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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荷无性繁育技术试验初报


张汉永　　江彩华　　张钦源
（广东省梅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广东 梅州 ５１４０１１）

摘要　对木荷进行扦插和嫁接育苗试验，扦插试验结果表明：采用体积比为１∶１的黄心土＋河沙作为插
床基质有利于插条生根；扦插前用 ＡＢＴ６或 ＩＢＡ处理插条均有显著的促根效果，其中用浓度为５０ｍｇ／Ｌ的
ＡＢＴ６溶液浸泡插条基部１０ｈ，扦插生根率达７２％；带顶芽的插条抽梢率显著高于不带顶芽的插条。嫁接
试验的结果表明：顶芽接穗嫁接的成活率达７６％，且其抽梢率显著大于侧芽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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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荷（Ｓｃｈｉｍａｓｕｐｅｒｂａ）别名荷树、荷木，为山茶科常绿大乔木，多分布于亚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我国分
布在北纬３２°以南，南延至台湾、广西、广东、海南，垂直分布一般在海拔１５００ｍ以下，低山、丘陵多见［１］。木

荷树干通直，材质优良，对土壤的适应性强，能耐干旱、瘠薄土地，叶厚革质，树皮含单宁，耐火性能强，是其分

布区主要的用材树种、生态树种和生物防火林带造林树种。

木荷在广东省的低效生态林改造、碳汇造林、生物防火林带等工程中广泛种植，但造林苗木多来源于次

生天然林或未经遗传改良的人工林种子繁殖，存在生长速度慢、林分质量低的问题。２００３年以来，广东省梅
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开展了木荷良种选育的研究，广泛收集广东省内木荷优良种质资源，进行优树子代测定

和优良家系及优良单株的早期选择［２］，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了建立良种无性系采穗圃和种子园，加快良

种的繁育和推广应用，对木荷扦插和嫁接技术进行了试验研究，现将初步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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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广东省林业科技创新专项“优良乡土阔叶树种良种选育及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２００９ＫＪＣＸ００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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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枝条采自梅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于２００５年在梅南林场营建的木荷优树子代测定林中评选的优良
单株［２］，２０１１年５月选择当年生的半木质化健壮枝条，采集后立即装入塑料袋保湿备用。嫁接砧木采用梅
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苗圃培育的１～２ａ生健壮容器苗，地径０．５ｃｍ以上。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扦插　把采集的枝条修剪成５～８ｃｍ的插条，保留顶部叶片１～２片，其余叶片全部剪除，基部剪成
斜面。插床设在荫棚内，插床宽１００ｃｍ，长度视需要而定，四周用红砖围砌，内填基质厚度１０ｃｍ，扦插株距５
ｃｍ，插入土深３～５ｃｍ，插好后淋透水，盖薄膜保湿。６０ｄ左右揭去薄膜，按常规肥水管理，９０ｄ移苗上袋培
育容器苗［３］。试验采用完全随机设计。

（１）插床基质试验：设黄心土、河沙和黄心土＋河沙（体积比１∶１）３种处理，每种基质插床长１５０ｃｍ，分
隔成１００ｃｍ×３０ｃｍ小区５个。试验插条基部用浓度为５０ｍｇ／Ｌ的ＡＢＴ６溶液浸泡１０ｈ。每小区扦插１００
株，每处理扦插５００株。

（２）激素促根试验：设ＡＢＴ６（生根粉）、ＩＢＡ（吲哚丁酸）、ＮＡＡ（奈乙酸）和对照（清水）４种处理。试验
插床长６００ｃｍ，划分１００ｃｍ×３０ｃｍ小区２０个，基质为黄心土，激素浓度均为５０ｍｇ／Ｌ，插条浸泡时间均为
１０ｈ。每小区扦插１００株，每处理扦插５００株。

（３）插条类型试验：设带顶芽和不带顶芽２种处理。试验插床长３００ｃｍ，划分为１００ｃｍ×３０ｃｍ小区１０
个，基质为黄心土，插条用浓度为５０ｍｇ／Ｌ的 ＡＢＴ６溶液浸泡基部１０ｈ。每小区扦插１００株，每种处理扦插
５００株。
１．２．２　嫁接　嫁接试验采用劈接法［４］，嫁接时将砧木从高度２０ｃｍ处截干，用嫁接刀沿髓中部劈开，深度约
２ｃｍ，接穗长约３～４ｃｍ，顶端离芽约０．５ｃｍ，剪除叶片，下部削成楔形，插入砧木接口，用薄膜带绑紧接口。
接好后移入荫棚，按常规管理。采用完全随机试验设计，设顶芽接穗和侧芽接穗２种处理，每种处理重复５
次，每次重复嫁接５０株，每处理共嫁接２５０株。
１．２．３　数据分析　扦插及嫁接９０ｄ后各试验分别选取５个小区调查扦插苗生根及嫁接苗成活的情况，为
消除试验的边际影响，每小区只调查中心部位１０株，统计扦插生根株数、嫁接成活株数和抽梢株数。扦插基
质及激素试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及多重比较ｑ检验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５］，扦插的插条类型试验及

