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书书书

红叶石楠扦插繁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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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试验研究了不同生长素种类与浓度及处理方法对红叶石楠扦插繁殖的影响。结果表明：对木
质化程度较大的上段插穗（留 1片叶），以 N A A 1 000 m g/L 液浸泡插穗基部 5 s较好；对半木质化的中段插
穗（留 2 片叶）和较幼嫩的下段插穗（留 3 片叶），以 N A A 100 m g/L 液浸泡插穗基部 2 h的处理效果最佳，能
较好地促进插穗生根，萌芽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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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tract　The study linked with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som atotropin，concentration of som a2
totropin and disposed m ethods in cuttage on m ultiplication ofPhotinia fraseri.The results showed thatforannule lig2
nified cutting shoots（one leaf），the optim alm ethod was to dip it's base in N A A 1 000 m g/L solution 5 seconds，and
for sem i2lignified cutting shoots（two leaves）or young cutting shoot（three leaves），it was to dip it's base in N A A
100 m g/L solution 2 hours.They could com m endably contribute cutting shoots to rootand less inhibitgerm ination of
cutting shoot.

K ey w ords　Photinia fraseri，cuttage on m ultiplication，som atotropin

红叶石楠“红罗宾”（Photinia fraseri）为蔷薇科石楠属的石楠与光叶石楠杂交后代选育的品种，因其新叶
鲜艳亮丽而得名。近年来通过不同渠道从日本、美国、新西兰和荷兰等国引入。红叶石楠生物学特性优良，

其亮红的新梢能长久保持，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被誉为“红叶绿篱之王”，在园林、城市绿化中用途广泛。

由于红叶石楠为杂交品种，种子繁殖容易造成苗木性状不一致，故生产者不宜用播种育苗繁殖红叶石楠［1］。

为了更好地推广红叶石楠在城市绿化中的应用，笔者对红叶石楠进行了扦插繁殖技术研究。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繁殖材料：2年生红叶石楠“红罗宾”（Photinia fraseri）植株的当年生枝条。
培养基质：珍珠岩。

处理药剂：N A A、IA A 生长素。
扦插繁殖设备：植物快繁计算机自动控制温、湿度微喷灌设施的钢管大棚（丽水市农科所研制）。

1.2　试验方法
设置了不同药剂及浓度试验。药剂和浓度分别为：N A A 100，500，1 000，2 000 m g/L；IA A 500，1 000，

2 000 m g/L，设空白为对照。处理方法除 N A A 100 m g/L 浓度浸泡穗条下部 1.0 ～1.5 cm 处理 2 h 外，其余
处理的穗条下部 1.0 ～1.5 cm 均为快速蘸药剂溶液，时间 5 s；对照不用处理直接扦插。

扦插穗条根据节间距的长短剪穗，穗条分别为 1 叶 1 芽、2 叶 2 芽、3 叶 3 芽（1 片叶的穗条为枝条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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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片叶为枝条中段，3 片叶为枝条上段），“芽”表示腋芽生长点。每种药剂浓度均扦插带 1，2，3 片叶的穗条
各 20 株，并按顺序排列。
1.3　调查方法

扦插后 20 d与 35 d调查插穗的生根率、平均生根量、萌芽率和平均萌芽量，取算术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药剂处理对生根、萌芽的影响
从各药剂、浓度处理红叶石楠 3 种插穗的平均生根率、生根量、萌芽率和萌芽量结果（见表 1）可看出：

N A A 500 ～2 000 m g/L 液速蘸 5 s的处理，插穗的生根率和生根量随浓度的升高而提高，最高为 2 000 m g/L
的处理，扦插后 20 d，插穗平均生根率达 53.5%，生根量达3.5 根。该结果表明 N A A 浓度越高对生根的促进
作用越明显，且扦插前期对生根的促进作用强，后期对促进生根的作用弱；而对萌芽的抑制作用也越强，插后

