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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基质和ＮＡＡ质量浓度对药用观赏植物扦插生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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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蛇莓（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ｉｎｄｉｃａ）、翠云草（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ｕｎｃｉｎａｔａ）、过路黄（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ｅ）、垂盆
草（Ｓｅｄｕｍｓａｒｍｅｎｔｏｓｕｍ）、活血丹（Ｇｌｅｃｈｏｍ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ａ）５种药用植物进行扦插繁殖试验，研究了３种基质及
ＮＡＡ激素３种质量浓度对５种植物扦插生根的影响。结果表明：蛇莓在不使用激素处理的条件下，田园
土∶河沙＝１∶１的基质中生根效果最好，使用ＮＡＡ处理后，泥炭土∶珍珠岩＝５∶１的效果最好；在１００ｍｇ／Ｌ
ＮＡＡ的处理下，翠云草、过路黄在泥炭土∶珍珠岩＝５∶１的基质中，扦插生根效果最好；垂盆草在５０ｍｇ／Ｌ
ＮＡＡ的处理下和田园土∶河沙＝１∶１的基质中进行扦插，其生根效果最好；活血丹在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
和５０ｍｇ／ＬＮＡＡ的条件下，生根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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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野生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丰富，但是随着市
场对药用植物的需求量逐渐增大，一些重要野生药

用植物资源出现过度采挖，导致该资源濒于枯竭，

药用植物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１３］。为了尽快

解决药用植物供需矛盾的问题，文章从不同栽培基

质和不同生长激素浓度的角度入手，对蛇莓

（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ｉｎｄｉｃａ）、翠云草（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ｕｎｃｉｎａｔａ）、
过路 黄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ｅ）、垂 盆 草 （Ｓｅｄｕｍ
ｓａｒｍｅｎｔｏｓｕｍ）、活血丹（Ｇｌｅｃｈｏｍ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ａ）５种药用
植物的扦插繁殖生长状况进行研究，以期寻求提高

药用植物扦插育苗产量和质量的最佳组合，从而为

药用植物苗木的大量生产，特别是以根为药用部分

的植物，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技术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场地设在广州市从化区岭南中草药园内

（１１３°１７′Ｅ，２３°２２′Ｎ），地处低纬度地带，境内气
候温和，雨量充沛，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

温度为 ２１２℃，最高气温 ３６７℃，最低气温
－１６℃；年降水量２１７６３ｍｍ。

１２　试验材料
本试验所用植物材料来源于从化岭南中草药园

引种的植物，分别为蛇莓、翠云草、过路黄、垂盆

草、活血丹。

１３　试验前准备
１３１　插穗制备　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茎
段，去掉上部的嫩枝和下部的叶片，保留２～３个
叶芽，剪成上端平口，下端４５°斜口，长度为６～８
ｃｍ的插穗。
１３２　基质准备　将３种基质分别按照相应比例
混合均匀，平铺于插苗穴盘，厚度为１４～１６ｃｍ。
插前将基质充分灌透水，然后用０２％的多菌灵溶
液喷洒消毒；２４ｈ后再用清水喷淋１次，在基质含
水量为６５％～７０％时进行插穗扦插。

１４　试验方法
本研究采用温室作为扦插试验基地，进行穴盘

扦插。在温室内采用人工浇水，并且每天浇水 １
次。试验于２０１５年 ３月 ５日开始进行扦插试验，
进行扦插前分别将植物插穗速蘸调制好的不同浓度

的生长激素溶液２ｓ；扦插深度为２～３ｃｍ，压实，
第一次浇透定根水，每个处理６０个茎段。扦插成
活后，注意除草，并摘除花朵和顶芽。

试验设置基质和 ＮＡＡ激素浓度２个因素。基
质因素设置为：Ｖ田园土∶Ｖ河沙 ＝１∶１，记为 Ｓ１；Ｖ田园土
记为Ｓ２；Ｖ泥炭土：Ｖ珍珠岩 ＝５∶１，记为 Ｓ３，共３个水
平；激素浓度因素设置为：１００ｍｇ／ＬＮＡＡ，记为Ｔ；
５０ｍｇ／ＬＮＡＡ，记为Ｆ；清水对照ＣＫ组，记为Ｂ。

