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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究花生壳是否可以替代树皮作为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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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栽培基质

及其最佳体积配比!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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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苗龄的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组培苗栽植于纯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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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基质中! 通过每月测定其生长生理指

标探究适宜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生长的最佳基质配比( 结果显示$

P

'

与
P

!

处理的植株生长量) 净光合速率) 蒸

腾速率) 暗呼吸速率及成活率显著优于其他处理! 表明花生壳可以部分或全部替代树皮! 添加草炭) 植金石效果

最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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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皮是北方地区栽培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的理想

基质配比(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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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期

中的传统品种! 其叶片直立宽厚! 花箭直立! 花色青绿! 花箭出箭率较高! 极具观赏价值! 然而! 它也

是较难养植的易感染病虫害的品种"

$

#

$ 大花蕙兰为热带附生型兰花! 在栽培的过程中! 基质选择尤为重

要$ 栽培基质不仅决定了根系的微环境! 对幼苗生根% 根系及地上部分生长状况产生关键性影响! 也是

植物所需水分% 养分的载体! 决定了植株成活率高低"

"

#

$ 常用陆生植物的栽培基质往往存在容重过大%

通气不良% 湿度过大等弊病! 用于国兰栽培时易引起兰苗烂根等问题! 更不适合于原产亚热带地区的洋

兰"

!

#

$ 据报道! 花生壳除
%&'()*(+'!)

的粗纤维外! 其他营养成分也很丰富! 包括粗蛋白% 粗脂肪% 糖

类及矿物质如钙% 磷% 镁% 钾% 氮% 铁% 锰% 锌% 铜% 硼等"

#!&

#

$ 此外! 花生壳作为中国十分常见% 产

量大的农业废弃物! 近年来被应用于多种植物栽培基质的研究"

%!(

#

! 在国兰的栽培中也有一定的应用"

,

#

$

同为兰属
!"#$%&%'(

植物的热带附生型洋兰&&&大花蕙兰! 在生产栽培中却仍广泛使用价格昂贵% 非可

再生的松树皮作为栽培基质$ 花生壳代替树皮做栽培基质! 不仅经济环保! 也为北方温室栽培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提供了一条低成本栽培金径$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植物材料为原产天津的大花蕙兰绿花品种 '世界和平( 组培苗! 苗龄
%

个月!

"-$!

年
$"

月
"&

日

运至北京林业大学科技温室! 并于
"-$#

年
"

月
"(

号移栽至
$%- .. " ,- .. " "$- ..

的带侧壁孔的

黑色硬质兰盆$ 基质主要为发酵松树皮% 发酵花生壳! 少量运用进口草炭及兰花类植石植金石$ 试验所

在的温室为瓦楞状聚氯乙烯)

/01

*板材双面屋顶连栋式温室! 夏季最高温度不超过
", #

! 冬季最低温

度在
& $

以上! 平均湿度为
&-)*(-)

$

!"#

试验设计

试验开始前采用对比称量法"

+!$-

#对
#

种基质的粒径% 容重% 孔隙度% 酸碱度% 电导率等理化性质进

行测定并绘制水分变化曲线$ 根据
#

种基质的理化性质% 保水特性及混合状况"

$$

#设计处理组! 采用单因

子完全随机试验设计! 共设计
$-

个处理组! 重复
+

次+处理!$

! 具体设计如表
$

所示$

!"$

测定方法及内容

试验开始后! 每月用量尺测量
$

次株高和老叶第
"

片叶叶长! 用游标卡尺测定老叶第
"

片叶的叶片

叶宽% 叶片厚度及假鳞茎直径! 统计叶片数目并用方格网计算总叶面积$ 处理
%

个月后! 用便携式
23%

%#--

光合仪于
$-4--!$$4--

时测定新叶第
"

片叶片的净光合速率)

)

5

*! 气孔导度)

!

657

*! 胞间二氧化碳摩

尔分数)

!

8

*! 蒸腾速率)

*

9

*等生态生理指标! 测定时以自然光为光源! 空气流速设置为
&-- !.6:

+

;

!$

, 其

后关闭光源适应
$"- ;

! 测定暗呼吸速率)

+

*$ 处理
(

个月后进行取样! 采用丙酮乙醇混合浸泡法"

$$

#测定

老叶第
"

片叶片叶绿素的质量分数, 将根% 茎% 叶分割后在烘箱内以
%- $

烘干至恒量! 称量各器官干

物质质量$

表
!

不同基质体积配比处理

<=>:? $ <9?=@.?5@; 6A 78AA?9?5@ .=@?98=: A69.B:=@865 85 C6:B.?

