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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使君子插穗扦插后的生根及生长能力与插穗年龄 、插穗长度 、扦插时间 、 生根促进

剂和扦插基质等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扦插后 65 d开始形成不定根 , 为愈合

组织生根为主的综合生根类型树种;②插穗年龄 、插穗长度 、 扦插时间 、 生根促进剂和扦插

基质对插穗的生根及生根能力具有显著或极显著的影响;③在扦插繁殖中 , 宜采用 2年生已

充分木质化16 cm长的插穗 , 用10
-4
g·mL

-1
质量浓度的萘乙酸浸插穗基部 24 h , 黄心土+火

烧土+细河沙+过磷酸钙 (5∶3∶1∶1)为基质 , 3月扦插 。表 5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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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君子(Quisqualis indica)为使君子科(Combretaceae)攀援状木质藤本植物 , 常野生于华南地区山

林旁 , 喜温暖 , 怕霜冻 , 为中性偏阳植物
[ 1]

。使君子是藤本植物中花果齐美的品种之一 。花呈长漏斗

状 , 花瓣五角星形 , 花色艳丽多变 , 香气浓郁 , 叶绿光亮 , 果实多菱形 , 为华南地区优良的垂直绿化

植物和园林观赏的好材料[ 2] 。同时 , 使君子也是优良的中草药植物 , 有健脾胃消积杀虫等功效[ 1] 。但

其种源缺乏 , 种子供应不足 , 难以满足园林和中草药生产需求 。使君子的扦插繁殖技术在国内外尚未

见到报道[ 3～ 6] 。研究其扦插育苗技术 , 用无性繁殖技术扩大使君子的种源和栽培面积 , 对丰富垂直绿

化植物和中草药品种等方面均具有现实意义 。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福建林学院资源与环境系苗圃 , 26°40′N , 118°18′E , 海拔80 m。年平均气温 19.3 ℃,

最高气温 39.4 ℃, 最低气温-5.1 ℃, 无霜期 300 d , 年平均降水量1 633.3 mm , 年日照时数 1 731.3

h , 相对湿度 78%。

2　材料与方法

2.1　插穗的选择与处理

穗条采自福建林学院绿化用 10年生使君子的着阳面枝条 , 粗度 0.2 ～ 0.8 cm 。插穗下切口用单面

刀片切削 , 保持切口干净平滑 。插穗截取后随即进行萘乙酸 (NAA)或清水处理 , 浸泡时间 24 h。

2.2　扦插基质

基质选用 5种配方。蛭石 , 代号 A1 ;细河沙 , 代号 A2 ;细河沙+黄心土 (1∶1), 代号 A3 ;黄心



土+火烧土+细河沙+过磷酸钙 (5∶3∶1∶1), 代号 A4;圃地表土 , 代号 A5 。插前均用 5.0 g·L-1的高

锰酸钾消毒处理 1 h。

2.3　生根促进剂

采用 IAA , IBA , NAA和 6-BA 4种激素 , 以不同质量浓度配制成 9种生根促进剂 。IAA +IBA (1∶

1)5×10-5 g·mL-1 , 代号 B1 ;IAA+IBA (1∶1)10-4 g·mL-1 , 代号 B2 ;IAA +IBA (1∶1)1.5×10-4 g

·mL-1 , 代号 B3 ;NAA 5.0×10-5 g·mL-1 , 代号 B4 ;NAA 10-4 g·mL-1 , 代号 B5 ;NAA 1.5×10-5 g·

mL-1 , 代号 B6 ;6-BA 5.0×10-5 g·mL-1 , 代号 B7 ;6-BA 10-4 g·mL-1 , 代号 B8 ;6-BA 1.5×10-4 g·

mL , 代号 B9 。

2.4　试验设计与调查方法

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 每处理 80根插穗 , 重复3次。扦插后20 d , 每隔 5 d调查插穗愈合生根

情况。年终调查苗高 (指当年抽梢高)、 不定根数 (指一级侧根数量)和不定根长度 (指一级侧根平

均长度)。

2.5　扦插后的管理

采用高床扦插 , 株行距10 cm×10 cm 。插后搭荫棚 , 保持透光度 60%, 相对湿度 85%, 并保持

良好的通风条件 。其他为常规管理措施[ 3～ 6] 。

3　结果与分析

3.1　插穗愈合组织直径与生根类型

使君子扦插后25 ～ 30 d下切口开始愈合 , 45 d后形成明显的愈合组织 , 65 d后愈合组织诱发形成

不定根 。愈合组织大小对不定根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马耳形愈合组织平均直径 0.51 ～ 0.72 cm的插