嫁接试验采用ｔ检验法［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表１　不同基质和激素处理扦插生根试验的方差分析

因素 变异来源 自由度
离差

平方和
均方 Ｆ值

处理间 ２ ２５．２ １２．６ １６．３６

基质 处理内（误差） １２ ９．２ ０．７７
总变异 １４ ３４．４
处理间 ３ ２６．８ ８．９３ ７．７６

激素 处理内（误差） １６ １８．４ １．１５
总变异 １９ ４５．２

　　　　　注：表中“”表示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２．１．１　不同插床基质对生根的影响　
对不同基质扦插生根率进行方差分析

（表１），结果表明：生根率在不同处理间
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选
择和配制适合的基质，使基质达到既有

良好的通气透水性，又有较好的持水保

湿力，是提高扦插生根率的一个重要技

术环节。

由图１Ａ可知，以黄心土 ＋河沙为
基质的生根率最高，达 ７４％，其次为纯
黄心土，生根率达６８％，纯河沙插床的
生根率最低，为４４％，前两者之间的生
根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但都极显著高于后者（Ｐ＜０．０１）。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本试验使用的
黄心土颗粒性较好，淋水后插床不致板结，具有较好的通气透水性。而纯河沙虽然通气透水能力较好，但保

湿持水能力较差，在插后６０ｄ未淋水情况下，因水分不足而致生根率降低。
２．１．２　不同激素处理对生根的影响　激素处理插条生根株数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表１），插条生根株数在
处理间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表明使用生根促进剂能有效提高扦插生根率。
　　由图１Ｂ可知，ＡＢＴ６、ＩＢＡ和 ＮＡＡ处理均有促根效果，其中以 ＡＢＴ６处理效果最好，生根率达７２％，
ＩＢＡ、ＮＡＡ处理生根率分别为６２％和５８％，而对照生根率仅４０％。ＡＢＴ６、ＩＢＡ和ＮＡＡ处理之间的生根率差
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但ＡＢＴ６极显著高于对照（Ｐ＜０．０１），ＩＢＡ显著高于对照（Ｐ＜０．０５），而 ＮＡＡ与对照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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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图Ｂ中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处理间的差异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图１　不同插床基质（Ａ）和激素（Ｂ）处理的木荷插条生根率

表２　不同激素处理生根试验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离差平

方和
均方 Ｆ值

处理间 ３ ２６．８ ８．９３ ７．７６

处理内（误差） １６ １８．４ １．１５
总变异 １９ ４５．２

　　　　注：表中“”表示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２．１．３　不同插条类型对生根和抽梢的影响　由图
２可知，带顶芽插条的生根率和抽梢率分别为７８％
和４２％，均高于不带顶芽插条的 ６４％和 ２０％。通
过ｔ检验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可知，生根率 ｔ＝
１．９８＜ｔ０．０５（８）＝２．３０６，即带顶芽插条和不带顶芽
插条生根株数的差异未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抽
梢率ｔ＝４．４９０＞ｔ０．０１（８）＝３．３５５，即带顶芽插条和
不带顶芽插条生根株数差异达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说明带顶芽插条的抽梢率明显大于不带顶芽的插条。

图中“”表示处理间存在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图２　不同类型木荷插条的生根率（Ａ）与抽梢率（Ｂ）

２．２　嫁接
由图３可知，顶芽接穗的嫁接成活率和抽梢率分别为７６％和５８％，均高于侧芽接穗的６８％和３２％。通

过ｔ检验可知，成活率 ｔ＝１．４６＜ｔ０．０５（８）＝２．３０６，表明 ２种接穗嫁接成活率的差异未达显著水平（Ｐ＞
０．０５）；抽梢株数ｔ＝４．９０６＞ｔ０．０１（８）＝３．３５５，表明２种接穗嫁接的抽梢率的差异达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
由此可见，用顶芽嫁接比用侧芽嫁接抽梢率更高。

图中“”表示处理间存在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图３　不同接穗类型的嫁接成活率（Ａ）与抽梢率（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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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总结

３．１　扦插
在进行木荷扦插育苗时，插床宜采用黄心土＋细沙（体积比为１∶１）混合基质。生产上进行扦插育苗时，

还需要根据当地黄心土的质地适当增减沙量，以基质能保湿又不板结为宜。不同激素处理时，插条基部用

５０ｍｇ／Ｌ的ＡＢＴ６或ＩＢＡ溶液浸泡１０ｈ可有效促进植株生根，提高扦插生根率。插条应选择芽眼饱满的健
壮枝条，尽量采用带顶芽插条，这种插条易成活，抽梢率较高，有利于提高扦插成活率和苗木质量。

３．２　嫁接
进行木荷嫁接育苗时，宜选择健壮、上部芽眼饱满的枝条作接穗，顶芽接穗嫁接比侧芽接穗具有更高的

抽梢率，有利于加快苗木生长，芽眼不饱满的枝条不宜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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