处理 树皮
D)

花生壳
D)

草炭
D)

植金石
D)

处理 树皮
D)

花生壳
D)

草炭
D)

植金石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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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与处理

采用
I/II $('-

和
JKE?:

进行数据分析! 采用
LBE=5

法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不同栽培基质对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株高# 假鳞茎宽及叶面积的影响

由图
$

可以看出- 经过
(

个月的处理! 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株高差异显著! 从高到低依次为

孙 燕等- 花生壳栽培基质对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生长及生理特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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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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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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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1

月间" 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假鳞茎生长缓慢& 除
'

(

和
'

!

组外" 其余各组

生长速度无明显差异' 步入夏季后生长速度增加"

*+

!

和
)

(

增长速度最大" 其次为
'

!

"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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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处理

组假鳞茎大小出现明显差异"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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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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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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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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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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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鳞茎直径均值稍有下降&

由图
(

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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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是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叶片生长的旺盛期" 步入夏季后叶面积增长速度

放缓" 秋季时增长速度有所增加&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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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栽培" 大花蕙兰的叶面积大小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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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值差异不显著&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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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基质处理对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株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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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栽培基质对大花蕙兰!世界和平" 萌芽# 展叶及生根的影响

!!1

月间" 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处于叶片生长的旺盛时期"

'

(

和
'

!

新展叶数目较多" 其他组展

叶数目差异性不显著" 假鳞茎生长缓慢" 仅
*+

!

组出现萌芽(表
!

)' 步入夏秋季节" 新叶生长缓慢" 假

鳞茎得到充分生长" 植株于
,"

月左右开始大量萌芽" 其中含草炭基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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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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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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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数目最多" 基质中花生壳含量高的组" 新根数目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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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栽培基质对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叶绿素质量分数及叶片厚度的影响

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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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 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经不同基质栽培后" 处理组叶绿素质量分数均比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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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且各处理组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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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其后依次为
)

,

＞

)

!

＞)

$

＞)

-

" 而
'

(

"

'

!

和
'

,

为最低& 此外"

)

组植株叶片呈现浓绿色" 叶片薄* 软" 而
'

组植株叶

色青绿* 叶片肥厚坚韧&

!"$

不同栽培基质对 !世界和平" 干物质质量的影响

干物质质量是衡量植物营养和生长状况的重要指标&

!",-

年
,"

月
!"

日对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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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表
!

不同基质配比对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萌芽# 展叶及生根的影响

$%&'( " )**(+, -* .%,(/0%' -1 23/-4, /%,(5 6-417 '(%* 14.&(/ %18 1(9 /--, 14.&(/ -* !"#$%&%'( )"$*%&'(

!

:;0<0(;(3017

"

处理
萌芽率

=>

展叶数
=

#片$株!?

% 新根数
=

#条$株!?

%

@!"@?A@B"@? @C"@?A@D"@? @!"@?A@B"@? @C"@?A@D"@? @!"@?A@B"@? @C"@?A@D"@?

+E

?

@ @ ?F"G 8 @FG" & @FBBC & @F??? (

H

?

@ @ ?F"G 8 @F!" 8 @F!!# 8 @F!!! 8(

H

"

@ "@ ?F@@ ( @F"! ( @F#"I + @F#@@ 8

H

!

@ ?@@ % ?FCG + @F#" + @FCG@ & #F?BC %&

H

#

@ @ ?F?C 8( @F@! 7 @FGGB &+ ?F!!# +

H

G

@ !!F! @FI@ * @FC@ % @FBBC & #FI!! %&

+E

"

??F? % G@ + ?FCG + @F?! * @FIID % ?FCCC +

J

?

@ !CFG + ?FC! + @F"G ( @F!!! 8 ?F?"G +

J

"

@ ICFG & "FDC & @F"I ( @F!!! 8 !F""" &

J

!

??F? % ?@@ % !F!G % @F?! * @FIID % GFBBC %

说明& 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
G>

水平差异显著'

表
"

不同基质配比对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叶绿素质量分数及叶片厚度的影响

$%&'( ! )**(+, -* 80**(/(1, .%,(/0%' -1 '(%* +;'-/-3;6'' %18 +-1,(1, -* +"($%&%'( )"$*%&'(

!

:;0<0(;(3017

"

处理
叶绿素

=

#

.7

$

7

!?

%

叶片厚度
=..

叶绿素
%

叶绿素
&

总叶绿素

+E

?

?F#BC # @F"!G + @F"#C # @F?@! + ?FC?? # @F!!I + #FI# # @F@?C &

H

?

