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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榧
6"$$+5& .$&%7-3

%

:;<<*==**

& 造林多采用培养多年嫁接大苗! 尚未在生产上使用扦插繁殖' 分别研究了扦

插季节(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种类及质量浓度( 插穗选择与处理以及基质对香榧扦插生根的影响' 结果表明$

以当年生枝条为插穗! 夏季扦插成活率显著高于其他
/

季! 死亡率低! 生根时间较短) 夏季以半木质化枝条为插

穗! 用
.7737

或
67737 >?

*

@

%.的萘乙酸 +

ABB

#处理香榧插穗! 生根率分别为
9C-CD

和
8839D

! 其生根率与生根质量

高于吲哚丁酸+

EFB

#和双吉尔
9

号生根粉+

GGH9

#处理) 夏季用
6-8 >?

*

@

%.标典
/"6.

扦插专用生根液处理香榧带踵

枝条
.8 4

! 生根率为
&9-"D

! 侧根数多! 根系发达) 秋季硬枝扦插!

8

种基质配比中以
8

+泥炭#

$8

+珍珠岩#

$8

+蛭

石#

I.$.$.

生根率和生根指数较好' 研究结果说明$ 香榧扦插繁殖能获得较高的生根成苗率! 具有在生产上直接应

用的前景! 但规模化生产尚需将上述研究结果组合起来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图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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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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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榧树
,"##-%& '#&(.*+

的一个栽培品种# 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干果$

+

%

&

目前# 香榧种子极高的经济价值推动了香榧生产的发展# 栽培规模大幅度增加# 对苗木的需求量日益增

大# 但香榧多嫁接繁殖# 以榧树作砧木至少要培养
! ,

# 常用 '

!-!

( )

! ,

砧木培养
-! ,

嫁接苗培养*嫁

接苗木$

!

%

# 生产周期相对较长# 且有培养大苗移栽的趋势# 而扦插繁殖在生产上尚没有广泛应用& 陈树

茂$

.

%采用春夏扦插# 夏季扦插翌年保有率达
/01

& 郭维华$

2

%夏季扦插用
345/

号生根粉)又称双吉尔
/

号

生根粉#

667/

*处理# 当年存活率
8!1

# 翌年保有率
9.1

& 万小金等 $

0

%春季香榧扦插当年存活率为

/!1

# 夏季扦插用生根粉或萘乙酸)

:33

*处理# 翌年保有率
9%1

& 这些针对香榧扦插的试验# 虽然得到

了一定的结果# 但缺乏系统的研究# 生根率也不高# 且香榧扦插苗多数根系不发达# 缺乏健壮的侧根#

满足不了规模化生产的需求& 本研究从扦插季节+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量+ 插穗的选取+ 基质配比等

2

个方面对香榧扦插繁殖进行了研究# 可为后续香榧苗木扦插体系的完善提供一些信息&

+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浙江省临安市#

!8!0/";.%!!.":

#

++9!0+";++8!0!"<

# 浙江农林大学亚热带森林培育国

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的温室及实验室& 温室扦插床上搭建
+=9 >

高铁架# 铺设透光率约
0%1

的遮阳

网# 配备自动喷雾设备& 室内人工气候模拟室温约
!%;!0 #

# 湿度
0%1;$%1

# 全天
!2 ?

光照&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及处理

早晨或傍晚于浙江农林大学校园内的香榧培育基地# 从
+%;+!

年生香榧雌株上采集当年生生长健

壮+ 无病虫害及机械损伤的枝条& 插穗处理在采集后
! ?

内完成# 处理过程中用湿毛巾包裹插穗# 以防

止插穗失水+ 氧化& 插穗粗度
%=!%;%=2% @>

# 长度
+.=%%;+0=%% @>

# 木质化程度相近# 并去除基部总叶

片的
+A.

