100、150、200 mg／L四个处 

理，各个处理插穗直径均为 0．55 cm，扦插株距 15．0 

cm，行距 2O．0 cm，深度 8．0 cm，扦插前先将插穗每 

4O条为 1把，分别浸泡在不同处理的溶液中，浸泡 

深度为 5 cm，浸泡时 间 2 h，每 1处理面积为 2．4 
ITI。

，扦插 8O株，每个处理采用随机区组排列，重复 4 

次，试验的扦插面积为 38．4 m。，扦插 1 280株。每 

插完 1个重复，立即淋水 1次，扦插时间是 2005年 

3月 12～13日。扦插成活后，施肥方法和用肥种类 

与 1．3．1相同。 

1．3．3不同肥料种类施肥处理扦插试验 各处理插 

穗茎粗直径均为 0．70 cm，按 4O条 1把浸泡在 150 

MG／L的 ABT生根粉溶液中，浸泡深度为 5．0 cm， 

时间为 2 h，扦插深度 8．0 cm，株距 15．0 cm，行距 

2O．0 cm，扦插时间是 2005年 3月 14～15日。设 4 

个处理，每个处理扦插面积为 2．4 ITI。，扦插 8O株， 

每个处理重复 4次，试验面积为 38．4 ITI。，扦插 

1 280株。扦插 1个半月后 ，插穗 生根成活。2005 

年 5月 5～6日，用 4种不同的肥料分别对 4个处理 

并且每个处理 重复 4次进行施 肥试验 ，4种肥料施 

肥处理是：①粪肥+尿素(混合比为 100：0．4)、② 

粪肥、③0．6％尿素液、④0．8 复合肥液，粪肥为便 

池内人、畜大小便熟化处理后的原液，尿素为陕化化 

肥有限公司生产的“华 山牌”，含 N 量为 46．4 ，复 

合肥为石家庄双联复合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双 

联”牌硫酸钾型复合肥，含量为 15—15—15(S)。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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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肥料单位面进行等量施肥 ，每 1 m 施肥均为 2．0 

，之后每隔1个月施肥 1次，每次单位面积递增施 

肥量 0．5 kg，至 2005年8月 6 13，共施肥 4次。 

1．4扦插苗床管理 

按照设计要求完成扦插工作后，便进入扦插后 

的管理，这时的工作主要是加强水分和温度的控制。 

根据扦插苗床的温湿度和空气湿度，间隔 5～10 d 

淋水 1次，保持苗床湿润，并使栅内空气相对湿度保 

持在 75 左右，棚内温度保持在 25℃左右。扦插 

后20 d左右开始发根，此时湿度可以逐渐降低，并根 

据温度进行排风。2005年 5月上旬开始掀开保温尼 

龙和黑网进行炼苗，同时用 0．1 高锰酸钾溶液全部 

喷雾消毒 1次，在炼苗期间，当气温升高、太阳暴晒 

时，立即将黑网拉开遮荫，促进扦插苗生长旺盛。 

2 结果与分析 

2．1不同插穗茎粗扦插试验分析 

2005年 1O月 2O～22日进行各处理成活率调 

查分析，结果见表 1、2、3。从表 3看出：处理 3与其 

它3个处理之间的差异都极显著；处理 2与处理 1 

之间差异极显著，与处理 4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处理 

4与处理 1之间的差异极显著。 

2．2不同浓度 ABT生根粉液处理扦插试验分析 

2005年 1O月 22～23日进行各处理成活率调 

查分析，结果见表 4、5、6。从表 6可看出：处理 3的 

表 1 不同插穗茎粗扦插试验成活率分析 

TaBle 1 Survival rate analysis in experment of different size or cut tassels 

处理 
Treatment di

a 

‘ 

m) 

ABT浓度 
Concentration 

of ABT(mg／1 )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 

Ⅱ Ⅲ Ⅳ Xi T 

表 2 不同擂穗茎粗扦插成活率方差分析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of the survival 

rate of cut tassels in different sizes 

裹 3 不同插穗茎粗扦插成活率多重比较分析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cut tassels in different sizes 

成活率最高，平均达 93．1 ，与其他 3个处理之间 

的差异都极显著；处理 2与处理 1差异极显著，与处 

表 4 不同浓度 ABT生根粉液处理扦插试验成活率分析 

Table 4 The test design and result of ABT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理 4差异不显著；处理 4与处理 1差异极显著。 

2．3不同施肥种类试验分析 

2005年 1O月 23～24日进行不同施肥种类扦 

插苗生长情况调查分析，结果见表 7、8、9。 

从表 9可以看出：处理 1的新梢生长量最大，平 

均达 3O．8 cm，与其它 3个处理之间差异极显著；处 

理 2与处理 3和处理 4之间的差异也都极显著；处 

理 3与处理 4之间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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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浓度 ABT生根粉液处理扦插成活率方差分析 