将２个因素的各个水平进行组合，共得到９个
处理，分别记为 Ｓ１Ｔ、Ｓ１Ｆ、Ｓ１Ｂ；Ｓ２Ｔ、Ｓ２Ｆ、Ｓ２Ｂ；
Ｓ３Ｔ、Ｓ３Ｆ、Ｓ３Ｂ。

１５　数据处理
在植物扦插２１ｄ后，随机抽取每个处理总数

一半的植物，记录每株生根数和根长，并用 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分析。试验数据采用邓肯

式复极差法进行两两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蛇莓生根长度、生根数分析
由方差分析可知，在不使用 ＮＡＡ处理（Ｂ组）

的条件下，田园土∶河沙 ＝１∶１的基质中生根长度
和生根数均与田园土基质、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
基质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在１００ｍｇ／ＬＮＡＡ条
件下，不同基质的生根长度与生根数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而在５０ｍｇ／ＬＮＡＡ条件下，田园土∶
河沙＝１∶１基质分别与田园土基质、泥炭土∶珍珠
岩＝５∶１基质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但田园土基
质和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基质之间无显著差异，
并且，三者的生根数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

在使用激素处理的条件下，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
基质的生根根长均高于田园土∶河沙 ＝１∶１基质、
田园土基质；对于生根数来说，园土∶河沙 ＝１∶１
基质的生根数最多（表 １）。综合来看，若不使用
ＮＡＡ处理，园土∶河沙＝１∶１基质的生根效果最好；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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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ＮＡＡ处理时，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基质的效
果最好而田园土基质的生根效果最差。

２２　翠云草生根长度、生根数分析
对翠云草扦插２１ｄ的生根情况进行分析可知

（表２）：在不使用 ＮＡＡ处理（Ｂ组）的条件下，田

园土∶河沙＝１∶１基质、田园土基质、泥炭土∶珍珠
岩＝５∶１基质的生根长度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泥炭土∶珍珠岩＝５∶１基质的最长，田园土基质的
最短）；而三组间的生根数没有显著差异，可以推测：

表１　不同基质和ＮＡＡ质量浓度对蛇莓生根长度、生根数均值的影响

激素 基质 根长长度／ｃｍ 生根数／条

Ｔ

Ｓ１ ４１５±１１５ｂ １０６３±４３０ａ

Ｓ２ １９８±０７７ｃ ７８０±３８７ｂ

Ｓ３ ５６１±１２４ａ ６３０±２９６ｃ

Ｆ

Ｓ１ ４５４±０９３ｂ ７２０±４４５

Ｓ２ ３９７±１１８ｂ ５９３±２７２

Ｓ３ ５４６±１２４ａ ６２３±３９５

Ｂ

Ｓ１ ４７７±１４０ａ １０６７±４２０ａ

Ｓ２ ２２４±１５０ｂ ５９７±３６２ｂ

Ｓ３ ２９８±１５１ｂ ７９０±５４１ｂ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各处理间差异显著（α＝００５），扦插２１ｄ。

在不使用激素时，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基质可以
增加翠云草的生根长度，较适合翠云草扦插生根。

在相同ＮＡＡ质量浓度中，不同基质间生根长
度和生根数都没有显著差异。在３种激素水平中，

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基质的生根长度明显高于田
园土∶河沙 ＝１∶１基质、田园土基质。对于生根数
来说，不同激素浓度下的３组基质间均没有显著差
异，且明显高于对照组。

表２　不同基质和ＮＡＡ质量浓度对翠云草生根长度、生根数均值的影响

激素 基质 根长长度／ｃｍ 生根数／条

Ｔ

Ｓ１ ３９７±０９８ １０２０±２３９

Ｓ２ ３３１±０７５ １２２０±３０３

Ｓ３ ３９９±０７７ １４２０±５３６

Ｆ

Ｓ１ ３８０±０３７ １４４０±４８３

Ｓ２ ３２１±０８４ １０６０±２４１

Ｓ３ ４０２±０２４ ９６０±６１１

Ｂ

Ｓ１ ３３５±０２９ｂ １０２０±２２８

Ｓ２ ２５３±０２８ｃ ６６０±２０７

Ｓ３ ４１０±０４３ａ ８２０±３２７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各处理间差异显著（α＝００５），扦插２１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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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推测，在１００ｍｇ／ＬＮＡＡ
条件下，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基质有利于翠云草
的扦插生根。