& 整个插穗浸泡在质量分数为
%=+!01

多菌灵)

!01

有效含量*溶液中消毒约
! >)B

# 沥干后放在

阴凉处备用& 扦插前用锋利刀片斜切插穗基部# 注意保持切口光滑平整# 切口暴露在空气中时间越短越

好# 并进行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处理& 扦插深度为插穗总长度
#A.

# 一般为
0=%% @>

# 间距
2=%% @> $

0=%% @>

# 并压紧压实插穗周围的基质# 保证插穗基部与基质充分接触&

!"!

试验方法

!=!=#

扦插季节对香榧扦插生根的影响 春季扦插在
!%#0

年
2

月
!

日进行# 夏季扦插在
!%#2

年
$

月
9

日进行# 秋季扦插在
!%#2

年
#%

月
/

日进行# 冬季扦插在
!%#0

年
#

月
.%

日进行& 采用当年生枝条# 统

一用
.%%=% >C

,

D

E+的
667/

)双吉尔生根粉# 北京艾比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浸泡
!% >)B

&

+

处理,季

度%+

#

.%

株,处理%+

# 重复
.

次&

!=!=!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处理对香榧扦插的影响 夏季采集香榧半木质化插穗进行扦插# 用双吉尔

/

号生根粉)

667/

*# 萘乙酸)

:33

*# 吲哚丁酸)

F43

*等
.

种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进行处理# 每种植物

生长调节物质采用
.

种质量浓度# 即
#%%=%

#

!%%=%

#

0%%=% >C

,

D

E#

& 插穗均处理
!% >)B

# 以清水浸泡插穗

!% >)B

为对照& 共
#%

个处理#

.%

株,处理%#

# 重复
.

次&

!=!=.

插穗的选择与处理对香榧扦插的影响 夏季分别采集半木质化且基部带一点
!

年生香榧枝段的枝

条)简称带踵枝条- 长约
#2=%% @>

# 粗约
%=!$ @>

*# 来自香榧树冠上部的当年生半木质化枝条)长约
9=2%

@>

# 粗约
%=!2 @>

*作插穗# 在温室进行扦插- 夏季分别采集带踵枝条)长约
##=.% @>

# 粗约
%=!! @>

*#

当年生普通半木质化枝条作插穗)长约
#%=0% @>

# 粗约
%=!$ @>

*# 在人工气候室内进行扦插& 所有插穗

用
!=0 >C

,

D

E#标典
.$!#

扦插专用生根液)郑州标典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速蘸插穗基部
#0 G

后扦插&

#%

株,处理%#

#

.

次重复&

!=!=2

不同基质对香榧扦插生根的影响 秋季采集当年香榧硬枝进行扦插& 插穗规格基本一致)长

#2=%%;#0=%% @>

# 粗
%=!2;%=.% @>

*# 供试验基质有泥炭)直径
%;#% >>

# 丹麦
H)BIGJ(KL

*# 蛭石)直径
0;

9 >>

*# 珍珠岩)直径
!;2 >>

*# 稻壳炭)大连九成*& 共
0

种配比. 即基质
+

为
/

)泥炭*

&0

)珍珠岩*

&0

)蛭石*

M+ & + & +

# 基质
!

为
0

)泥炭*

&0

)珍珠岩*

&0

)蛭石*

M+ & ! & +

# 基质
.

为
0

)泥炭*

&0

)珍珠岩*

&0

)蛭

石*

M+ & 2 & +

# 基质
2

为
0

)泥炭*

&0

)珍珠岩
&0

)蛭石*

M+ & 9 & +

# 基质
0

为
0

)泥炭*

&0

)珍珠岩*

&0

)蛭石*

&

+9/



第
!"

卷第
#

期

!

!稻壳炭"

$# ! ! ! # ! #

# 基质于
%&#"

年
#&

月
'

日配制$

!&

株%处理"#

$

!

次重复$ 扦插后管理一致# 使

用农业环境监测仪!

()*+#,##-

$ 杭州托普仪器有限公司$ 精度为
!.