穗 , 扦插后 65 ～ 70 d形成不定根 , 不定根为 7 ～ 9条;马耳形愈合组织平均直径 0.20 ～ 0.50 cm的插

穗 , 扦后 75 ～ 90 d形成不定根 , 不定根为 4 ～ 8条;马耳形愈合组织平均直径小于 0.20 cm 的插穗 ,

85 d才形成不定根 , 不定根为 1 ～ 5条 。此外 , 试验中发现极少数 2年生插穗在愈合组织上方能形成

不定根。由此 , 可以认为使君子是以下切口愈合组织生根为主 , 兼有极少量皮部生根的综合生根类型

树种 , 与杉木的皮层生根型为主不同[ 7] 。

3.2　插穗年龄与生根生长的关系

　　表 1　不同插穗年龄与生根生长的关系
　　Table 1　The effects of root ing and growth with cutting age

插穗年龄 生根率/ % 不定根数/条 不定根长/ cm 苗高/ cm

1年生 6.6 4.2 5.63 16.82

2年生 54.3 6.7 11.82 23.17

3年生 38.7 7.4 10.67 20.12

4年生 21.6 4.3 7.43 19.22

4年生以上 12.9 3.6 5.83 17.34

显著水平＊ 0.01 0.01 0.01 0.05

　　　＊ F检验结果 , 以下同

　　1998年4月 5日 , 采用 1年生 、 2年生 、 3年生 、 4年生和大于 4年生的 5种插穗。插穗长度 16

cm , 以清水浸泡 24 h , 扦插于 A3基质中 。方差分析 F 检验结果表明 , 不同年龄插穗对生根率 、 不定

根数 、 不定根长和苗高具有显著的影响 (表 1)。生根率以 2年生插穗最高 , 分别比 1年生 、 3年生 、

4年生和大于 4年生的生根率提高 8.2倍 、 1.4倍 、 2.5倍和 4.2倍。不定根生根条数以 3年生插穗最

高 , 比最低的大于4年生的插穗提高205.6%。不定根长度和苗高以2年生插穗最高 , 分别比最低的 1

年生插穗提高 209.95%和 137.75%。这是由于 1年生插穗枝条太嫩 , 呼吸作用强 , 较易耗尽营养 , 而

且它的保护组织和机械组织不发达 , 插穗较易失水枯干;4年生和大于 4年生插穗枝条已衰老 , 细胞

原生质减少而木栓质和木质素增多 ,

枝条贮藏物质 、 透水性和透气性减少 ,

生理机能衰退 , 难于生根而致 。因此 ,

插穗宜选用2年生的枝条。

3.3　插穗长度对生根生长的影响

采用 5种不同长度的 2年生插穗 ,

以 10
-4

g·mL
-1
IAA +IBA 浸泡 24 h ,

在相同基质 (A3)苗床内同时扦插。

其生根生长情况如表 2 所示。经方差

分析 F 检验表明 , 插穗长度对生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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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不同插穗长度与插穗生根生长的关系
　　Table 2　The effects of rooting and growth wi th cutting length

插穗长度/ cm 生根率/ % 不定根数/条 不定根长/ cm 苗高/ cm

5 (ck) 50.7 4.8 12.62 20.23

8 58.5 4.9 16.85 21.13

12 65.4 4.6 18.28 21.67

16 73.6 5.4 21.81 22.34

20 66.7 5.2 16.44 22.13

显著水平 0.01 NS＊ 0.01 NS

　　　＊NS表示无显著差异 , 以下同

和不定根长度具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 ,

而对不定根数量和苗高无显著影响。

在长度为 5 ～ 16 cm 范围内 , 生根率 、

不定根长度和苗高均随插穗长度的增

加而增大 , 分别比对照大 15.4%～

45.2%, 30.27%～ 72.82 和 4.44%～

10.43%。特别是对不定根长度影响很

大 , 达到极显著差异水平。从插穗长

度看 , 以穗长 16 cm 最好 , 5 cm 的最

差。原因在于短插穗内部的根原始体

数量少 , 贮存的营养物质和水分少
[ 7]

