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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野生黄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ｄｅｌａｖａｙｉｖａｒ．ｌｕｔｅａ）为试材，在仁和区中坝乡小纸房村，开展了种子有性繁殖、枝条
无性繁殖和栽培试验。结果表明，黄牡丹种子当年成熟后秋季即采即播发芽率高于沙藏后翌年春季播种，且枝条

扦插繁殖效果差；黄牡丹适宜在郁闭度低、透水性好的的林下种植，可在攀西地区的核桃林下和管理精细的小区、

公园绿地等区域种植，提高林地收益和林农收入，丰富城市园林植物品种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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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ｄｅｌａｖａｙｉｖａｒ．ｌｕｔｅａ）是芍药科
（Ｐａｅｏｎｉａｃｅａｅ）芍药属（Ｐａｅｏｎｉａ）多年生落叶小灌木
或亚灌木，为我国西南地区特有植物，是培育牡丹、

芍药等新品种的种质基因，在园艺育种上有科学价

值。根皮入药，为白芍的代用品。黄牡丹茎
$

１０
ｍ～１５ｍ，当年生枝绿色，２ａ生以上枝条表皮块状
剥落。叶为二回三出复叶，枝端着生花２朵～５朵 。
花期４月下旬至７月中旬，花瓣６～９、黄色，心皮２
～３，９月 ～１０月果熟，革质，种子数粒，黑色。
主要分布于云南昆明、大理、洱源、中甸、丽江和四川

攀枝花市、凉山木里县等地。

近年来，随着人为干扰、气候变化、有害生物入

侵等因素的加剧，黄牡丹种群数量急剧减少。黄牡

丹的分类问题至今仍存争论［１］，种子特性［２～３］、开花

及繁育特性以及基因片段遗传多样性分析［４～８］仍然

处于探索阶段。通过开展种子繁育、扦插繁育和田

间栽培试验，探索攀西地区黄牡丹适宜的繁育技术

和栽培模式，推动药用黄牡丹和林业种植产业发展，

对更好的保护和利用这一野生资源，丰富黄牡丹繁

殖和栽培研究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选在仁和区中坝乡小纸房村中药材种植

示范基地，缓坡台地，海拔 １７５０ｍ，土壤为沙壤土。
播种前整地，在苗圃内挖沟１５ｃｍ，形成高１５ｃｍ、宽
９０ｃｍ、长２００ｃｍ的苗床组，共使用３个对照苗床，
每个苗床按照１００粒种子、１００枝插条进行播种和
扦插试验。

在仁和区中坝乡小纸房村、盐边县箐河乡红岩

村、米易县仙山村等不同位置、不同海拔、不同生境

共建立黄牡丹栽培试验地４处，用黄牡丹１ａ生苗
１３０００株进行栽培试验，栽植面积 ２４３００ｍ２。
１．１　播种试验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９日，在仁和区中坝乡小纸房村
采集成熟的黄牡丹种子。按照果呈蟹黄色为标

准，进行种子采收共 ３０００粒，鲜种千粒重 １２２４ｇ。
随机选用成熟的黄牡丹种子６００粒，分成２组，每组
３００粒。其中一组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９日秋季采种后，
未对种子进行任何处理，分３个苗床即时播种；另一
组秋季采种在常温下阴干后进行沙藏，翌年春季

２０１５年２月３日播种。采取播种时间对比方式，分
别观察种子４０ｄ及１３０ｄ后生根和发芽率。
１．２　扦插试验

黄牡丹无性扦插繁殖试验中，剪取当年生及１ａ
生、２ａ生黄牡丹枝条各１００枝作插条繁殖材料。插
条长约１５ｃｍ～２０ｃｍ，每枝保证３个～４个侧芽，当

年生及１ａ生（春季）枝条均留顶芽。插条上端切口
平，距芽眼上方约１ｃｍ；下端切口斜４５度，距芽眼
下方约１ｃｍ。扦插前用２％吲哚乙酸浸泡插条基部
３ｃｍ长度，浸泡时间１０ｍｉｎ，分别扦插于３个苗床，
观察４０ｄ及１３０ｄ生根及发芽情况。
１．３　田间栽培试验

２０１４年７月，提前整理栽植地，开５０ｃｍ宽埂
作栽植带。按０５ｍ×１２ｍ的株行距种植，种植带
高出地面约２０ｃｍ。栽植穴３０ｃｍ×３０ｃｍ×３０ｃｍ，
穴底施基肥。栽植时对黄牡丹过长或折损根加以修

剪，埋土至根颈位置轻压，利用雨季自然降水浇灌，

后期常规管理。立春时节，有浇灌条件的对栽培苗

进行第２次浇水并浇透，清除上年枯叶，促进黄牡丹
萌发新芽。苗木栽植４０ｄ、２７０ｄ、３４０ｄ、６００ｄ后，
按１０ｍ×１０ｍ抽样观测苗木栽培成活、长势情况和
苗木成活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播种时间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秋季即采即播种子播种４０ｄ，黄牡丹无发芽数，

