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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花樱扦插繁育研究*

谢金兰　　张冬生　　陈新强　　范剑明 
朱昔娇　　黄锦荣　　陈桂琼　　陈　娟

（梅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广东 梅州　514011）

摘要�　比较不同基质、不同生根促进剂及其质量体积浓度、不同季节、不同修剪方式、不同插穗类

型对钟花樱（Cerasus campanulata）扦插生根的影响，结果表明：扦插基质类型、生根激素种类及其质量

体积浓度、扦插季节、插穗留叶面积以及插穗类型均对钟花樱扦插成活率和生根率产生显著或极显著影

响，扦插基质采用黄心土最有利于生根；生根激素种类及其各浓度处理效果均显著高于清水对照，其中

采用 IBA 以质量体积浓度 2 500 mg · L-1 速蘸 10 s 处理效果最佳；于春季扦插最好；插穗留 1 片或半片叶

片成活率及生根率远高于不留叶插穗；采用嫩枝扦插和带踵扦插优于硬枝扦插。因此钟花樱扦插宜在春

季，采用修剪成 1 片或半片叶片带踵或嫩枝的插穗，经质量体积浓度 2 500 mg · L-1 的 IBA 药液蘸 10 s 后

扦插在黄心土上，生根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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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utting Propagation of Cerasus campanu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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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uttage matrix, different rooting promoter and its mass volume 
concentration, different cutting season, different pruning method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cuttings on the rooting 
of Cerasus campanulata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uttage matrix, rooting hormone and its mass 
volume concentration, cutting season, leaf area and type of cuttings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urvival rate 
and rooting rate of cuttings of C. campanulata. The best cuttage matrix was yellow soil, it was beneficial to the 
root of the cuttings. The effect of rooting hormone and its mass volume concent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lear water, and the best effect was soak the cuttings in 2 500 mg · L-1 IBA solution 10 s. Spring is 
the best cutting season. The survival rate and rooting rate of leaves with one or a half leaves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leaf cuttings. Heel cutting and softwood cutting were better than hardwood cutting. The test 
showsed that the cutting of C. campanulata in spring, using softwood cuttings or heel cuttings, each piece kept 
total or half leaves, soak in 2 500 mg · L-1 IBA solution 10 s, then cutting in yellow soil, the rooting rate and 
survival rate was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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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花樱（Cerasus campanulata）又名钟花樱

桃，别称山樱花、绯樱等，蔷薇科（Rosaceae）樱

属落叶乔木，以花萼吊钟状而名，其花朵鲜艳亮

丽，枝叶繁茂旺盛，是冬季和早春重要的观花树

种 [1-3]。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环境绿化美

化得到人们的重视，营造景观林带以及城市园林

绿化、廊道绿化、庭院绿化等得到大力发展，这

些绿化工程需要大量既有观赏价值又适生的树种

搭配。钟花樱作为乡土树种，不但具有突出的抗

逆性，耐高温和阴凉，适宜我国南方温热气候，

同时还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可与日本樱花 (C. 
yedoensis)、垂枝早樱 (C. subhirtella)、高盆樱 (C. 
cerasoides) 等相媲美 [4-5]。2015 年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侨联副主席王荣宝在两会就提案国家要加大

支持中国樱花产业发展。目前广东省正进行前所

未有的四大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需要大量优

质的不同树种的苗木，其中生态景观林构建需要

各种适宜景观树种进行搭配造景，而国外引进的

樱花价格昂贵且不能适应广东温热气候，广东省

乡土观赏树种钟花樱的开发则能有效弥补引进樱

花的不足，在广东多地造景均非常成功，成为当

地重要的旅游景点。同时广东省优良野生钟花樱

单株正受到人类活动的破坏，迫切需要得到保护。

然而，钟花樱这一优良乡土树种在广东却较少有

学者研究，而钟花樱的福建种——福建山樱花却

得到大量研究，但两地的气候条件、种源均有所

差别，福建山樱花的研究成果不能直接指导广东

地区钟花樱的生产及研究。因此，为了培育优质

钟花樱苗木，力求获得广东地区钟花樱扦插更高

的繁殖系数，更好的促进保存钟花樱优树基因资

源，加速对钟花樱基因资源的利用，梅州市林业

科学研究所从 2013 年开始进行了不同基质、不同

生根激素及其质量体积浓度、不同扦插季节、不

同修剪方式、不同插穗类型的扦插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 验 地 点 位 于 广 东 省 梅 州 市 梅 江 区 三

