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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插穗木质化程度、生根粉浓度和浸泡时间为主要因素的无患子扦插繁殖技术作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

木质化插穗的根系最发达，生根数多; GGＲ 浓度为 200 ppm 浸泡 60 分钟或 ABT 浓度 400 ppm 浸泡 20 分钟后能明

显促进无患子插穗生根，成活率最高，成活率分别达到了 91%和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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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search on Cutting Propagation of Sapindus mukoro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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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n cutting propagation of S． mukorossi，and the main
factors included the lignification degree of cutting wood，concentration of GGＲ and ABT and soaking tim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ignification cutting wood could produce the most root systems; GGＲ( concen-
tration，200 ppm) immersion for 60 minutes or ABT ( concentration，400 mg) soaking for 20 minutes
c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S． mukorossi rooting，and the survival rate was the highest． The survival rate
reached 91% and 94%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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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无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属无患子科，无患

子属落叶乔木，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和淮河

以南地区，在四川广泛分布［1］。无患子的果实具有

重要的价值，其果皮中含有的皂苷及苷元均具有很

强的非离子表面活性，是优良的天然洗涤剂［2，3］; 同

时还具有多种生物活性，能够起到抗微生物、抗肿

瘤、抗血小板聚集、抗疼痛和消炎等功效［4 － 9］。无患

子种仁含油率高，也是种新型的制备生物柴油的原

料［10］。此外，该树种树型美观、根系发达，生长迅速

( 树高每年可长 1 m ～ 2 m) ，对土壤要求不严，耐干

旱贫瘠，抗寒、抗病能力强，可吸收空气中二氧化硫

及汽车尾气等有害气体，在绿化、水土保持方面具有

十分重要的价值。
本文针对四川无患子育苗水平不高、良种化程

度低、传统种植技术效果差的现状，建立起无患子良

种无性繁殖体系，为无患子产业化发展奠定重要的

技术基础，对推动无患子产业化的发展、提高无患子

产业化经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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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 1 试验地点概况

苍溪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深丘及低山区，长江

一级支流嘉陵江中段。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多

年平均气温 16. 9℃，日极端最低气温 － 4. 6℃ ; 全年

平均无霜期 293d，年平均日照数约1 560 h。多年平

均降雨量约1 160 mm，海拔 370 m ～ 1 377 m。土壤

以山地黄壤和紫色土为主。乔木树种主要是柏木、
马尾松和桤木等。无患子在苍溪境内以天然散生分

布为主，在海拔1 000 m 以下均有零星分布。苗圃

位于山丘上部地势较平坦的地方，土层厚度大于 50
cm，土壤为黄沙壤土。
2． 2 插穗材料来源和扦插时间

试验材料为“皓胜 2 号”( 良种号: 川 Ｒ － SC －
SM －022 － 2014) 的木质化、半木质化和未木质化的

枝条，枝条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穗条采集后，剪成

长 10 cm，喷清水保温。2015 年春季 2 月下旬进行

扦插，基质为沙土，比例为 6∶ 4。
2． 3 试验方法

试验采 用 L9 ( 33 ) 正 交 设 计 ( GGＲ 生 根 粉 和

ABT 各一个设计) ，因素包括穗条类型、GGＲ 和 IBA
浓度、浸泡时间 3 个因素，每个因素各 3 个水平( 试

验设计见表 1) 。每处理 100 株，3 次重复。

表 1 不同穗条类型和 GGＲ 或 ABT 生根剂处理对扦插

生根的影响试验设计表

处理号 \因素 穗条类型
GGＲ 或 ABT

生根剂浓度( ppm)
浸泡时间

( min)

处理 1 未木质化( 1) 200( 1) 20( 1)
处理 2 未木质化( 1) 400( 2) 40( 2)
处理 3 未木质化( 1) 600( 3) 60( 3)
处理 4 半木质化( 2) 200( 1) 40( 2)
处理 5 半木质化( 2) 400( 2) 60( 3)
处理 6 半木质化( 2) 600( 3) 20( 1)
处理 7 木质化( 3) 200( 1) 60( 3)
处理 8 木质化( 3) 400( 2) 20( 1)
处理 9 木质化( 3) 600( 3) 40( 2)