20 d和 35 d萌芽率只有 8.3%和 25%。N A A 100 m g/L 液浸泡 2 h处理，对红叶石楠生根有较强的促进作
用，同时作用的持续时间长（扦插 20 ～35 d期间，该处理插穗的生根量最大，但萌芽少），扦插后 20 d，插穗的
平均生根率为 32.7%，高于 500 ～1 000 m g/L 液速蘸 5 s的生根率，表明低浓度的 N A A 处理时间长，也能提
高插穗的生根率。IA A 500 ～2 000 m g/L 液速蘸 5 s对促进红叶石楠插穗生根的作用弱，对发芽的抑制作用
弱。

表 1　不同药剂处理对生根、发芽的影响

处理

（m g/L）

扦插 20 d
生根率

（%）
平均生根量

（根）

萌芽率

（%）
平均萌芽量

（个）

扦插 35 d
生根率

（%）
平均生根量

（根）

萌芽率

（%）
平均萌芽量

（个）

N A A 2000 53.3 3.50 8.3 0.10 60.0 8.50 25.0 0.32
N A A 1000 25.0 1.20 21.7 0.27 31.7 4.55 36.7 0.43
N A A 500 11.3 0.50 24.4 0.33 13.3 1.58 53.3 0.53
N A A 100 32.7 1.60 16.7 0.22 50.0 8.28 17.2 0.25
IAA 2000 8.3 0.18 23.3 0.28 8.3 0.63 65.0 0.75
IAA 1000 3.5 0.05 45.8 0.53 5.3 0.35 72.0 1.00
IA A 500 1.7 0.26 48.3 0.48 1.7 0.38 63.3 0.70
空白对照 0 0 53.3 0.62 1.7 0.02 73.3 0.82

2.2　不同药剂处理对不同穗条的影响
不同药剂及浓度对不同插穗的生根率、生根量、萌芽率的结果见表 2。从表 2 可看出，与对照相比，各处

理对当年生枝条不同木质化程度穗条的生根、萌芽均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或抑制作用。

2.2.1　不同药剂处理对下段保留 1 片叶（枝条木质化程度较大）穗条的影响　从表 2 看出，N A A 500 ～2 000
m g/L 液快速浸泡插穗基部 5 s，插后 20 d和 35 d的生根率随浓度的升高而提高，而萌芽率反而降低，尤其以
2 000 m g/L 液处理的低，插后 35 d 插穗未见萌发。3 种处理比较，以 1 000 m g/L 浓度效果较理想，插后 35
d，生根率达 40%，萌芽率 5%，平均生根量为 3.45 根，平均萌芽量 0.05 个，既有效地促进了插穗的生根，又
对插穗发芽的抑制作用不大。而 IA A 的处理对插穗生根的促进作用较小，生根率较低，而萌芽率较高。
N A A 100 m g/L 液处理 2 h的，对插穗生根的促进作用较小，但对插穗萌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2.2.2　不同药剂处理对中段保留 2片叶（枝条木质化程度中等）穗条的影响 　从表 2 可看出，N A A 500 ～
2 000m g/L 液处理保留 2 片叶插穗，插穗的生根率和萌芽率的趋势与处理保留 1 片叶的结果相似。IA A 处
理对插穗的根系生长影响小。最佳的处理为 N A A 100 m g/L 液浸泡插穗基部 2 h，20 d 插穗生根率为 50%，
平均生根量为 2.5 根，萌芽率为 0；35 d 生根率为 70%，平均生根量为 14.6 根，萌芽率为 5%，平均萌芽量
0.05个。表明 N A A 100 m g/L 液浸泡插穗基部 2 h的处理对半木质化的插穗效果好。
2.2.3　不同药剂处理对上段保留 3 片叶（枝条木质化程度小）穗条的影响 　 从表 2 可见，N A A 500 ～2 000
m g/L 液快速处理木质化程度小的插穗（保留 3 片叶），对其生根的促进作用小，35 d的最高生根率才 20%，
表明高浓度的 N A A 速蘸法不适宜处理木质化程度小的插穗。N A A 100 m g/L 液浸泡处理 2 h 的，扦插 2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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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穗的生根率为 45%，平均生根量为 1.65 根，萌芽率为 50%，平均发芽量为 0.75 个，35 d的生根率为 50%，
平均生根量为 7.7 根，萌芽率为 55%，平均萌芽量 0.85 个，为最佳处理。

