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 卷 第 5 期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Vo1． 34， No． 5
2013 年 10 月 Journal of Sichuan Fore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ct． ， 2013

收稿日期: 2013-06-18
基金项目: 省林业推广项目“西南桦、旱冬瓜良种及集约化栽培技术推广示范”( 2012TSYN09) 。
作者简介: 袁莲珍( 1978-) ，侗族，贵州镇远县人，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林木育种和森林培育。
通讯作者: 杨斌( 1971-) ，汉族，云南会泽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森林培育。

不同基质旱冬瓜扦插繁殖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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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基质旱冬瓜扦插试验中，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在云南省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普文) 扦插旱
冬瓜在森林土、河沙和珍珠岩 3 种基质中，最适宜的为森林土，平均生根率为 43. 57%，平均生根数为 6． 06 条，平均
抽稍长度为 4. 26 cm，平均最长根长为 9. 3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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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ifferent matrix of Alnus nepalensis cutting test，use was made of a completely randomized
block design． For cutting Alnus nepalensis in three matrix ( forest soil，river sand and perlite) in Ｒe-
search Institute of Tropical Forestry of Yunnan Academy of Forestry( Puwen) ，the most suitable was forest
soil． The average rooting rate was 43. 57%，the average number of roots was 6. 06，the average branching
length was 4． 26 cm，and the average root length was 9. 3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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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冬瓜( Alnus nepalensis) ，别名蒙自桤木、水冬

瓜、冬瓜树，尼泊尔木，系桦木科( Betulaceae) 桤木属

的一种速生落叶乔木，为非豆科木本固氮植物［1］。
旱冬瓜作为云南省主要造林树种之一，特别是

在当前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中，其在造林中的

地位更加突出，大多数县区都把旱冬瓜列为天然林

保护实施中主要的阔叶混交树种［2］。旱冬瓜在良

种繁育过程中，若以有性方式育苗，不但方法复杂，

周期长，而且部分植株会因基因重组而致使后代性

状产生分化，造成良种优良性状迅速降低。在良种

选育、培育新品种的同时，如何保持旱冬瓜新品种的

优良性状、快速培育旱冬瓜优质苗木，是面临的一个

重要技术关键。因此，本项目就针对这一点，在云南

省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普文) 进行了为期 3
个多月的不同基质中旱冬瓜扦插繁殖试验。

1、 试验地概况

云南省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普文) 试

验地位于西双版纳景洪市北部，地理位置为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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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 ～ 101°06'，北纬 22°24' ～ 22°26'之间。该区

属热 带 北 缘 季 风 气 候 类 型，年 平 均 气 温 20. 1℃，

≥10℃ 积 温 7 459℃，最 高 月 ( 7 月 ) 平 均 气 温

23. 9℃，最低月( 1 月) 平均气温 13. 9℃，极端最高

气温 38. 3℃，极 端 最 低 气 温 － 0. 7℃。年 降 水 量

1 655. 3 mm，一年之中受湿润的西南季风和干暖的

西风南支急流交替控制，半年为雨季，月平均降水量

可达 140 mm ～356 mm，半年( 11 月 ～ 4 月) 为干季，

降水量仅占全年的 14%，但最少降水量均在 20 mm
以上。冬春 多 雾，年 平 均 相 对 湿 度 83%，干 燥 度

0. 71，属于湿润型气候。土壤为紫色砂页岩和紫色

页岩发育的赤红壤，又称砖红壤性红壤。土层厚度

一般在 100 cm 以上［3］。土壤呈酸性，pH 值 4. 3 ～
6. 3，有机质含量低，仅 0. 6 g·kg －1 ～ 2. 7 g·kg －1，

缺氮，尤其少磷，而钾较丰富。土壤养分指标虽然不

高，但生物小循环旺盛，有利于林木的生长。

2 插穗的采集及制备

插穗采自云南省宁洱县私人苗圃地内 1 a 生旱

冬瓜实生苗，苗高 0. 7 m 左右，截干处理，修剪后插

穗长度为 15 cm ～20 cm，保留 3 个 ～ 5 个芽，上切口

平剪，在芽上方 1 cm ～1. 5 cm 处，下切口 45°角剪距

芽 0. 5 cm 处。尽可能的使插穗上保留老叶，在整个

修剪过程中要把插条基部浸泡于新鲜冷水中，以防

止切口失水、氧化，修剪后的插条 30 根为一捆，放入

阴凉湿润处备用。

3 试验方法

2012 年 9 月在云南省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研

究所( 普文) 进行了旱冬瓜扦插不同基质试验。扦

插基质为森林土、河沙、珍珠岩。材料采用云南省宁

洱县私人苗圃 1a 生实生苗作为插穗，用1 000 mg·
L －1ABT1#处理插穗，速蘸 10 s 进行扦插。每个处理

30 株，3 个重复，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4 数据处理

本文的数据用 Excel 2003 处理。采用 Spss13. 0
及 DPSv7. 05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 Duncan 多重比

