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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索细叶水团花
/6-%& $#7+''&

的繁殖方法!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 研究温度% 赤霉素"

@A

9

&质量浓度及处

理时间对种子萌发的效果! 以及扦插基质%

ABC

生根粉质量浓度及其处理时间对扦插枝条成活率的影响' 结果显

示$

!@A

9

质量浓度对细叶水团花种子萌发影响最大! 其次为温度! 处理时间影响最小( 最佳处理组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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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中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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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发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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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对细叶水团花枝条扦插成活率影响最大! 其

次为枝条浸泡时间和
ABC

质量浓度( 最佳处理组合为扦插基质为泥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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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体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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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叶水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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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木本水杨梅% 为茜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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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团花属
/6-%&

#又称水杨梅属(落

叶灌木% 多生于溪边/ 河旁/ 沙滩等湿润环境% 喜光% 不怕水渍% 较耐寒& 它分布于中国安徽/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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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江西! 湖南! 四川! 福建! 台湾! 广东! 广西等地" 朝鲜也有分布#

#'(

$

% 细叶水团花全株可入药"

具清热解毒! 散瘀止痛之效#

%'$

$

% 临床证明其根具良好的抗肿瘤活性" 尤其是对消化道肿瘤如胃癌! 胰

腺癌! 肠癌等效果显著#

)'*

$

% 且细叶水团花根系发达" 树形清秀! 花果美丽" 作为本地乡土植物" 生态

适应性强" 移栽成活率高" 生长快" 易管护" 能在较短时间内达到固岸护坡绿化美化的效果" 适合应用

于河道绿化和生态恢复建设% 预实验发现" 自然条件下细叶水团花的种子萌发率低于
#)+

" 扦插枝条的

成活率低于
(&+

% 本试验采用正交试验设计" 研究温度! 赤霉素&

,-

(

'质量浓度及处理时间对种子萌发

的效果" 以及扦插基质!

-./

生根粉质量浓度及处理时间对扦插成活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可为细叶水团

花的繁殖体系的构建及其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细叶水团花种子于
!&#!

年
#&

月下旬采自在浙江省临安市清凉峰镇顺溪村% 该地区属于浙江省清凉

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地处亚热带( 土壤为花岗岩风化的红黄壤" 质地为砂土% 种子带回实验室" 风干

去杂后" 常规储藏%

!&#(

年
(

月上旬在同地采集扦插用
#

年生枝%

!"#

试验方法

#0!01

种子萌发试验 种子千粒质量测定) 随机取
1&&

粒饱满种子" 利用电子天平称量" 重复
$

次" 计

算千粒质量% 对常温干藏保存的种子进行
,-

(

的不同质量浓度! 不同处理时间及不同培养温度的
(

因素

(

水平
!

2

&

(

%

'正交试验&表
#

'" 研究它们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因素与水平设计见表
#

% 该试验共设
2

个处

理" 重复
(

次*处理!#

% 随机选
(&

粒种子*处理!#

" 置于垫有
!

层滤纸的培养皿内" 均匀散布" 用蒸馏水

润湿滤纸后" 加盖置于光照
#% 3

*

4

!#

" 光强
# $&&"! &&& 56

" 湿度
*$+

的相应温度设置的培养箱内进行

种子萌发试验% 每天观察记录" 直至连续
* 4

不再有种子萌发为止% 参照+国际种子检验规程,&

122)

'

#

7

$

"

根据胚根长度&至少达到种子长度的一半'确定发芽标准% 统计发芽率和发芽势) 发芽率&

+

'

8

种子发芽

总数
9

供试种子数
##&&

( 发芽势&

+

'

8

发芽高峰期发芽的种子数
9

供试种子数
$#&&

%

#0!0!

扦插繁殖试验
!&#(

年
(

月
*

日" 将采集的无病虫害发生! 长势良好的细叶水团花半木质化保

湿枝条" 剪取扦插穗条% 长度约为
#& :;

" 含
!%%

个茎节" 上切口水平" 下切口呈
%$&

" 切口光滑" 为

防止插穗伤口受细菌感染" 剪下的穗条立刻放入净水中保持新鲜" 然后用消毒溶液处理" 并置于阴凉处

备用% 以扦插基质!