"在扦插后约
#&' /

的
#"

&

&&

进

行基质水分含量测定#

!"#

生根指标测定与统计

扦插后$ 隔
01#& /

进行生根状态观察$ 记录愈伤组织出现期' 不定根出现期$ 取
!

株%处理"#

$ 观

察后小心栽回# 当大部分处理生根$ 主根伸长并且出现侧根时进行生根统计$ 计算生根率 !

$

生根插穗

数
2

总插穗数$

.

"$ 愈伤率!

$

只形成愈伤组织而不生根的插穗数
3

总插穗数$

.

"和死亡率!

$#&&."

生根

率
"

死亡率"# 取
'

株%处理"#统计插穗的不定根数$ 即主根数' 侧根数$

!

次重复# 用直尺测量主根长'

侧根长$ 并计算生根指数
$

生根率
$

平均根数
$

平均根长(

-

)

$ 平均根长为单株的平均总根长!

45

"# 选
'

株%

处理"#进行测定生物量测定$

6& % 0% 7

烘干至恒量后称量$ 根冠比
$

地下部分生物量干质量
3

地上部分

生物量干质量#

!"$

数据统计与分析

利用
894:; %&&!

对所测数据进行整理$ 数据用
<=<< #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百分数和计数数据分

别进行平方根反正弦转换和平方根转换$ 再进行方差分析* 用新复极差法!

,?@4A@

法"对方差分析差异

显著的结果进行多重比较#

!

结果与分析

#"%

扦插季节对香榧扦插生根的影响

春夏秋冬分别在扦插后
#-!

$

#0&

$

!!B

$

%%' /

进行生根统计$ 发现香榧在
"

个季节进行扦插都能

生根# 春季和夏季进行扦插$ 插穗生根时间少于秋季和冬季# 春季和夏季的插穗根伸长期分别为扦插后

第
6!

天和第
-'

天$ 秋季和冬季分别在第
#-6

天和第
#"'

天出现根伸长!表
#

"#

表
%

不同季节扦插对香榧插穗生根时间的影响

(AC;: # 8DD:4E FD /GDD:H:@E I:AIF@I DFH 4?EEG@J F@ HFFEG@J EG5: G@ "#$$%&' ($')*+,

+

K:HHG;;GG

,

季节
愈伤组织出现期 愈伤组织发达期 根突期 根伸长期

日期 扦插天数
2/

日期 扦插天数
2/

日期 扦插天数
2/

日期 扦插天数
2/

春
%&#'#&"### B %&#'#&'#%' '! %&#'#&-#&" -! %&#'#&-#%" 6!

夏
%&#"#&0#%% #" %&#"#&0#%B %# %&#"#&6#%& "! %&#'#&B### -'

秋
%&#"##&#%- %& %&#"####&' !& %&#'#&##%& #&- %&#'#&!#%! #-6

冬
%&#'#&!##! "% %&#'#&"### 0# %&#'#&-#&" #%' %&#'#&-#%" #"'

在单因素方差分析存在显著差异的基础上做多重比较!表
%

"表明& 春季和夏季扦插生根率显著高于

秋季和冬季!

-＜&>&'

"$ 春季生根率为
!#>0L

$ 夏季为
!#>#L

$ 分别比秋季和冬季高
6>!L

$

%!>!L

和

0>6L

$

%%>6L

# 夏季扦插插穗愈伤率!

-#>#L

"显著高于其他
!

季!

-＜&>&'

"$ 分别高出
'->0L

$

"'>-L

$

'->#L

# 死亡率则冬季!

6->0L

"＞春季!

-!>!L

"＞秋季!

-#>#L

"＞夏季!

0>6L

"$ 春秋季接近$ 以夏季扦插

的死亡率最低#

表
!

