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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四照花容器育苗基质配方筛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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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ＫＬＡＳＭＡＮ泥炭、熊猫牌泥炭、黄土、珍珠岩和蛭石等材料配制成不同基质，进行大花四照花容
器育苗栽培试验。结果表明：各种配方基质的肥力等级均高；ＫＬＡＳＭＡＮ泥炭 ＋熊猫牌泥炭 ＋黄土（比例为
２∶１∶１）配方的植株地径、苗高和叶片数最大，且叶片数与其它不同配方间的差异达极显著（Ｐ＜０．０１），最适
宜容器苗生长；持水率高、镁元素含量高以及０．２５～１．００ｍｍ土壤颗粒含量高的基质不利于容器苗生长。

关键词　大花四照花；引种；容器苗；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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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育苗与普通裸根苗相比，具有方便操作、育苗期短、苗木规格趋一、起苗伤根少、造林季节长、造林成

活率高等优点［１］，因此，容器育苗技术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与应用［２］。容器中的基质为苗木的生长提供养分

和水分，是影响苗木成活和生长的重要条件，也是决定苗木质量的关键。大花四照花（Ｃｏｒｎｕｓｆｌｏｒｉｄａ）属于山
茱萸科（Ｃｏｒｎａｃｅａｅ）山茱萸属（Ｃｏｒｎｕｓ），又名多花

!

木、多花狗木，原产北美洲东部，主要分布在美国和加拿

大［３］。大花四照花具黄绿色头状花序，周围衬有四片形似花瓣的白而大的苞片，极具观赏性；秋季果实为红

色，叶色转变成橘红或猩红色，更增添景观色彩。在园林应用中可以孤植、列植或片植，也可作行道树。我国

引进大花四照花的时间不长，目前见到的多数为进口成品苗，国内种苗繁育技术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本研

究通过对不同配比基质进行理化分析，比较不同基质对大花四照花容器苗生长的影响，筛选适合的种植基

质，为繁殖大花四照花苗木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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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及试验材料
试验地设在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试验苗圃，地理位置为３０°１３．１４５′Ｎ，１２０°１．４３８′Ｅ，海拔２４ｍ，年平

均气温为１６．２℃，１月平均气温４．７℃，最低 －５．４℃，７月平均气温２８．１℃，年平均降水量１５００ｍｍ。
２００５年引进美国大花四照花种子，繁殖成苗。以３ａ生实生苗为母树采穗扦插，成活后于２０１１年７月将扦
插苗移栽于不同基质中，每种基质种植３０株。栽植容器为１４ｃｍ×１９ｃｍ（高×直径）的塑料容器，容器底部
有５ｃｍ高的隔层，以利于基质透水。容器苗置于光照条件一致的苗圃地上，无遮阴，试验期间只在必要时才
用自来水适当浇淋，以保证植株对水分的正常需求。栽植后测量每株苗木的苗高和地径作为本底数据。

２０１２年４—１１月定时测量每株苗木的苗高、地径、叶片数和叶绿素含量。
１．２　基质配方

试验的５种基质配方成分如下：（１）ＫＬＡＳＭＡＮ泥炭 ＋珍珠岩，比例１∶１；（２）ＫＬＡＳＭＡＮ泥炭 ＋蛭石，比
例１∶１；（３）ＫＬＡＳＭＡＮ泥炭＋蛭石＋珍珠岩，比例１∶１∶１；（４）ＫＬＡＳＭＡＮ泥炭＋熊猫牌泥炭＋黄土，比例２∶１
∶１；（５）熊猫牌泥炭＋蛭石＋珍珠岩，比例１∶１∶１。ＫＬＡＳＭＡＮ泥炭是德国进口泥炭，购自浙江传化集团，熊猫
牌泥炭、珍珠岩（２～４ｍｍ）和蛭石（２～４ｍｍ）购自锦大绿产业技术有限公司。
１．３　测定指标及方法