-./

质量浓度! 处理时间为影响因素" 设置
(

因素
(

水平
!

2

&

(

%

'正交试验&表
1

'"

随机选插条
!$

根*处理!1

"

(

次重复% 扦插后立刻浇透水" 用竹片搭建塑料拱棚" 并在拱棚上盖上遮阳

网" 做好后续日常管理" 喷洒质量浓度
"0$+

的多菌灵
1

次*周!1

" 并根据插床内温湿度情况适当通风%

表
!

种子萌发与扦插正交实验设计的因素与水平

/<=5> 1 ?<:@ABC <D4 5>E>5C FAB AB@3AGAD<5 @>C@

水平
因素&种子萌发' 因素&扦插'

,-

(

&

-

'

9

&

;G

*

H

'1

' 浸泡时间&

.

'

9;ID

温度&

J

'

9'

基质&

-

'

-./

&

.

'

9

&

;G

*

H

!1

' 浸泡时间&

J

'

9;ID

1 1&& (& 1$K!&

泥炭
$& (&

! !&& )& !&K!$ "

&泥炭'

( "

&泥沙'

81 ( 1 1&& )&

( (&& 2& !$K(&

泥沙
!&& 2&

!"$

数据处理

对于上述属于二项分布的实验数据" 根据方差分析基本要求" 采用反正弦数据转化&

-B:CIDL19!

'

#

2

$

"

并利用
MNMM #2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

结果与分析

#"!

种子形态与千粒质量

细叶水团花种子长卵状楔形" 长为
#0!%#07 ;;

" 宽约
&0$ ;;

( 经测定" 种子千粒质量为
!07$! G

%

#"#

种子萌发特性

2

个正交处理组合的细叶水团花种子发芽率的极差分析结果如表
!

% 细叶水团花种子处理
-

"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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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实验因素对发芽率和发芽势的方差分析及多重

比较

#$%&' ! ()$)*+)*,$& $-$&.+*+ $-/ 01&)*2&' ,302$4*+3- 35 '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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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发芽率 发芽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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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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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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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 %

项目

!

值

说明!

==

表示差异极显著"

"＜?;?>

#$

=

表示差异显著%

"＜?;?<

&'

C

因素的极差分别为
!@;><

(

<;<9

(

>";"D

( 即对细叶水团花种子萌发影响的大小依次为!

E8

!

质量浓度

%

8

&＞温度%

C

&＞浸泡时间%

B

&( 表明
E8

!

质量浓度对细叶水团花种子萌发的影响最大( 温度对细叶水团

花种子萌发有影响(

E8

!

浸泡时间对种子发芽率的影响最小'

!

因素的
#

值表明! 种子萌发的最佳组合

为
8

!

B

"

C

>

( 萌发率达%

:<;9!>;>

&

F

'

表
"

正交试验处理下的种子发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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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号 实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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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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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因素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结果表明%表
!

&!

E8

!

质量浓度%

8

&对细叶水团花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

的
!

值分别为
9:;<"!

(

><;?@A

( 差异极显著$ 种子浸泡时间%

B

&

!

值分别为
?;A@A

(

?;?@!

( 差异不显著$

温度对发芽率的
!

值为
9;!:A

( 差异显著( 但发芽势
!

值为
!;!>A

( 差异不显著' 表明
E8

!

质量浓度各

水平处理差异极显著$ 温度对种子发芽率有显著影响( 其中(

C

"

和
C

!

之间无显著差异( 与
C

>

之间差异

达显著水平$ 最佳组合为
8

!

B

"

C

>

'

"#!

细叶水团花扦插繁殖

扦插管理
A? /

后统计的成活率及不同处

理的插条成活率极差分析结果见表
D

' 细叶水

团花扦插枝条的基质) 插条浸泡
8B#

试剂的

质量浓度) 扦插枝条的浸泡时间的成活率极

差
$

分别为
"@;""

(

>D;99

(

">;:@

( 即扦插基

质"

8

&＞扦插枝条的浸泡时间"

C

&＞8B#

质量

浓度"

B

&( 表明扦插基质是影响细叶水团花扦

插枝条存活的首要因素( 其次是扦插枝条的

浸泡时间(

8B#

试剂质量浓度对细叶水团花

扦插枝条成活率的影响较小' 各因素的
#

>

(

#

"

和
#

!