表 2　不同药剂处理对不同穗条的影响

穗条部位
处理

（m g/L）

扦插 20 d
生根率

（%）
平均

生根量

萌芽率

（%）
平均

萌芽量

扦插 35 d
生根率

（%）
平均

生根量

萌芽率

（%）
平均

萌芽量

下段 N A A 2000 85 5.70 0 0 90 10.15 0 0
（留 1 片叶） N A A 1000 30 1.80 0 0 40 3.45 5 0.05

N AA 500 15 0.75 5 0.05 15 1.25 25 0.25
N AA 100 3 0.75 0 0 30 2.25 0 0
IA A 2000 25 0.55 5 0.05 25 1.90 45 0.45
IA A 1000 11 0.16 45 0.45 11 0.94 56 0.72
IA A 500 5 0.80 20 0.20 5 1.15 45 0.45
空白 0 0 45 0.45 0 0 85 0.85

中段 N A A 2000 60 4.05 0 0 70 12.85 5 0.05
（留 2 片叶） N A A 1000 35 1.60 0 0 40 7.85 25 0.25

N AA 500 19 0.67 35 0.35 25 3.50 50 0.50
N AA 100 50 2.50 0 0 70 14.60 5 0.05
IA A 2000 0 0 25 0.25 0 0 75 0.85
IA A 1000 0 0 15 0.15 0 0 75 0.80
IA A 500 0 0 80 0.8 0 0 80 0.80
空白 0 0 35 0.35 0 0 45 0.45

上段 N A A 2000 15 0.75 25 0.35 20 2.60 70 0.90
（留 3 片叶） N A A 1000 0 0 65 0.80 15 2.35 80 1.00

N AA 500 0 0 35 0.40 0 0 85 1.00
N AA 100 45 1.65 50 0.75 50 7.70 55 0.85
IA A 2000 0 0 70 0.85 5 0.10 85 1.45
IA A 1000 0 0 50 0.65 0 0 75 1.00
IA A 500 0 0 45 0.45 0 0 65 0.85
空白 0 0 80 1.05 5 0.05 90 1.15

3　小结与讨论

3.1　生产上扦插繁殖红叶石楠，不但要求成苗率高，而且成苗整齐度要好，成苗速度快，以提高繁殖速率，提
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本试验初步研究了不同穗条部位的插穗适宜的药剂及浓度的处理方法，使插穗

既能快速生根又能适量萌芽，以提高扦插繁殖的成苗率和成苗速度。

3.2　综合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木质化程度较大的下段 1 片叶穗条在药剂处理下生根速度快，但药剂对其萌
芽的抑制作用大，以 N A A 1 000 m g/L 液速蘸处理 5 s为佳。当年生枝条半木质化的中段 2 叶穗条生根速度
较快、生根量多、萌芽较快，N A A 100 m g/L 液低浓度处理 2 h比 2 000 m g/L 高浓度速蘸处理 5 s效果要好，
对插穗生根、生长作用的持续时间长。对木质化程度低的下段嫩梢插穗，适宜采用 N A A 100 m g/L 液泡浸处
理 2 h，插穗生根率高，萌芽力强，生长速度快。
3.3　从上段 1 叶穗条与中段 2 叶穗条生根量的比较来看，中段 2 叶穗条的生根量更大，这结果与吴全聪［2］

在研究朱砂根非试管快繁技术的结果相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穗条在植物快繁计算机自动控制温、湿的环境

下，活力没有降低，若叶片数多，则光合作用的积累物质多，插穗生长快。但不同部位穗条以及在不同的外界

条件下的最佳留叶数量，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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