不同季节扦插对香榧扦插生根的影响

(AC;: % 8DD:4E FD /GDD:H:@E I:AIF@I DFH 4?EEG@J F@ HFFEG@J G@ "#$$%&' ($')*+,

+

K:HHG;;GG

,

季节 生根率
3L

愈伤率
3L

主根数
3

条 侧根数
3

条 生根指数 地上干质量
3J

根部干质量
3J

根冠比 扦插时间
3/

春
!#>0&#>0 A '>&&%>B C %>'&&>! A %>0&#># C !#>"&&B>'0 AC &>-%&&>&& 4 &>&B&&>&# A &>#"&&>&# A #-!

夏
!#>#&#># A -#>#&#># A %>!&&>! A #>6&&>! C #0>B%&#>!' C4 &>60&&>&' C &>&'&&>&# C &>&-&&>&# 4 #0&

秋
%!>!&#>B C #'>-&#># C #>6&&>B A B>#&&># A "B>0-&'>6- A &>BB&&>&" C &>#&&&>&# A &>#&&&>&# C !!B

冬
6>!&#>0 4 '>&&%>B C #>0&&>% A 6>B&%>% A ->#'&#>B! 4 #>#"&&>&- A &>&-&&>&& C &>&'&&>&& 4 %%'

说明&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数据为平均数
&

标准误#

不同季节扦插的插穗主根数无明显差异$ 但秋季和冬季扦插侧根数显著高于春季和夏季!

-＜&>&'

"#

春季和秋季扦插$ 其生根指数显著高于冬季!

-＜&>&'

"# 从扦插时间来看$ 春季扦插少于秋季$ 少
#0-

/

# 从地上部分干质量来看$ 春季至冬季$ 插穗地上部分干质量逐渐递增$ 冬季最高$ 达
#>#" J

$ 而春

金侯定等& 香榧
"#$$%&' ($')*+,

+

K:HHG;;GG

, 的扦插繁殖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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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种类对香榧扦插生根的多重比较

&'()* + , -.)/01)* 23-1'40536 06 7088*4*6/ 1)'6/ 943:/; 4*9.)'/345 834 2.//069 06 !"##$%& '#&()*+

!

<*440))00

"

种类 生根率
=>

愈伤率
=>

主根数
=

条 侧根数
=

条 生根指数 地上干质量
=9

根部干质量
=9

根冠比

??@A !BC% 2 AAD% ' !D% 2 +D! 2 E%DA+ 2 %D$F ' %D%F ( %D%$ (

G,, FEDE ' !FD$ 2 EDA ' $DB ' HA$DIB ' %D$E ' %D%$ ' %DH% '

JK, EEDE ( F!D$ ( !DB ( FD$ ( AADBA ( %DB! ' %D%$ ' %D%I '

说明#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D%F

%&

表
"

不同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质量浓度对香榧扦插生根的多重比较

&'()* F , -.)/01)* 23-1'40536 06 7088*4*6/ 2362*6/4'/0365 38 943:/; 4*9.)'/345 834 2.//069 38 -"##$%. '#.()*+

!

<*440))00

"

质量浓度
=

$

-9

'

L

MH

% 生根率
=>

愈伤率
=>

主根数
=

条 侧根数
=

条 生根指数 地上干质量
=9

根部干质量
=9

根冠比

H"" +HD$ ' FHD$ ' !D$ ' +D$ 2 $FDEA ' "DB ' "D"$ ' "DH" '

!"" EIDE ' +BDE ' ED" ' FDB ( IBDEI ' "D+ ' "D"A ' "D"B '(

F"" EED$ ( ++DE ( !D$ ' $D! ' IHD$! ' "DB ' "D"A ' "D"B (

说明#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D"F

%&

季最小( 为
"DA! 9

& 春季扦插( 插穗的根冠比显著高于其他
E

季$

,＜"D"F

%( 达
"DH+

( 分别高
HEEDE>

(

+"D">

(

HB"D">

& 综合比较( 夏季扦插最好( 成活率显著高于其他季节( 死亡率低( 生根时间较短( 生

根率较高&

#$%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处理对香榧扦插生根的影响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
E