基质中的交换性钙、镁、钠、盐基、ｐＨ值、电导率、全氮、全磷、速氮、速磷、速钾和有机质分别根据林业行
业标准 ＬＹ／Ｔ１２４５１９９９、ＬＹ／Ｔ１２４５１９９９、ＬＹ／Ｔ１２４６１９９９、ＬＹ／Ｔ１２３９１９９９、ＬＹ／Ｔ１２５１１９９９、ＬＹ／Ｔ１２４４１９９９、
ＬＹ／Ｔ１２２８１９９９、ＬＹ／Ｔ１２３２１９９９、ＬＹ／Ｔ１２２９１９９９、ＬＹ／Ｔ１２３３１９９９、ＬＹ／Ｔ１２３６１９９９、ＬＹ／Ｔ１２３７１９９９［４１４］进行
测定；基质的土壤颗粒组成依照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进行测定；选取从顶部数下来的第３～５片叶，用
ＳＰＡＤ５０２ＤＬ叶绿素仪直接测定叶绿素含量，每叶测３～５个部位，取平均值作为单株苗的测定值。

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分析处理。以各基质的所有苗测定值的平均值作为各性状
生长变化规律的比较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基质的理化性状分析结果
通过对不同基质配方的物理化学性状的分析，由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各配方偏酸性，配方２ｐＨ值最

高，接近中性；配方１中交换性钙、镁、钠、盐基含量都是最高的，而速磷含量是最低的；配方２的全氮、全磷、
速磷和速钾含量都是最高的，交换性钙、交换性钠、电导率、速氮含量最低；配方３持水率、０．２５～１．００ｍｍ土
壤颗粒含量最高，交换性盐基、全磷、有机质含量最低；配方４电导率最高，ｐＨ值最低，但与配方５ｐＨ值差别
不大，速钾、持水率、０．２５～１．００ｍｍ土壤颗粒含量最低；配方５速氮、有机质含量最高，交换性镁、全氮含量
最低。

根据土壤中交换性钙含量＞１０００ｍｇ／ｋｇ、交换性镁含量＞１２０ｍｇ／ｋｇ即为丰富等级的分类标准，可判断
各配方都属于交换性钙、交换性镁含量丰富的类别［３］。

表３所列出的是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推荐的土壤肥力分级标准，与这一标准比较，可确定所有配方基质
中的有机质和速氮含量均达到１级，全氮含量达到３级以上，速钾含量达到２级以上，但速磷的含量低。总
体来说，各配方基质养分含量高。

表１　各基质配方理化性状（一）

配方
交换性钙

／（ｍｇ·ｋｇ－１）
交换性镁

／（ｍｇ·ｋｇ－１）
交换性钠

／（ｍｇ·ｋｇ－１）
交换性盐基

／（ｃｍｏｌ（＋）·ｋｇ－１）
ｐＨ值

电导率

／（μｓ·ｃｍ－１）
全氮

／（ｇ·ｋｇ－１）
１ ２４７１．０５ ８７９．２４ １０４．９７ ６３．０２ ５．４０ １３５．９ ２．４２７３
２ １２２０．９３ ３２５．２６ １０．８１ ４０．４０ ６．２４ １１３．８ ８．１６０６
３ １６３３．９３ ４９６．３７ ４８．４０ １７．３５ ５．７５ １５３．２ １．２５２５
４ ２１４７．４４ ４８３．４３ １８．５２ ２８．１７ ４．７１ １８４．８ ２．３８１１
５ ２２２１．６１ ２４０．３５ ６１．２４ ２９．５５ ４．７２ ２３７．０ １．２２８３