, 造成短插穗生根的机会和数量少 , 生根率低 , 不定根数量少 ,

不定根短 , 苗木生长不良 。当插穗长度超过 16 cm , 插穗暴露在空气中的部分过长 , 易失水抽干 , 造

成生根率下降。

　　表 3　不同插穗时间与插穗生根生长的关系
　　Table 3　The effects of rooting and growth with cutting times

扦插时间 (月-日) 生根率/ % 不定根数/条 不定根长/ cm 苗高/ cm

12-05 60.3 5.2 10.25 25.62

01-10 63.4 5.8 9.85 27.54

02-14 78.6 6.0 21.29 30.82

03-08 66.9 6.5 22.18 24.71

04-06 61.2 5.6 12.54 23.89

显著水平 0.01 NS 0.01 0.05

表 4　生根促进剂与插穗生根生长的关系
Table 4　The effects of rooting and growth with the root growth helping matter

生根促进剂 生根率/ % 不定根数/条 不定根长/ cm 苗高/ cm

B1 68.2 5.6 17.34 27.64

B2 78.9 6.2 22.12 31.23

B3 56.7 5.4 18.32 26.35

B4 72.4 6.7 18.35 28.73

B5 88.5 6.5 23.56 34.32

B6 58.2 6.2 17.89 26.74

B7 68.0 5.4 16.78 25.84

B8 69.7 5.3 16.91 26.08

B9 51.2 5.7 17.32 24.36

ck 56.7 6.1 13.43 24.01

显著水平 0.01 NS 0.01 0.01

3.4　扦插时间对生根生长的影响

采用使君子落叶后新叶仍未萌发的插穗 , 从 12月至翌年 4月逐月进行扦插。插穗 2年生 , 长 12

cm , 以 10-4 g·mL-1IAA+IBA浸泡插穗基部 24 h , 在相同基质 (A3)苗床内同时扦插 。生根生长情况

如表 3所示 。经方差分析 F 检验表明 , 扦插时间对生根率 、不定根长度和苗高具有显著或极显著影

响 , 对不定根数量无显著影响 。其中以 1月 、 2月和 3月为最适宜的扦插时间 , 2月尤为理想 , 生根

率和苗高均为不同的扦插时间中最好的 , 分别达到 78.6%和 30.82 cm。这是由于 1 ～ 3月地温高于气

温 , 有利于愈合组织和不定根的形成 , 同时气温较低 , 蒸腾作用较弱 , 有助于保持插穗水分平衡 。而

在福建南平 12月份 , 使君子刚刚落叶 , 枝条未充分木质化 , 插穗容易变黑死亡 , 不利于不定根的诱

发和生长;3月以后 , 气温会迅速

升高 , 插穗萌动抽梢后蒸腾作用增

大 , 在根系没有形成之前 , 容易造

成失水萎蔫 , 生根率低。

3.5　生根促进剂与生根生长的关

系

采用 9种生根促进剂进行促进

插穗生根试验 , 以清水为对照

(ck), 插穗 12 cm 长 , 2 年生 , 于

2月 15日扦插在 A3 基质苗床上 。

生根生长情况如表 4所示。经方差

分析 F 检验表明 , 生根促进剂对

生根率 、 不定根长度和苗高具有显

著或极显著影响 , 而对不定根数量

无显著影响 , 除了 B9 外 , 各生根

促进剂对插穗的生根率 、 不定根长

度和苗高都有不同程度地提高 , 尤

其是 B5 (10
-4

g·mL
-1
萘乙酸)较

为理想 , 分别比对照提高 56.1%,

75.43%和 42.94%。此外 , 不同质

量浓度生根促进剂对插穗生根率的

大小排序 , 依次为 10
-4

g·mL
-1

>

5.0×10-5 g·mL-1 >1.5×10-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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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1 。说明在 24 h浸基条件下 , 中等浓度的激素有利于细胞恢复分裂机能 , 产生愈合组织诱发生根。