角 镇 梅 州 市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所 中 心 苗 圃 场，

115°18 ′ ~116°56 ′ E，23°23 ′ ~24°56 ′ N， 年 平 均

气温为 20.6~21.4 ℃；年均日照时数为 1 714.6~ 
2 010.5 h，年日照百分率为 41 ％ ~47 ％，年平均

降雨日数约为 150 d，年均降雨量为 1 483~1 798 
mm。苗圃地前栽作物为水稻，土壤为壤土，土层

较厚，比较肥沃，排灌水良好，日照充足。

1.2　试验材料

供试插穗采自梅州市蕉岭县皇佑笔自然保护

区多年生野生钟花樱植株 30 株，多次从自选优树

上剪取健壮、无病虫害的枝梢作为插穗。嫩枝扦

插选用当年生半木质化枝条；硬枝扦插选用腋芽

饱满的 1 a 生枝条；带踵扦插插穗上部为当年生半

木质化枝条，基部带少量 1 a 生老枝。插穗收集后

用盛有少量干净水封闭的大塑料框装好，用 95%
的遮光网盖住运回，保湿备用。试验所用吲哚乙

酸 (IAA)、吲哚丁酸 (IBA) 为分析纯，由上海伯奥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ABT 生根粉剂由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 ABT 研究开发中心生产。

1.3　试验方法

1.3.1　扦插方法 　将采回的枝条修剪为长 8~10 cm
的插穗，插穗上端剪平，基部在近节间处约 45° 斜

剪，嫩枝扦插时顶部保留 1/2 片叶片，剪去其余叶

片；带踵扦插修剪时在插条下部留一段老枝。插

床设在阴棚内，宽约 1 m，高约 30 cm, 内填基质

厚度 15 cm, 步道宽 30 cm，插床地面平实，四周

用砖块围好。扦插采用直插法，株行距 3 cm，插

入深度 5 cm，插后即时淋一次透水，并盖薄膜密

封保湿，薄膜外加盖一层遮阳网。以后，视棚内

土壤干湿情况浇水，相对湿度保持在 85％ ~95％，

棚内温度控制在 25~30 ℃。淋水喷雾时，将棚的

两端门打开，以便通风透气，约 30 min 后，将门

关上。插穗消毒将基部 2~3 cm 浸入 0.20％ 高锰酸

钾溶液 8 min；插床消毒使用 0.30％的多菌灵喷雾

消毒。90 d 左右揭去薄膜，按常规进行肥水管理。

试验采取完全随机设计。

1.3.2　不同基质对比试验 　扦插基质试验采用嫩

枝扦插，试验设计 3 种基质：黄心土、1 份黄心土

加 1 份河沙、河沙。2013 年 3 月用质量体积浓度

1 000 mg · L-1 的 ABT 生根粉浸泡 2 h 后扦插在 3
种基质上。每一处理设 3 次重复，每一重复插 60
根插穗。

1.3.3　 不 同 生 根 激 素 及 浓 度 对 比 试 验 　2014
年 3 月采用嫩枝扦插，试验设 3 种生根激素：

吲哚乙酸 (IAA)、吲哚丁酸 (IBA)、ABT 生根

粉。IAA、ABT 生根激素质量体积浓度设置为

500，750，1 000 mg · L-13 个浓度梯度，浸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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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后扦插；IBA 激素质量体积浓度设置为 2 500，
5 000，7 500 mg · L-13 个浓度梯度，速蘸 10 s
后扦插。以清水（CK）作对照。每一处理设 3
次重复，每一重复插 60 根插穗，为此将插床划