５１杨　华等：　大花四照花容器育苗基质配方筛选试验



表２　各基质配方理化性状（二）

配方
全磷

／（ｇ·ｋｇ－１）
速氮

／（ｍｇ·ｋｇ－１）
速磷

／（ｍｇ·ｋｇ－１）
速钾

／（ｍｇ·ｋｇ－１）
有机质

／（ｇ·ｋｇ－１）
持水率

／％
０．２５～１．００ｍｍ
土壤颗粒／％

１ ０．０６３７ ５０５．０３９６ ０．５９１３ ２０４．３３９１ ２３２．２６７８ ３６５．６３ ７２．８６

２ ０．５８５４ ３１０．８１４１ １７．０１４３ ４７１．８６７２ １５３．７５３７ ３１６．５１ ６６．９６

３ ０．０２０４ ３８６．１５４８ １２．２２７３ ３４８．６９７８ ８７．１９２１ ４０６．８９ ７８．４８

４ ０．０３１３ ５９１．９１３９ １．５１５４ １５６．６０４４ ３４８．９２２８ ２３７．５５ ３６．４６

５ ０．１８００ １８３７．７０１３ ５．５０７６ ２５７．５６７９ ４７９．７０１５ ２５８．４１ ６９．４６

表３　土壤养分分级标准

级别
有机质

／（ｇ·ｋｇ－１）
全氮

／（ｇ·ｋｇ－１）
速氮

／（ｍｇ·ｋｇ－１）
速磷

／（ｍｇ·ｋｇ－１）
速钾

／（ｍｇ·ｋｇ－１）
１ ＞４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４０ ＞２００

２ ３０～４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１２０～１５０ ２０～４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３ ２０～３０ １．００～１．５０ ９０～１２０ １０～２０ １００～１５０

４ １０～２０ ０．７０～１．００ ６０～９０ ５～１０ ５０～１００

５ ６～１０ ０．５０～０．７５ ３０～６０ ３～５ ３０～５０

６ ＜６ ＜０．５０ ＜３０ ＜３ ＜３０

２．２　不同基质的苗木生长情况
２０１１年７月对各配方种植苗的苗高和地径分别进行测定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４；１．５ａ后对各基质中苗

木的苗高、地径生长量、叶片数和叶绿素含量进行测定，用最小显著差数法（ＬＳＤ法）进行多重比较后可知，
配方４的苗高、地径生长量和叶片数最大，且叶片数与其它配方有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１），这说明配方４可
显著促进苗木生长；配方３的苗高、地径生长量最小。

表４　不同基质中苗木的生长情况

配方
２０１１年７月

地径／ｃｍ 苗高／ｃｍ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地径／ｃｍ 苗高／ｃｍ 叶片数／片 叶绿素含量ＳＰＡＤ值
１ ０．２６５±０．０４６ａｂ １３．６２±２．３４ａ ０．４６８±０．１４６ＣＤ ２３．５６±８．７５Ｂ １３．４±８．７Ｂ ２８．４０±３．６７ｂ

２ ０．３０１±０．０５６ａ １１．８８±１．９２ａｂ ０．５３１±０．１１４ＢＣ ２３．１６±６．９８Ｂ １９．２±９．６Ｂ ３２．７９±４．０６ａ

３ ０．２４２±０．０５２ｂ １２．０３±１．５１ａｂ ０．３９３±０．０９３Ｄ ２１．３６±６．５８Ｂ １４．０±９．９Ｂ ３１．１９±４．４９ａｂ

４ ０．２６５±０．０５０ａｂ １１．４１±２．６５ｂ ０．６７８±０．１０６Ａ ４４．７４±１３．８５Ａ ３１．８±１１．２Ａ ２９．６４±３．８５ａｂ

５ ０．２５４±０．０４６ｂ １２．８１±１．９６ａｂ ０．５７９±０．１２７ＡＢ ３８．１７±１３．５１Ａ ２２．０±９．８Ｂ ３２．７５±５．４９ａ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一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同一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

２．３　生长变化规律分析
２．３．１　地径生长变化规律　由图１Ａ可知，从２０１２年５月开始配方４苗的地径生长超过配方２，地径最大；
从２０１２年８月开始配方５苗地径生长也超过配方２；配方３的苗地径最小。
２．３．２　苗高生长变化规律　由图１Ｂ可知，从２０１２年４月开始配方４的苗高值最大；配方１、２、３生长速度
比较平缓，配方３苗高值最小。
２．３．３　叶片生长变化规律　由图１Ｃ可知，配方４的叶片总量最大；配方４和配方５从２０１２年９月开始落
叶，而配方１和配方２从２０１２年６月起、配方３从２０１２年７月起就已开始落叶，落叶时间比配方４和配方５
早。