而对于髓部较松软的木质藤本而言 , 高质量浓度长时间的激素处理 , 会对插穗产生一定药害 , 抑制细

胞的分裂分化 , 不利于不定根的发生。

3.6　基质对插穗生根生长的影响

以2年生12 cm长插穗 , 在 10-4 g·mL-1IAA +IBA中浸泡插穗基部 24 h , 扦插于 5种不同配方的

基质中进行对比试验 。生根生长情况如表 5所示。经方差分析 F 检验表明 , 扦插基质对生根率 、 不

定根数量 、 不定根长度和苗高具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 。以A1 , A3 , A43种基质生根率 、 不定根数 、不

定根长和苗高较高 , 尤其以A4 [黄心土+火烧土+细河沙+过磷酸钙 (5∶3∶1∶1)] 最为理想 。主要

是由于 A3 , A4基质中掺入一定比例的基本上不带病菌的黄心土 , 可有效地防止插穗感染病菌引起的

腐烂 。同时黄心土结合能力强 , 保水性好 , 有利于插穗与基质紧密结合和保持基质湿度 , 提高插穗生

根生长能力 。A4基质中掺入火烧土和过磷酸钙 , 增加了基质的磷 、 钾含量 , 更有利于插穗诱发生根

和生根后的扎根生长 , 对插穗的生根生长效果尤其明显。A1为蛭石基质 , 其保水性能好且不带病菌 ,

也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而 A2 (细河沙)和A4 (圃地表土)的保水性能或理化性状不如上述基质 , 对

插穗的生根生长效果也相对较差。

　　表 5　基质对插穗生根生长的影响
　　Table 5　The ef fects of rooting and growth with cutting substrate

扦插基质 生根率/ % 不定根数/条 不定根长/ cm 苗高/ cm

A1 76.6 6.2 21.05 28.62

A2 65.4 5.4 19.55 19.64

A3 78.9 6.2 22.12 31.23

A4 86.4 7.3 24.48 34.26

A5 66.5 6.1 15.04 20.23

显著水平 0.01 0.05 0.01 0.01

4　小结

使君子扦插 65 d后开始诱发形成

不定根 , 为愈合组织生根为主的综合

生根类型树种。

不同年龄穗条的生根生长能力存

在显著差异 。参试的 5 种年龄穗条 ,

生根及生长能力从大到小依次为 2年

生 、 3年生 、 4 年生 、 大于 4年生和 1

年生。2年生插穗的生根率 、 不定根

数 、 不定根长和苗高分别达到 54.3%、 6.7条 、 11.82 cm 和 23.17 cm 。

5种不同长度插穗对生根率和不定根长度具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 , 而对不定根数量和苗高无显著

影响 。16 cm长插穗效果为好 。

扦插时间对生根率 、 不定根长度和苗高具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 , 而对不定根数量无显著影响 , 其

中以 1 ～ 3月为适宜的扦插时间 , 2月尤为理想 。

5.0×10-4 ～ 10×10-4 g·mL-1生根促进剂浸基 24 h对插穗生根及生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尤其

以10-4 g·mL-1萘乙酸效果最好 , 其生根率 、 不定根长度和苗高达到 88.5%, 23.56 cm和 34.32 cm。

扦插基质不同 , 其生根能力不同。参试的 5种基质对生根率 、不定根数量 、不定根长度和苗高具

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 。以黄心土+火烧土+细河沙+过磷酸钙 (5∶3∶1∶1)最为理想 , 细河沙和圃地

表土效果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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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ting propagation techniques for Quisqualis indica

CHEN Deng-xiong1 , CAI Bang-ping1 , DONG Jian-wen2 , CHENG Mu-lin2

(1.Xiamen Botanical Garden , Xiamen 361003 , Fujiang , China;2.Department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 Fujian

College of Forestry , Nanping 353001 , Fujian ,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made in the Nursery of Fujian College of Forestry in 1998.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and greatly significant effects of cutting age , cutting length , cuttage time , root growth

helping maters and cuttage substrate on the rooting and growth ability of Quisqualis indica of 10-year-old.Cuttings

could not grow the adventition roots until 65 d after cuttage.The cutting propagation techniques are as follow:the

base ends of cuttings of 2-year-old with the length of 16 cm were infused in the NAA solution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10-4mg·L-1for 24 h , and planted in the comprehensive cutting substrate (loess∶burned soil∶river sand∶

superphoshate=5∶3∶2∶1)in March.

Key words:Quisqualis indica;cuttage;cuttings;naphthaleneacetic acid (NAA);cutting subs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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