较。

5 结果与分析

5． 1 结果

5． 1． 1 不同基质对旱冬瓜插穗生根进程的影响
在云南省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普文)

苗圃地，扦插基质为森林土、河沙和珍珠岩，其中愈

伤组织和不定根出现最早的是森林土，愈伤组织为
7 d，不定根为 39 d; 然后是珍珠岩，愈伤组织出现时

间为 24 d，不定根出现时间为 50 d; 最后才是河沙，

愈伤组织出现时间为 30 d，不定根出现时间为 55 d。
5． 1． 2 不同基质对旱冬瓜插穗生根的影响

不同基质处理 3 个月时，旱冬瓜插穗生根的方

差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基质对旱冬瓜插穗生根影响的方差分析
Table 1 Variance analysis of different substrates on roo-

ting effect of Alnus nepalensis cuttings

基质 类别
变异
来源

平方和
自由

度
均方 F 值 P 值

森林土 生根 处理 308． 18 22． 01
率( % ) 区间 1850． 73 2 925． 36 47． 66＊＊ 0． 00

生根 处理 162． 48 10． 83
数( 条) 区间 24． 5 2 12． 25 1． 24 0． 83

河沙 抽稍 处理 103． 15 7． 37
长度( cm) 区间 5． 95 2 2． 97 0． 65 0． 53

珍珠岩 最长 处理 70． 23 3． 7
根长( cm) 区间 47． 78 2 23． 89 0． 41 0． 26

注: 表中( P ﹤ 0. 01) 用＊＊表极显著差异，( P ﹤ 0. 05 ) 用* 表显著
差异。

从表 1 方差分析中可以知道: 不同基质在旱冬

瓜扦插的生根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对旱冬瓜插穗

的生根数、抽稍长度和最长根长之间没有差异。

表 2 不同基质对旱冬瓜插穗生根的多重比较
Table 2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substrates on

rooting effect of Alnus nepalensis cuttings

基质
生根率
( % )

生根数
( 条)

抽稍长度
( cm)

最长根长
( cm)

森林土 43． 57Aa 6． 06Aa 4． 26Aa 9． 39Aa
河沙 30． 64Bb 5． 81Aa 3． 56Aa 8． 24Aa

珍珠岩 29． 39Bb 4． 44Aa 3． 43Aa 7． 2Aa
注: 小写字母表示 0． 05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大写字母表示 0. 01 水平
上的差异显著，相同字母间表差异不显著，不同字母间表差异显著。

在不同基质对旱冬瓜插穗生根的多重比较表 2
中，森林土平均生根率为 43. 57%，河沙为 30. 64%，

珍珠岩为 29. 39% ; 而在平均生根数、抽稍长度和最

长根长之间不存在差异，森林土平均生根数为 6. 06
条，平均抽稍长度为 4. 26 cm，平均最长根长为 9. 39
cm ; 河沙平均生根数为4. 44条，平均抽稍长度为

( 下转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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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工经营毛竹林胸径、枝下高随年龄呈现

不同的分布结构。在研究中发现: 各度竹胸径近似

正态分布，且随着竹龄的增加其更接近正态; 而枝下

高分布则有所不同，比较零乱，随年龄增加，特别是

4 和 5 度竹的分布出现左截尾的正态分布，这与“留

三砍四去五”( 或“存三去四莫留七”) 的经营措施有

关［11，17］。1 度 ～ 3 度竹作为竹林的主要后备资源，

在各地的经营中均进行保留，这样可使每年的新竹

数量和质量都能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符合用材毛

竹林生产的要求。通过本次调查和拟合的结果可以

看出，1 度 ～ 3 度竹应进行适当的经营性采伐，去掉

径小和低矮的竹株，以保证其合理结构，最大限度利

用立地空间，使 4 度 ～ 5 度竹的蓄积与竹材规格均

保持较高水平，从而形成优质丰产的合理竹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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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3 cm，平均最长根长为 8. 24 cm; 珍珠岩平均生

根数为 5. 81 条，平均抽稍长度为 3. 56 cm，平均最

长根长为 7. 2 cm。
由于本试验在云南省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

所( 普文) 苗圃地进行，所采用的扦插基质简单，所

得出的结果只能表明在森林土、河沙和珍珠岩 3 种

基质中，最适在普文扦插旱冬瓜插穗的基质为森林

土。
5． 2 讨论

扦插基质影响土壤水分、温度和通气状况，从而

影响插穗成活率和生根质量。不同基质进行旱冬瓜

扦插试验中，结果显示: 森林土上扦插生根效果最

好，这可能与基质种类及理化性质有关。在 3 种基

质中，珍珠岩的通气性和排水性好，但保水性差，同

时所含有机物质较少，根系发育相对较差，所以用珍

珠岩扦插生根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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