２３　过路黄生根长度、生根数分析
根据表３的结果显示：在不使用 ＮＡＡ（清水对

照Ｂ组）处理的条件下，不同基质的根长长度和生
根数量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其中，田园土∶河
沙＝１∶１基质、泥炭土∶珍珠岩＝５∶１基质的根长长
度相近，田园土基质的根长长度最短；泥炭土∶珍
珠岩＝５∶１基质的生根数量最多，田园土基质的最
少。因此，在没有激素处理的情况下，泥炭土∶珍
珠岩＝５∶１基质的生根情况最好。

使用不同浓度 ＮＡＡ处理后，不同基质的生根
长度和生根数均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其中，
１００ｍｇ／ＬＮＡＡ条件下，基质田园土∶河沙 ＝１∶１基
质、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基质的差异不显著，且
显著高于田园土基质的生根长度和生根数（Ｐ＜
００５）；５０ｍｇ／ＬＮＡＡ条件下，基质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基质的生根长度最长，其他两组间差异不显著；
对于生根数来说，田园土基质的最多，且与泥炭

土∶珍珠岩 ＝５∶１基质的差异不显著。综合分析，
推测：在１００ｍｇ／ＬＮＡＡ条件下，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基质中过路黄的生根效果最好。

表３　不同基质和ＮＡＡ质量浓度对过路黄生根长度、生根数均值的影响

激素 基质 根长长度／ｃｍ 生根数／条

Ｔ

Ｓ１ ５１４±１２５ａ １２７０±３８３ａ

Ｓ２ １４６±０３３ｂ ５５０±２５１ｂ

Ｓ３ ４９２±１２６ａ １１００±３９７ａ

Ｆ

Ｓ１ ３２９±２５７ｂ ７２０±５９６ｂ

Ｓ２ ２９６±１２６ｂ １２００±４０８ａ

Ｓ３ ４４２±０９４ａ ９３０±２７９ａｂ

Ｂ

Ｓ１ ３９４±１４５ａ １０９０±５０７ｂ

Ｓ２ １８２±０５７ｂ ８００±３５０ｂ

Ｓ３ ３９１±１１５ａ １５４０±４５８ａ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各处理间差异显著（α＝００５），扦插２１ｄ。

２４　垂盆草生根长度、生根数分析
根据对垂盆草的生根情况统计分析可知（表

４）：不使用ＮＡＡ处理（清水对照 Ｂ组）时，不同基
质间根长长度、生根数均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对于根长长度来说，田园土∶河沙 ＝１∶１基质最短，
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基质最长；而对于生根数来
说，与根长长度正好相反（田园土∶河沙 ＝１∶１基质
最多，泥炭土∶珍珠岩＝５∶１基质最少）。

使用ＮＡＡ处理后，５０ｍｇ／ＬＮＡＡ水平下，田
园土∶河沙＝１∶１基质、田园土基质、泥炭土∶珍珠
岩＝５∶１基质的根长长度和生根数均有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基质、田园土∶河
沙＝１∶１基质的根长长度比较相近，田园土∶河
沙＝１∶１基质的生根数较多；在１００ｍｇ／ＬＮＡＡ水

平下，三组基质的根长长度和生根数没有显著

差异。

因此，垂盆草在 ５０ｍｇ／ＬＮＡＡ水平下，田园
土∶河沙＝１∶１基质中的扦插生根效果最好。

２５　活血丹生根长度、生根数分析
根据表５的结果显示：在不使用 ＮＡＡ处理（清

水对照Ｂ组）时，不同基质的生根长度和生根数显
著不同，田园土∶河沙 ＝１∶１基质和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基质无差异显著，且均与田园土基质有显著
差异（Ｐ＜００５）。