?FB!# # @F"@" %& @FG?" # @F@#! % "F?#B # @F"#G %& #FGB # @F@@D &

H

"

?FBB# # @F"G# %& @F!BD # @F@GB %&+ "F@!! # @F!@D %&+ #FG@ # @F@?I &

H

!

?FCIB # @FB@? % @F#!C # @F!?G % "F""! # @FD?C % GF@@ # @F@@! &

H

#

?FG#B # @F"I %&+ @F!C? # @F?! %&+ ?FD?I # ?F!#? %&+ #FI@ # @F@?! &

H

G

?FGI! # @F#C" %&+ @F!#I # @F?@? %&+ ?FD!" # @FGC! %&+ GF@@ # @F@@# &

+E

"

?FC!D # @F#"G % @F#?D # @F?"C %& "F?GC # @FGG" % #FB# # @F@"# &

J

?

?F#B# # @F?G! + @F"C" # @F@!" + ?FC!G # @F@@B + GF@# # @F@@I &

J

"

?F#"D # @F?@# %& @F!I! # @F@"? %& ?FI?" # @F@@" %& GFD# # @F@BG %

J

!

?FD!C # @F??B %&+ @F!@" # @F@!? %& ?FIDG # @F?#C %&+ GFI" # @F@?D %

说明& 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
G>

水平差异显著'

孙 燕等& 花生壳栽培基质对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生长及生理特性的影响

进行全株取样( 分别测定叶片) 假鳞茎和根系的干物质质量( 结果如图
#

所示' 不同基质处理对大花蕙

兰 !世界和平" 地上#叶片) 假鳞茎%和地下#根系%

"

部分干物质质量有明显影响'

J

"

(

J

!

(

H

!

(

H

G

(

J

?

和
+E

"

处理组地下部分干物质质量与
+E

?

相比增加显著(

H

?

(

H

"

和
H

#

处理组小于
+E

?

* 地上部分干物质

质量分别为
J

"

＞J

!

＞J

?

＞H

G

＞H

!

＞+E

"

＞H

#

＞+E

?

＞H

"

＞H

?

( 其中( 假鳞茎干物质质量最大的为
J

"

(

J

!

和

+E

"

( 分别比
+E

?

大
?CGFI>

(

?G?FI>

和
?@IF">

( 叶片干物质质量最大的为
J

"

(

H

G

(

J

?

和
J

!

( 分别比
+E

?

大
"?#F?>

(

?!?FI>

(

?!@FG>

和
?!@F!>

'

!#$

不同栽培基质对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生态生理特性的影响

在温室内对处理组进行光合日变化曲线测量后得知#表
#

%( 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于
?@K@@ !??K@@

光合作用最强( 光合速率达到峰值' 对各个组进行测量统计可得& 处理组
J

"

(

J

!

和
J

?

净光合速率最

大( 分别比对照组
+E

?

大
IDF?>

(

CCF!>

和
!!FB>

( 比最小的
H

?

大
"@GFD>

(

?IBFC>

和
??BF">

(

H

?

(

H

"

和
+E

"

净光合速率最小( 分别比
+E

?

小
!IFB>

(

?IF">

和
DFD>

(

H

!

(

H

#

和
H

G

!

组差异不显著* 气孔导度

以
J

"

和
J

!

最大(

J

?

(

+E

?

和
H

?

气孔导度最小(

H

组处理差异性不显著* 胞间二氧化碳摩尔分数
J

?

和

J

"

为最大( 分别比
+E

?

大
CBFC>

和
G#FG>

( 其余各处理均小于对照组
+E

?

*

J

?

LJ

!

组植株的蒸腾作用显著

大于其他各处理( 蒸腾速率最大的
J

!

比最小的
H

?

大
G?BFC>

( 比对照组
+E

?

大
?GIF?>

(

H

?

(

H

G

和
+E

"

处

理蒸腾速率小于
+E

?

*

J

"

(

H

!

(

J

!

和
+E

"

的暗呼吸速率最大( 分别比
+E

?

大
!DFC>

(

!!FI>

(

!@FI>

和

GFC>

'

G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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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基质配比对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生态生理特性的影响

'()*+ , -..+/0 1. 2(0+34(* 15 678941*1:8 1. !"#$%&%'( )"$*%&'(

!

;74<4+7+645:

"

处理
净光合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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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

2

!!

$

9

!#

%

气孔导度
!

15>

=

#

!21*

$

2

!!

$

9

!?

%

胞间二氧化碳摩尔分数
!

4

=

#

!21*

$

21*

!?

%

/@

?

?A#& > &A&&B $ > !!CAD /

E

#

&AC% . &A&&D C >+ #%&AB >+

E

!