扦插 20 d 后，每隔 5 d 调查插穗愈合生根情况，

最后调查成活率、生根数和苗平均高。
2． 4 扦插方法与管理

采用直插法，插后浇定根水。苗床用单层遮阳

网加塑料薄膜小拱棚。定期补充水分，并喷施 1200
倍液的甲基托布津或多菌灵。待插穗生根后叶面追

施 0. 15%磷酸二氢钾，并灌施 0. 2% ～ 0. 3% 硫酸钾

复合肥或尿素，10 月中旬叶面喷施磷钾肥或硼砂，

促进苗木木质化。病虫害防冶方面，主要害虫为地

老虎、刺蛾等，地老虎用 3% 护地净撒施，刺蛾可用

灭多威喷治，苗木立枯病用 2%硫酸亚铁泼浇。

3 结果与分析

3． 1 不同穗条类型和 GGＲ 生根剂处理与成活率的

关系

不同类型穗条和 GGＲ 生根剂处理浓度和处理

时间的方式不同，扦插的成活率不同。其中以采取

无患子木质化枝条在 GGＲ 浓度为 200 ppm 溶液中

浸泡 60 min 的成活率最高; 总体来说，枝条未木质

化的扦插成活率最差( 详见表 2) 。

表 2 不同穗条类型和 GGＲ 生根剂处理对扦插生根的

影响

处理号 \因素
成活数
( 根)

成活率
( % )

＞ 5 条根
苗数( 根)

苗高
( cm)

处理 1 72 72 70 52
处理 2 65 65 62 53
处理 3 63 63 61 58
处理 4 85 85 80 75
处理 5 81 81 79 74
处理 6 78 78 75 67
处理 7 91 91 90 84
处理 8 87 87 82 83
处理 9 85 85 81 82

3． 2 不同穗条类型和 ABT 生根剂处理与成活率的

关系

不同穗条类型和 ABT 生根剂处理浓度和时间

处理后，以无患子木质化枝条在 ABT 浓度为 400
ppm 溶液中浸泡 20 min 的成活率最高; 总体来说，

枝条未木质化的扦插成活率最差( 见表 3) 。

表 3 不同穗条类型和 ABT 处理对扦插生根的影响

处理号 \因素
成活数
( 根)

成活率
( % )

＞ 5 条根
苗数( 根)

株高
( cm)

处理 1 78 78 70 54
处理 2 66 66 62 56
处理 3 61 61 61 49
处理 4 87 87 80 59
处理 5 80 80 79 61
处理 6 75 75 71 65
处理 7 82 82 82 83
处理 8 95 95 89 88
处理 9 79 79 69 86

4 小结

经过无患子扦插繁殖试验，采用不同类型的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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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木质化、半木质化和未木质化) ，均以木质化的

插穗的根系最发达，生根数多。
筛选出了最佳的生根粉浓度，GGＲ 为 200 ppm

浸泡 60 min 或 ABT400 mg 浸泡 20 min 后能明显促

进无患子插穗生根，成活率分别达到 91% 和 94%，

平均苗高分别为 84 cm 和 8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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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一般用作追肥。为缩短绿化树种的生长年限，

让山杜英早日成为可以用的行道树。笔者采用 N、
P、K 3 种肥配施做底肥对山杜英 1 a 生幼林生长的

影响得出: 3 个不同处理的 N、P、K 配施肥、单施过

磷酸钙和不施肥共 5 个处理间的树高和地径生长量

均存在极显著差异。该差异成为山杜英底肥选择的

基础。
4． 2 5 个处理的树高和地径生长较好的处理均是

处理①，即 100 g 尿素 + 200 g 过磷酸钙 + 50 g 硫酸

钾，可以生产中推广使用，其次是处理②，树高和地

径生长较差的处理均是处理⑤，即不施肥。
4． 3 从此试验的底肥配方对山杜英幼林树高和地

径生长量的影响看出: 底肥也需要 N、P、K 配方施

肥，效果较好。处理④单施过磷酸钙的树高和地径

生长量较处理①、②、③差。
4． 4 此试验仅在平时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设计的，带

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更多配方的施肥试验还有待

于进一步的开展。对于山杜英更长时间的生长变化

还有待于继续观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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