分为 28 个小区，每个小区为 1 次重复。扦插基

质为黄心土。

1.3.4　不同季节对比试验 　不同季节扦插对比试验

共设 4 个扦插时间，分别为 2015 年 3 月（春）、6
月（夏）、9 月（秋）、12 月（冬），扦插基质为黄

心土，激素处理使用 ABT500 mg · L-1 药液浸泡 2 h
后扦插。每一处理设 3 次重复，每一重复插 60 根

插穗。

1.3.5　不同叶片修剪处理对比试验 　采用嫩枝

扦插，于 2016 年 3 月剪取同一母株的枝条，试

验设顶部留叶 1 片、半片、不留叶 3 种处理。用

ABT500 mg · L-1 药液浸泡 2 h 后在黄心土上扦

插。每一处理设 3 次重复，每一重复插 60 根插

穗。

1.3.6　不同插穗对比试验 　不同插穗对比试验设

硬枝插穗、带踵插穗和嫩枝插穗 3 种。试验时间

为 2017 年 3 月份，扦插基质为黄心土，激素处理

使用 IBA2 500 mg · L-1 药液速蘸 10 s 后扦插。每

一处理设 3 次重复，每一重复插 60 根插穗。

1.4　数据采集与处理

扦插 3 个月后，对扦插生根情况进行调查。

数据统计与分析采用 SPSS 20.0 与 Microsoft Excel 
2007 进行统计分析。多重比较分析采用 LSD 法。

生根率 = 每种处理生根插穗数 / 每种处理插穗

总数 ×100%
成活率 =（每种处理生根插穗数 + 每种处理具

根瘤插穗数）/ 每种处理插穗总数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基质对扦插生长率的影响

基质类型对钟花樱扦插的成活率（F=61.564，
P ＜ 0.01）及生根率（F=166.333，P ＜ 0.01）的

影响差异均极显著；黄心土基质类型的成活率与

生根率均显著高于河沙 + 黄心土类型及河沙类型，

成活率及生根率分别达到 76.67% 与 70.67%；河

沙 + 黄心土的成活率与生根率均显著高于河沙；

河沙基质上的扦插处理效果最差，成活率及生根

率分别为 39.33% 与 37.33%(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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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扦插基质对钟花樱扦插的影响

Fig.1�The�effect�of�cuttage�matrix�on�cuttage�of�Cerasus 
campanulata

2.2　不同生根激素及浓度处理对扦插生根率的影响

生根激素种类及其不同浓度处理对钟花樱扦

插生长的成活率（F=34.131，P ＜ 0.01）及生根

率（F=38.410，P ＜ 0.01）的影响均有极显著差

异。多重比较表明 ( 图 2)：不同处理的成活率、

生根率与对照均有显著差异，说明各种激素处理

均对钟花樱扦插生根产生影响；IAA 对扦插成活

率、生根率的影响随浓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

的现象，说明 IAA 对钟花樱扦插生根最佳激素

质量体积浓度在 750 mg · L-1 附近；IBA 对扦插

成活率、生根率的影响随浓度的增加而降低，说

明 IBA 对钟花樱扦插生根最佳激素质量体积浓度

在 2 500 mg · L-1 附近；ABT 对扦插成活率、生

根率的影响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加，说明 ABT 对

钟花樱扦插生根最佳激素质量体积浓度在 1 000 
mg · L-1 附近；各处理中，IBA2 500 mg · L-1 对钟

花樱扦插成活率、生根率的提高效果最好，分别

达到 86.11%、81.11%，其次为 ABT1 000 mg · L-1； 
3 种生根激素对提高钟花樱扦插效果整体表现为

IBA>ABT>IAA。

2.3　不同季节扦插对钟花樱生根率的影响

不 同 扦 插 时 间 对 钟 花 樱 扦 插 成 活 率

（F=88.059，P ＜ 0.01） 及 生 根 率（F=161.349，
P ＜ 0.01）均有极显著影响。多重比较表明 ( 图
3)：插穗的成活率与生根率均表现为春插（3 月）

> 冬插（12 月）> 秋插（9 月）> 夏插（6 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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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3 月份春插的成活率与生根率最高，分别达到

58.89%、50.56%，与其他处理差异均达到显著

水平；6 月份夏插的成活率与生根率最低，仅为

2.78% 与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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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α=0.05 水平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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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不同扦插时间对钟花樱扦插的影响

Fig.3�The�effect�of�different�cutting�time�on�the�cuttage�of�
Cerasus campanulata

2.4　插穗不同留叶面积对钟花樱扦插生根率的影

响

插穗不同留叶面积对钟花樱扦插成活率

（F=56.600，P ＜ 0.01）及生根率（F=69.726，P ＜ 
0.01）均有极显著影响。多重比较表明 ( 图 4)：插

穗留全叶与留半叶差异不显著，二者均与不留叶

有显著差异。其中，插穗成活率与生根率最高为

留半叶，分别达到 59.81%、56.67%；插穗不留叶

成活率与生根率最低，仅有 12.0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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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α=0.05 水平差异显著。
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α = 0.05.