Table 5 Variance analysis of survival 

ratio under different ABT concentrations 

表 6 不同浓度 ABT生根粉液处理扦 

插成活率多重比较分析 

Table 6 Analysis of multiple comparison between cuttage 

survival ratio under different ABT concentrations 

表 7 不同施肥种类与扦插苗生长情况分析 

Table 7 The test design and result of different fertilizers 

表 8 不同施肥种类与扦插苗生长量方差分析 

Table 8 An alysis of variance comparison of the 

new tops length using different fertilities 

表 9 不同施肥种类与扦插苗生长量的多重比较分析 

1 ble 9 An alysis of multiple comparison of the 

new tops length using different fertilizers 

3 小结 

(1)黄枝油杉扦插育苗首先要做好插穗促萌工 

作，有条件的可建立专门的采穗圃，其次是苗床的土 

壤消毒，大棚遮荫；在插后管理阶段，重点控制水分和 

温度，以免烂根和“烧苗”。(2)插穗粗度对扦插成活 

率影响较大，各处理的差异极显著，以茎粗 0．70 cm 

的插穗扦插成活率最高，平均达 95．6 ，其次是茎粗 

0．55 cm的，这两种处理在培萌中也是材料最多的，有 

利于提高繁殖速度。茎粗 0．85 cm的插穗扦插成活 

率与茎粗 0．55 cm的相近，但萌芽穗条很少，扦插繁 

殖不可取。(3)ABT生根粉 的浓度对扦插成活率 的 

影响较大，各处理的差异极显著。以150 mg／L的浓 

度处理最好，扦插成活率平均达 93．1 ，与其他处理 

相比，成活率超过 14．7 ，适用于黄枝油杉扦插育苗。 

(4)不同种类的肥料对扦插苗木的生长影响极大，效 

果差异极显著。以粪肥 +尿素配制的混合肥 (配 比 

100：0．4)，对苗木的新梢生长效果最好，新梢平均生 

长 3O．8 crn，与其他处理的肥料种类相比最高的新梢 

生长量高出其他肥料种类生长量的33．3 ，而且采用 

粪肥+尿素的施肥处理，苗木根系发达，生长健壮。 

其次是纯粪肥的施用。单施复合肥，成本高，生长量 

较低，不宜采用；单施尿素，成本虽低，但生长量低，苗 

木生长细弱，不适宜生产上推广。(5)黄枝油杉扦插 

育苗最佳方案是：首先建立采穗圃、苗床土壤消毒、大 

(下转第 436页 Continue on page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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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两个属的脂肪酸和芥子油苷成分也是非常相 

似的，而不同于其他 十字花科植 物(Lockwood& 

Belkhiri，1991)。在 Beilstein等(2006)通过对十字花科 

植物叶绿体 ，z F基因的研究所构建的分子树中，荠属 

与亚麻荠属植物其系统位置也很靠近。综合以上分 

析，本研究认为荠属与亚麻荠属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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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保温遮荫控制湿度；然后选择直径0．70 cm粗的穗条 

作插穗，用 150 mg／L浓度的ABT生根粉溶液浸泡 2h 

后扦插，随采随插，插后加强水分和温度的控制；生根 

成活后用肥+尿素配制的混合肥进行追肥。 

参考文献： 

许再富．1997．中国植物园植物多样性迁地保护的现状和对策 

EM3．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许再富，陶国达．1992．主要珍稀濒危树种繁殖技术[M]．jE 

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何平．2005．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生物学[ ．云南：西南师范大 

学出版社 

国家环境保护局．1987．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M]．jE 

京 ：科学出版社 

彭少麟．2003．广东珍稀濒危植物[ ．广东：科学出版杜 

傅立国．1989．中国珍稀濒危植物[ ．上海：教育出版社 

傅立国．1991．中国植物红皮书——珍稀濒危植物[M]．北京： 

科学出版社 

Cameron RJ．1969．The vegetative propagation of Pinus radiata 

root irritation on cuttings[J]．Bot Gaz，130(4) 

Far]on A．1989．Second revesion of the genus Keteleeria Carriere 

(Taxonomic notes on Pinaeeae II)[J]．Notes RBG Edinb，46 

(1)：81—99 

GongⅢ (龚弘娟)，Li JW(李洁维)，Jang QS(蒋桥生)，et a1．2008． 

Effects of different plant regulators on rooting of Actinidia 

chinensis cutting(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中华猕猴桃扦插生根 

的影响)[J]．Guihaia(广西植物)，28(3)：359--362 

Haissig BE．1982．Activity of some glycolytic and pentose phos。 

phate pathway enzym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bventitous 

roots[J]．Physlol Plant，5s 

Vaughan JC．1979．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f taxonomy and ori。 

gin of Brassica crops[J]．Bioscience，(27)：35—4O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