２．３．４　叶绿素含量变化规律　由图１Ｄ可知，２０１２年５—７月叶绿素含量的变化不大，各配方间的差别不明
显；从８月开始各配方苗的叶绿素含量差别明显，配方１叶绿素含量最低，配方５叶绿素含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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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基质培育大花四照花的地径（Ａ）、苗高（Ｂ）、叶片数（Ｃ）、叶绿素ＳＰＡＤ值（Ｄ）变化图

２．４　基质性状与苗木生长的相关性分析
基质性状与苗木生长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５所示。由表５可知地径生长量与基质中０．２５～１．００ｍｍ

土壤颗粒的数量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基质颗粒宜粗，透水性强，有利于植株生长；地径、苗高和叶片数与基质

持水率都呈极显著负相关，说明大花四照花不耐水渍，土壤含水量太高会影响苗木生长，这与苗木栽培时所

观察到的情况相一致；叶绿素与交换性镁呈显著负相关，镁是叶绿素的主要成分，缺镁会引起叶片失绿［１５］，

但各配方镁元素含量都很丰富，因此推断过高的镁元素含量对叶绿素的积累反而有抑制作用。

表５　基质性状与苗木生长性状的相关分析
交换

性钙

交换

性镁

交换

性钠
ｐＨ值 电导率交换性盐基 颗粒 全氮 全磷 速氮 速磷 速钾 有机质 持水率

地径 ０．３６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７７ ０．６１ －０．１７－０．８８１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４３ －０．４９ －０．５６ ０．７９ －０．９６２

苗高 ０．３９ －０．３８ －０．３５ －０．８４ ０．７３ －０．３４－０．８４ －０．３０ －０．２６ ０．５０ －０．５１ －０．６１ ０．７９ －０．９１０

叶片数 ０．１３ －０．４２ －０．６０ －０．６２ ０．４８ －０．３４－０．９４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２４ －０．３１ －０．４２ ０．６０ －０．９０１

叶绿素 －０．６５ －０．９１６－０．５２ ０．２６ ０．２２ －０．５０ ０．２５ ０．３７ ０．６５ ０．３９ ０．７４ ０．７１ ０．０９ －０．１９

　　注：“”表示基质性状与苗木生长间呈显著相关，“”表示基质性状与苗木生长间呈极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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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有机质养分含量丰富，能够满足植物生长需求，还能调节土壤的理化性状，是衡量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

本试验设计了５种基质配方，从理化性状来看，所有基质的有机质和速氮含量均达到１级土壤肥力，且都富
含钙和镁元素。钙和镁是植物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２种元素，钙对植物细胞的稳定和生长以及信号传递具
有重要作用［１６］，镁在光合作用的３个主要阶段即原初反应、电子传递和光合磷酸化和碳同化中都起着重要
的作用，及时合理的补充钙、镁元素可防治植物因缺钙、镁所引起的一系列植株坏死症状［１７］。配方中镁元素

含量最低，但叶绿素含量数值最高，说明过高的镁元素含量对叶绿素的积累有抑制作用，这一结果与孙晓娥

等［１８］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经过１．５ａ的生长，不同配方基质种植的苗木生长性状表现明显差异。从各性状的月生长变化规律来
看，配方４的地径、苗高和叶片数这３个指标数值最高，因此该配方适宜苗木生长。

通过对基质理化性状与大花四照花苗木生长相关性的分析，初步认为在基质肥力相对较高的前提下，基

质的持水率和０．２５～１．００ｍｍ土壤颗粒含量对苗木生长有重要影响，配方４的持水率、０．２５～１．００ｍｍ土壤
颗粒含量最低，苗木生长量最大，适宜用于大花四照花的容器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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