&A%% + &A&&F ? /> ?C$AD .

E

D

?A!? > "A""F F / ?F%AD +.

E

,

?A!% > "A""% % )/ ?BFAC >

E

$

?A?% > "A"?? ? )/ ?F%A" +.

/@

!

"AB% + "A""F B / ?%!A$ >+

G

?

?A,F / "A""? ? + D,BAC )

G

!

!A"% ) "A"?B ! ( DBBA% (

G

D

?AB$ ( "A"?$ C ) ?%,A" >+

蒸腾速率
,

3

=

#

!21*

$

2

!!

$

9

!?

%

"A,D >+

"A?% .

"ADB +

"A,C />

"A$B /

"AD% +

"ADB +

"A%, )

"A%D )

?A?? (

暗呼吸速率
-=

#

!21*

$

2

!!

$

9

!?

%

"AC% )

"ADB +

"A$% >

"AB? )

"AC! >

"ACB />

"AF! /

"ACB )/

"AB$ (

"A%B )

说明& 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
$H

水平差异显著'

"#$

不同基质对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抗病害能力及成活率的影响

绿花系的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为抗病虫害能力较弱的品种( 在通风不畅下易感病害)

#D

*

' 试验过程

中( 大花蕙兰在经历了严重的虫害+ 夏季潮湿无风及
#&

月温度骤降( 陆续出现了植株枯死的状况' 结

果显示#图
$

%& 春季和夏季是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病虫害高发期( 植株枯死主要发生在
#&

月之前'

E

#

IE

$

组植株在各个时期均出现植株枯死现象(

E

,

组枯死率高达
FFA%H

,

G

#

(

G

!

和
G

D

组与对照组
/@

#

和

/@

!

仅出现个别植株枯死的现象( 且均出现在
D!$

月' 对枯死植株的基质进行研究发现( 基质中滋生蚜

虫+ 红蜘蛛及苍蝇卵' 树皮#

/@

#

%和花生壳#

/@

!

%单一基质及添加了植金石基质#

G

#

IG

D

%蝇虫相比较较少'

图
,

不同基质配比对大花蕙兰 !世界和

平" 干物质质量的影响

J4:K3+ , -..+/0 1. >4..+3+50 2(0+34(* 15 >38 2(00+3 L+4:70

1. !"($%&%'( )"$*%&'(

!

;74<4+7+645:

"

图
$

不同基质配比植株对 !世界和平" 成

活率的影响

J4:K3+ $ -..+/0 1. >4..+3+50 2(0+34(* 15 9K3M4M(* 3(0+ 1.

!"($%&%'( )"$*%&'(

!

;74<4+7+645:

"

/@

#

E

#

E

!

E

D

E

,

E

$

/@

!

G

#

G

!

G

D

/@

#

E

#

E

!

E

D

E

,

E

$

/@

!

G

#

G

!

G

D

D

结论与讨论

在设施园艺中( 栽培基质的性质和营养状况直接影响到植物根系的生长发育
N

从而间接作用于植株

地上部分的形态建成)

#,

*

' 本试验中( 体积分数为
%&O

花生壳
P?"H

草炭
P?"H

植金石(

,"H

树皮
P,"H

花生

壳
P?"H

草炭
P?"H

植金石
!

组处理下( 大花蕙兰的株高+ 叶片厚度及总叶面积+ 假鳞茎直径显著高于其

他处理( 植株的光合+ 暗呼吸+ 蒸腾速率均为最大( 地上及地下部分干物质质量增加显著( 各项生长生

理指标显著高于纯树皮栽培基质+ 纯花生壳栽培基质以及花生壳+ 树皮+ 草炭的混合配比基质( 说明花

生壳可以部分或全部代替树皮用以栽培大花蕙兰' 由于花生壳容重低+ 保水性一般( 适当添加保水能力

强+ 养分含量高的草炭及通气度高+ 保水能力强+ 清洁度高的植金石( 既可以改善基质的养分及水汽状

况( 利于大花蕙兰的根系生长( 又可提高植株的抗病虫害能力' 因此( #

$"HI%"H

%的花生壳
P

#

"I?"H

%

草炭
P?"H

植金石
P

#

"ID"H

%树皮是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的理想基质配比' 此外( 本试验营养液浇灌频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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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孙 燕等! 花生壳栽培基质对大花蕙兰 "世界和平# 生长及生理特性的影响

率为
"

周
$

次$ 浇水周期为
$

周
$

次$ 在变更水肥频率的情况下基质对植株的影响效应仍需要做进一步

试验$ 而花生壳与各类基质的使用时限以及添加植金石后基质的抗虫效应也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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