每个ＮＡＡ浓度梯度中，不同基质的生根长度
显著不同，其中不同激素浓度条件下，泥炭土∶珍
珠岩＝５∶１基质的生根长度均明显高于田园土∶河
沙＝１∶１基质、田园土基质；而对于生根数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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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ｍｇ／ＬＮＡＡ条件下没有明显差异，５０ｍｇ／Ｌ
ＮＡＡ条件下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且泥炭土∶珍
珠岩＝５∶１基质的生根数最多。

因此可以推测：活血丹在 ５０ｍｇ／ＬＮＡＡ水平
下，泥炭土∶珍珠岩＝５∶１基质中的生根情况最好。

３　结论与讨论
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对于蛇莓来说，在不使

用激素处理的条件下，田园土 ＋河沙基质的生根效
果最好，使用 ＮＡＡ处理后，泥炭土 ＋珍珠岩的效
果最好；在１００ｍｇ／ＬＮＡＡ的泥炭土 ＋珍珠岩基质
下，有利于翠云草、过路黄的扦插生根；垂盆草在

５０ｍｇ／ＬＮＡＡ的田园土＋河沙中的扦插生根效果最
好；活血丹在 ５０ｍｇ／ＬＮＡＡ条件下，泥炭土 ＋珍
珠岩基质的生根情况最好。由此可见，不同植物的

最适扦插条件也相差比较大。

表４　不同基质和ＮＡＡ质量浓度对垂盆草生根长度、生根数均值的影响

激素 基质 根长长度／ｃｍ 生根数／条

Ｔ

Ｓ１ ３８９±０９５ １２９０±４５１

Ｓ２ ２６０±０５１ １０１０±３３５

Ｓ３ ３１２±０７１ １２３０±２７９

Ｆ

Ｓ１ ３２４±０４５ａ １７７０±６０２ａ

Ｓ２ ３１５±０６１ｂ １０７０±３５３ｂ

Ｓ３ ４３５±０３９ａ １３１０±３７０ｂ

Ｂ

Ｓ１ ３２２±０４８ｂ １５５０±４５８ａ

Ｓ２ ３２７±０４７ａｂ １２００±４１６ａｂ

Ｓ３ ３４８±０６５ａ １１３０±３２７ｂ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各处理间差异显著（α＝００５），扦插２１ｄ。

表５　不同基质和ＮＡＡ质量浓度对活血丹生根长度、生根数均值的影响

激素 基质 根长长度／ｃｍ 生根数／条

Ｔ

Ｓ１ ４０２±０６３ｂ １５１０±８３９

Ｓ２ ２００±０３１ｃ １３６０±３５３

Ｓ３ ５６５±０８９ａ １４００±３８０

Ｆ

Ｓ１ ３２６±０５６ｂ １７９０±３９３ａ

Ｓ２ ３１１±０９７ｂ １２５０±４７４ｂ

Ｓ３ ４８８±０６６ａ １８９０±６４５ａ

Ｂ

Ｓ１ ４１８±０６５ａ １６８０±３２６ａ

Ｓ２ ２２２±０４０ｂ １２３０±４３０ｂ

Ｓ３ ４３１±０８８ａ １７１０±７７１ａ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各处理间差异显著（α＝００５），扦插２１ｄ。

基质是影响植物扦插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插条的

成活与基质的透气、透水性密切相关［４］。本试验中

发现，田园土∶河沙 ＝１∶１基质，和泥炭土∶珍珠岩
＝５∶１基质的扦插生根效果最好，是因为河沙、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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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岩比较疏松，且透气透水性好，有利于植物扦插

苗的成活。影响植物扦插成功与否的因素很多，例

如：植物插穗扦插后期的室内水分、温度、湿度控

制决定着插穗生根成活率的高低［５］；除了本实验涉

及的扦插基质和激素质量浓度，还有温度、湿度和

污染防护等因素与扦插成功与否密切相关［６］。植物

根系是活跃的吸收器官与合成器官，其生长情况与

活力水平直接影响地上部的生长、营养状况和产量

水平［７］。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不仅要进一步研

究基质、生长剂种类对植物扦插的影响，而且要加

大扦插苗生根机理方面的研究［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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