%表明#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种类) 质量浓度对香榧夏季扦插生根均有

显著影响 $

,＜"D"F

%*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种类对生根率+ 愈伤率) 主根数) 侧根数) 生根指数) 根

部干质量) 根冠比有极显著影响$

,＜"D"H

%,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质量浓度对生根率) 愈伤率) 侧根

数有极显著影响$

,＜"D"H

%, 双因素的交互效应对插穗的生根率) 愈伤率) 地上部分干质量) 根冠比有

极显著影响$

,＜"D"H

%( 对主根数有显著影响$

,＜"D"F

%( 其余各指标则无显著影响,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种类对香榧插穗生根影响的多重比较$表
+

%表明# 生根率从大到小依次为

G,,＞JK,＞??@A

$

,＜"D"F

%( 愈伤率从大到小依次为
??@A＞JK,＞G,,

, 主根数) 侧根数) 生根指数

从大到小依次为
G,,＞JK,＞??@A

, 根部干质量和根冠比从大到小依次为
G,,＞JK,＞??@A

( 其中

G,,

和
JK,

差异不显著$

,＞"D"F

%, 因此( 香榧扦插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种类选择
G,,

为好,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质量浓度对香榧插穗生根影响的多重比较$表
F

%表明# 生根率和愈伤率

H""D"

和
!""D" -9

'

L

!H处理显著高于
F""D" -9

'

L

!H处理$

,＜"D"F

%- 侧根数则
F"".0＞!""D"＞H""D" -9

'

L

!H

处理$

,＜"D"F

%, 根冠比
H""D" -9

'

L

!H处理显著高于
F""D" -9

'

L

!H处理 $

,＜"D"F

%( 其余各指标则差异不

显著$

,＞"D"F

%, 低质量浓度的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处理下( 插穗生根率和根冠比显著提高( 愈伤率

也提高( 但侧根数显著低于高质量浓度, 因此( 香榧扦插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质量浓度应选择
H""D"N

!%%D% -9

'

L

!H

, 综合分析(

H%%D%N!%%D% -9

'

L

!H 的
G,,

处理香榧插穗生根效果最好( 生根率为
A+D+ON

FFDA>

( 比清水对照高出
!FD!>NHADE>

( 主根数) 侧根数) 生根指数较高$表
A

%,

表
#

不同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种类! 质量浓度处理对香榧扦插影响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 E &:3":'P '6')P505 38 7088*4*6/ 1)'6/ 943:/; 4*9.)'/345 '67 /;*04 2362*6/4'/0365 834 2.//069 06 -"##$%. '#.()*+

!

<*440))00

"

因素
生根率 愈伤率 主根数 侧根数

/ , / , / , / ,

种类
Q,R HF+DE!A %D%%%SS !!BD+H+ %D%%%SS !+DFH+ %D%%%SS !FDF!% %D%%%SS

浓度
QKR HEDHI% %D%%%SS IDF$B %D%%HSS HDEIB %D!$E H+DEHH %D%%%SS

互作$

,#K

%

E%D+EE %D%%%SS FD%B$ %D%%ASS +D%H+ %D%H$S HDFFB %D!!B

因素
生根指数 地上干质量 根部干质量 根冠比

/ , / , / , / ,

种类
Q,R +BDHFF %D%%%SS !DFE+ %DH%$ $DEIE %D%%FSS H%DA%A %D%%HSS

浓度
QKR HDEE+ %D!BB %DF++ %DFI% HD$+I %D!%! ED%+I %D%$!

互作$

,#K

%

%D++B %D$$! +DIAE %D%%$SS HDBAE %DHAH +DBEI %D%%BSS

说明#

SS

表示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D%H

%(

S

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

,＜%D%F

%,

HBB



第
!"

卷第
#

期

表
!

不同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种类! 质量浓度处理对香榧扦插生根的影响

$%&'( ) *++(,- .+ /0++(1(2- ,.3&02%-0.24 .+ 5'%2- 61.7-8 1(69'%-.14 %2/ -8(01 ,.2,(2-1%-0.24 .2 ,9--026 .+ !"##$%& '#&()*+

!