数值表明! 细叶水团花扦插枝条存活的

最佳组合为
8

"

B

>

C

"

( 存活率高达"

A>;?!?;:

&

F

'

各因素的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结果显示"表

<

&! 基 质 )

8B#

质 量 浓 度 ) 浸 泡 时 间 对 细 叶 水 团 花 插 条 成 活 率 的 方 差 分 析
!

值 分 别 为

>?;!>"

(

<;"@!

(

!;<:"

( 即基质各水平对成活率影响极显著( 浸泡时间和
8B#

质量浓度各水平处理对成

活率的影响显著' 不同扦插基质各处理之间差异显著$ 不同
8B#

质量浓度处理间差异也不同( 处理
B

"

和
B

!

之间差异不显著( 均与处理
B

>

之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浸泡时间
C

"

与
C

>

(

C

!

之间差异显著(

C

>

与
C

!

处理之间则差异不显著$ 结合成活率极差分析结果显示( 扦插试验最佳组合为
8

"

B

>

C

"

'

郭玮龙等! 细叶水团花种子萌发特性及扦插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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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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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实验因素对成活率的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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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试验处理下的扦插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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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种子萌发特性是种子播种成活最重要的

指标' 本试验中( 细叶水团花种子的初始萌

发率低于
=CL

( 这可能与种子存在休眠有关'

造成种子休眠的原因很多( 如含水量) 成熟

度或者脱落酸等抑制物质*

=&"==

+

' 吴君等*

=!

+对白

花树
$%&'() %*+#,+-+.,.

种子的生物学特性研究

发现(

M<

?

通常能打破休眠和促进种子萌发(

但当质量浓度过高时( 也会抑制种子的发芽

势和发芽率' 结果表明!

M<

?

的不同质量浓度

处理对种子萌发率的影响较大( 随着
M<

?

质

量浓度的升高( 种子萌发率也有所提高( 当

M<

?

质量浓度为
?&& 4;

,

N

"# 时( 种子萌发率

达到最高为
D$>CL

'

温度对细叶水团花种子的萌发率有较大

影响( 结果显示
#$O!& #

为最适温度范围(

这可能与细叶水团花本身对环境的适应性有

关$ 而
M<

?

浸泡时间则对细叶水团花种子的萌发率影响较小( 其中
C& 4.1

对种子萌发的影响最好( 适

宜的浸泡时间有利于种子的正常萌发( 这与刘建强等*

#?

+对厚藤
/0*1*-( 0-.2(0'(-

种子萌发特性的研究结

果相符'

选取
#

年生枝适当处理后进行扦插育苗( 为细叶水团花的无性繁殖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根据相

关文献( 茜草科
G5).(0+(+

植物多数是较难生根树种*

#%

+

( 试验中细叶水团花插条成活率为
?%>DL$E#>&L

(

造成成活率差异的原因( 除了其自身的生物学特性( 也与各试验处理有较大关系' 适宜的基质是扦插育

苗成功的关键环节之一*

#$

+

( 试验中( 泥炭
%

泥沙%体积比&

P#%#

处理的成活率最高( 这与该基质的保水透

气性密切相关*

#C

+

( 同时也接近其自然生境的土壤特性' 适宜的激素处理能有效提高插条的成活率*

#D

+

' 研

究显示( 不同处理质量浓度及处理时间对扦插成活率的影响因植物种类和其插条性质而不同*

#B

+

' 细叶水

团花插条在
<A'

质量浓度为
$& 4;

,

N

"#时存活率达到最高$ 而
C& 4.1

的浸泡时间对插条的成活率促进

效果最佳' 试验结果也基本与陈圣贤对水团花
34,+( 0,565,7-'(

的扦插繁殖技术研究相符*

#E

+

' 如何调整

<A'

的处理浓度及其浸泡处理时间以进一步提高细叶水团花插条的存活率(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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