图 4�插穗不同留叶面积对钟花樱扦插的影响

Fig.4�Effects�of�different�leaf�area�of�cuttings�on�cuttage�
of�Cerasus campanulata

2.5　不同插穗对钟花樱生根率的影响

硬枝、带踵和嫩枝 3 种插穗对钟花樱扦插成活

率（F=8.16，P ＜ 0.05）及生根率（F=9.977，P ＜ 
0.05）均有显著影响。多重比较表明 ( 图 5)：嫩

枝插穗与带踵插穗对钟花樱扦插成活率、生根率

差异不显著，其均与硬枝插穗差异显著。其中，

扦插成活率与生根率最高为带踵插穗，分别为

83.89%、81.11%；硬枝插穗的成活率与生根率最

低，分别为 70.56%、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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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生根激素种类及其浓度对钟花樱扦插成活率和生根率的影响

Fig.2�Effects�of�kinds�and�concentrations�of�rooting�hormones�on�survival�rate�and�rooting�rate�of�Cerasus campanulata�cu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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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α=0.05 水平差异显著。
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α = 0.05.

图 5�不同插穗对钟花樱扦插的影响

Fig.5�Effects�of�different�types�of�cuttings�on�cuttage�of�
Cerasus campanulata

3　结论与讨论

扦插基质类型、生根激素种类及其质量体积

浓度、扦插季节、插穗留叶面积、插穗类型均对

钟花樱扦插成活率和生根率产生显著或极显著影

响，扦插基质采用黄心土最有利于插条生根，采

用河沙生根效果最差；生根激素种类及其各浓度

处理效果均显著高于清水对照，其中采用 IBA 以

质量体积浓度 2 500 mg · L-1 速蘸 10 s 处理效果最

佳；扦插时间于春季最好，夏季扦插最差；插穗

留一片或半片叶片成活率及生根率远高于不留叶

插穗；采用嫩枝扦插和带踵扦插优于硬枝扦插。

此试验结果与王运昌、周怀容、曲芬霞、谢

金兰等 [6-9] 的研究结果相似。因为钟花樱扦插生根

时间长，黄心土比较有粘性，能对插条起到保护

作用，而河沙通透性大、空气流动强，插条下切

口容易被氧化而影响生根；基部不定根的产生是

插穗扦插成活的关键，外源激素可促进插条诱导

生根过程所需酶的形成，并改变多种酶活性，使

插条切口处形成层的细胞形成更多的愈伤组织和

根原基并最终发育成不定根 [10-12]，同时钟花樱采

用的扦插材料为木质化或半木质化状态，以较高

浓度处理，能对形成层的细胞产生更为有效的刺

激而促使生根；梅州地区 3 月份天气回暖，温湿

度适宜，细胞分裂活跃，扦插容易生根，而 6—7
月份为高温极端天气，钟花樱叶片较薄且大、表

面较粗糙，容易失水，造成生根困难；插穗保留

1 片或半片叶片有利于进行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

促进插条成活及生根，但太多叶片则会加大体内

营养物质的消耗同时加大水分蒸发量而影响生

根；带踵扦插因为枝条相交处的养分积累比其他

地方多，组织紧密，发根较其他部位容易，嫩枝

扦插采用的半木质化枝条，其内源生长促进物质

较多，抑制物质较少，细胞分生能力较强，故容

易生根。

钟花樱扦插成活率的高低与日常管理有很大

关系，在春季扦插时，需要重点做好排水，基质

湿度过大容易使插条发黑腐烂而影响成活率。今

后还应系统进行研究，包括不同切面，如平切、

单斜面切口和双斜面切口等；更多基质处理，如

泥炭土、蛭石、珍珠岩和草炭等；及不同扦插方

式等对钟花樱扦插生根的影响试验，进一步探索

钟花樱扦插生根最佳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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