:(110''00

"

处理 生根率
;<

愈伤率
;<

主根数
;

条 侧根数
;

条 生根指数 地上干质量
;6

根部干质量
;6

根冠比

==>) #?? @?A? ! #BC D@B@ ! "B? @B! ! ?B@ !BE ! ?B! #)B!F ! @BF? ?BF) ! ?B?" ?B?) ! ?B?# ?B?) ! ?B?#

==>) @?? !!B! ! #BC )?B? ! #BC @B! ! ?B! !BF ! ?BE "#B!E ! CB)C ?BD@ ! ?B?" ?B?" ! ?B?# ?B?" ! ?B?#

==>) E?? !#B# ! #B# )EB) ! #B# #BE ! ?B# EB! ! ?B" !"B#C ! )B@! ?B)) ! ?B?D ?B?E ! ?B?# ?B?D ! ?B?#

GHH #?? )"B" ! #B# !?B? ! #BC !B# ! ?B" )BC ! #B@ #)?B!D ! "#B?# ?BD) ! ?B?" ?B?F ! ?B?? ?B#? ! ?B?#

GHH @?? EEB) ! #B# @FBC ! #B# "B@ ! ?B! DB! ! ?B@ #F)B?) ! #)B#! ?B)F ! ?B?! ?B?F ! ?B?# ?B## ! ?B?#

GHH E?? "?B? ! #BC #DBF ! @B@ !B" ! ?B! CB# ! #B? #EDBE@ ! !BCD ?BD" ! ?B?E ?B?E ! ?B?? ?B?D ! ?B?#

IJH #?? "#B# ! @B@ E!B! ! !B! @BD ! ?B! !B) ! ?B! "CB!" ! )B@# ?B)C ! ?B?) ?B?F ! ?B?# ?B## ! ?B?#

IJH @?? @FBC ! @B@ EEB) ! #B# @BE ! ?B! )B! ! ?B" )DBDD ! ##B@C ?BF@ ! ?B?" ?B?) ! ?B?# ?B?D ! ?B?#

IJH E?? !?B? ! #BC "FBC ! #B# !B@ ! ?B# DB! ! ?BF F!B") ! @"B?# ?BCE ! ?B?F ?B?F ! ?B?# ?B?F ! ?B?#

对照
!CB! ! "BE "EB) ! #B# @B# ! ?B# EB! ! ?BD "CBF) ! #CB"D ?BF? ! ?B?D ?B?) ! ?B?# ?B?D ! ?B?#

说明#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种类后面的数值为质量浓度$

36

%

K

"#

&'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误(

"#"

带踵枝条与普通枝条扦插效果比较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插穗对香榧扦插生根有显著差异$

,＜?B?E

&$表
D

&( 带踵枝条作

插穗扦插) 侧根数* 生根指数* 地上及根部干质量显著高于来自香榧树冠上部的枝条$

,＜?B?E

&) 生根

率* 死亡率等其余各指标则不同插穗间差异不显著$

,＞?B?E

&$表
D

&( 综合分析) 在温室用
@BE 36

%

K

"#标

典
!D@#

扦插专用生根液处理带踵枝条基部后扦插生根效果最好) 其生根率为
C)BD<

) 侧根数为
#!BF

条)

根部干质量高) 根系生长较好$表
D

) 图
#

&(

"#$

不同基质对香榧扦插生根的影响

不同配比基质的含水量差异显著$

,＜?B?E

&) 从大到小顺序依次为基质
#

$

#CBE<

&＞基质 E

$

#FB!<

&＞

基质
@

$

#EB?<

&＞基质 !

$

#"BE<

&＞基质 "

$

"BF<

&( 随着珍珠岩比例的增加) 透水性逐渐增强) 基质水分

含量逐渐降低(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F

&表明) 不同配比基质对香榧扦插生根影响差异显著$

,＜?B?E

&( 扦

插生根率基质
#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B?E

&) 大小顺序依次为基质
#＞基质 "＞基质 !＞基质 @＞基质

E

) 其中基质
!

和基质
"

差异不显著' 愈伤率基质
#

和基质
!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B?E

&' 成活率基质

表
%

温室条件下不同插穗对香榧扦插的影响

$%&'( D *++(,- .+ /0++(1(2- ,9--0264 +.1 ,9--026 02 -"##$%. '#.()*+

!

:(110''00

"

92/(1 61((28.94( ,.2/0-0.24

处理 生根率
;<

愈伤率
;<

死亡率
;<

主根数
;

条 侧根数
;

条 生根指数 地上干质量
;6

根部干质量
;6

根冠比

带踵

枝条
C)BD ! !B! % ?B? ! ?B? & !B! ! !B! % "BC ! ?B! % #!BF ! ?BD % # ?@CB?? ! #CFBFC % @B!) ! ?B" % ?B!# ! ?B?E % ?B#! ! ?B?@ %

上部

枝条
C?B? ! @BC % #?B? ! @BC % ?B? ! ?B? % !BD ! ?BF % !B@ ! ?BE & #)"BCC ! ?B?# & ?B)! ! ?B?F & ?B?" ! ?B?# & ?B?D ! ?B?@ %

说明#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B?E

&' 数据为平均数
!

标准误(

图
#

人工气候室不同插穗的生根情况

L0691( # >..-026 .+ /0++(1(2- ,9--0264 78(2 ,9--026 7%4 /.2( 92/(1 61((28.94( ,.2/0-0.24 02 -"##$%. '#.()*+

!

:(110''00

"

HB

普通枝条'

JB

带踵枝条( 图中标尺长
# ,3

(

金侯定等# 香榧
-"##$%. '#.()*+

!

:(110''00

" 的扦插繁殖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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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 '＞基质 (＞基质 !＞基质 )

! 抽梢率基质
#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

#$ 基质
#＞基质 '＞基

质
(＞基质 !＞基质 )

$ 其中基质
'

和基质
(

接近! 侧根数基质
(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主根数处理间差

异不显著! 生根指数基质
#

和基质
(

显著高于基质
!

和基质
'

%

!＜%*%)

&! 根部干质量和根冠比基质
(

显

著高于其他处理$ 而地上部分干质量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

&' 综合比较$ 基质
#

最佳$ 其生根率(

成活率( 抽梢率( 侧根数( 生根指数都较高$ 而基质
(

生根指数和根冠比较高$ 基质
)

生根率和成活率

最低'

表
!

不同基质配比对香榧扦插生根的影响

+,-./ 0 +1/ /22/34 52 46/,47/84 52 3944:8;< =:41 >:22/6/84 7/>:97 25679., 58 6554 6,4/ :8 "#$$%&' ($')*+,

)

?/66:..::

*

基质配比 生根率
@A

愈伤率
@A

抽梢率
@A

主根数
@

条 侧根数
@

条 生根指数 地上干质量
@;

根部干质量
@;

根冠比

基质
& !'B' ! #*C , #)*D ! #*# ,- !)*D ! !*C , #*0 ! %*! , C*# ! %*# ,- (C*$D ! )*0D , %*0C ! %*%$ , %*## ! %*%# ,- %*#! ! %*%! -

基质
! (*( ! #*# 3 ##*# ! (*( - #'*' ! %*% 3 #*' ! %*# , 0*' ! #*0 - $*#C ! !*D) 3 %*0D ! %*%C , %*#! ! %*%! - %*#( ! %*%' -

基质
' ##*# ! #*# - #$*0 ! #*# , #'*' ! %*% - #*C ! %*( , 0*0 ! #*# - '!*## ! (*0# - %*C! ! %*%' , %*#% ! %*%# - %*#% ! %*%# -

基质
( #'*' ! #*C - $*0 ! #*# 3 #!*! ! #*# - #*0 ! %*D , #!*( ! #*# , )'*CC ! D*C( , %*0D ! %*%C , %*#$ ! %*%( , %*!% ! %*%' ,

基质
) #*# ! #*# > '*' ! %*% > %*% ! %*% 3 E E E E E E

说明+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F%)

#! 数据为平均数
!

标准误! ,

E

- 表示生根的插穗太少$ 没有统计'

(

结论与讨论

扦插生根具有季节性.

$"0

/

' 薜荔
-+./, 0/1+2'

扦插时$ 高生根率的处理出现在形成层恢复活动的生长

期$ 低生根的处理出现在形成层活动较低的冬季休眠期.

&%

/

' 香榧的生长期在春季和夏季 %

(

月至
0

月#$

其中树干形成层活动旺盛期为
$

月中旬.

&%

/

$ 秋季和冬季%

&%

月至翌年
!

月#为相对休眠期.

&

/

' 扦插生根过

程中生长素对不定根的形成起重要作用.

&&

/

! 嫩枝生长素高于休眠枝$ 生根率也高.

&!

/

' 这也是本试验夏季

用香榧当年生枝条进行扦插$ 成活率高于其他
'

季的原因$ 与陈树茂.

'

/

( 郭维华.

(

/对香榧扦插研究的结

果相一致'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插穗扦插生根起促进或抑制作用.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

&%%F%G!%%F% 7;

0

H

E&

IJJ

处理香榧插穗基部能显著提高插穗生根率$

KLJ

和
MMND

效果没有
IJJ

好'

!""*" 7;

0

H

E&

MMND

浸

泡插穗
!" 7:8

当年成活率为
C'*'O

$ 但移栽时发现$ 其生根率仅为
''F'A

$ 而愈伤率达
D%A

$ 大部分插

穗只有愈伤组织$ 但不分化成根$ 地上部分表现正常'

!%#(

年春季硬枝扦插的插穗$

!#

个月后检查发

现$ 插穗发芽情况不好$ 仍呈现绿色( 不生根' 因此$ 香榧扦插容易产生愈伤组织$ 但生根并不容易$

插穗地上部分正常的表现易给人产生扦插成活的假象' 愈伤组织体积过大$ 会过多消耗插穗内的生根物

质! 老化的愈伤组织细胞分裂素高$ 生长素低$ 不利于愈伤组织分化.

#("#)

/

' 本试验仅进行了单一外源植

物生长调节物质的试验$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混合使用的效果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香榧夏季带踵枝条扦插生根率为
CDF$A

$ 生根指数高$ 根系发达' 这是因为踵部原来是枝条的分生

位置$ 营养物质较多$ 枝条发育充分$ 半木质化枝条代谢旺盛$ 生长素含量高$ 同时大量的带有芽和叶

的枝条能提供较多的生长素及营养物质$ 因此插穗生根快$ 根系健壮发达'

基质是插穗成活的关键因素之一' 香榧属浅根性树种$ 具肉质根$ 表皮上分布多而大的气孔$ 具有

好气性.

#

/

' 本研究中$ 基质
#

.

3

%泥炭#

#3

%珍珠岩#

$3

%蛭石#

P# $ # $ #

/在保水的同时透气性也好$ 香榧扦

插生根率和生根指数较好$ 表明基质水分含量适宜$ 满足扦插生根过程中插穗对水分和空气的需求! 基

质
)

.

3

%泥炭#

$3

%珍珠岩#

$3

%蛭石#

$3

%稻壳炭#

P# $ ' $ # $ #

/保水性好$ 但生根率最低$ 死亡率最高$ 可

能与稻壳炭富钾而偏碱的特性有关.

#D

/

'

本研究仅从扦插季节(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处理( 插穗的选取( 基质配比等
(

个方面对香榧扦插

开展了研究' 由于相关内容研究之初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设计研究$ 在
#(

个月内同步完成$ 因

此
(

方面研究相对独立$ 后续需组合开展研究$ 建立较为系统的香榧扦插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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