但种子开始长根。播种１１０ｄ，苗床Ⅰ发芽率８２％，
苗床Ⅱ发芽率７４％，苗床Ⅲ发芽率７８％，综合平均
发芽率为７８％。黄牡丹种子沙藏翌年春季播种４０
ｄ、１２０ｄ，苗床Ⅰ无发芽数，苗床Ⅱ发芽率１％，苗床
Ⅲ发芽率１％。１８０ｄ对未发芽的种子取种观测，未
见种子有突起物，判断种子不再生根发芽（表１）。

表１ 播种时间对发芽率影响

播种时间 苗床 生根时间
４０ｄ后根长
（
%

）
萌芽时间

发芽率
（％）

综合发芽率
（％）

Ａ１组即采秋播 Ⅰ ２０１４．１１．１８ ０．２～５ ２０１５．０２．０３ ８２ ７８
（２０１４．１０．０９） Ⅱ ２０１４．１１．１８ ０．２～４ ２０１５．０２．０３ ７４

Ⅲ ２０１４．１１．１８ ０．１～４ ２０１５．０２．０３ ７８
Ａ２组沙藏春播 Ⅰ － － － － ０．６７
（２０１５．０２．０３） Ⅱ ２０１５．０３．２０ － ２０１５．０４．１７ １

Ⅲ ２０１５．０３．２０ － ２０１５．０４．１７ １

　　黄牡丹种子成熟时（秋季）即采即播，未用任何
方法对种子进行处理，种子发芽率高于沙藏种子发

芽率（仅为０６７％）。沙藏种子发芽率非常低，种苗
长势弱。可能是由于黄牡丹种子的自然含水量高，

沙藏后其含水量下降导致种子失活，萌发力下降。

２．２　扦插繁殖的生根发芽对比
插条采取２月春季和８月雨季两个季节进行，

扦插６０ｄ，当年生及１ａ、２ａ生插条基部无愈合组
织，表皮呈绿色；当年生插条顶芽为绿色，插条干枯

比例为６０％；１ａ生插条干枯比例为３０％，２ａ生插
条干枯比例为４３％。扦插１５０ｄ，当年及１ａ、２ａ生
插条基部均无愈合组织，表皮呈深褐色，插条全部干

枯。黄牡丹无性繁育一般采用根状茎或根出条［２］，

采用枝条扦插繁殖基质和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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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２．３　栽培试验地对苗木成活的影响
黄牡丹苗木栽培 ３４０ｄ，其中 Ａ１组，在进行除

草、浇水和防火管理条件下，植株恢复较快，长势优

良，苗木保存率９８％；在无水源的核桃幼林坡地与
核桃套种，只进行除草和防火管理条件下，苗木保存

率也达７６％；在无水源的核桃幼林台地中与核桃套
种，只进行除草和防火管理条件下，苗木保存率达

８２％；在无水源但雨季排水不畅的玉米地与玉米间
种，黄牡丹成活率仅为１０％。黄牡丹苗栽培６４０ｄ，
经过无水浇灌的两个冬春旱季，各个试验基地苗木

保存率下降仅１％～２％，说明黄牡丹较耐干旱。

表２ 栽培试验地对苗木成活率的影响

栽植地点
栽培苗生长情况对比

栽植时间 栽植面积（
&

） 观测时间 保存率（％） 长势 栽植点情况

Ａ１组

（单一种植）
２０１４．０７．０９ １３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１７

２０１６．０６．０５

９８

９８
优良

小纸房村采种繁殖基地，海拔 １７５０ｍ，Ｅ１０１°３９′０４″，
Ｎ２６°２１′５５″；原为农耕梯田，地势高敞，排水良好，土壤
为疏松肥沃的壤土，水源较好，无林木遮挡。

Ａ２组

（核桃坡地套种）
２０１４．０７．０９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１７

２０１６．０６．０５

７６

７５
良好

小纸房村，海拔１８２０ｍ～１９４０ｍ，Ｎ２６°２１′５３″，Ｅ１０１°
３８′５０″，现为核桃幼林地，坡度２８～３０度，土层４０ｃｍ，
土壤为沙壤土，无水源，郁闭度０．３。种植地四周为林
地，林木主要有云南松、桤木等。

Ａ３组

（玉米地套种）
２０１４．０７．０２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１２

２０１６．０６．０７

１０

８
弱

盐边县箐河乡红岩村五组，海拔１５４３ｍ，Ｅ１０１°２５′１６″，
Ｎ２７°０１′４７″；现为农耕台地种植玉米，排水不良，土壤为
沙质壤土，无水源，郁闭度０．８。

Ａ４组

（核桃台地套种）
２０１４．０７．１４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１０

２０１６．０６．１０

８２

８０
良好

米易县仙山村，海拔１７４５ｍ～１７５０ｍ，现为核桃幼林
地，坡改台地，土层５０ｃｍ，土壤为沙壤土，无水源，郁闭
度０２。

３　结论

黄牡丹通过用种子育苗，秋季种子即采即播发

芽率高于沙藏至翌年春季种子发芽率。黄牡丹种子

繁殖是可行的，枝条扦插繁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黄牡丹适宜在郁闭度较低、排水良好的林下套

种，不宜在排水不良和郁闭度高的环境中种植，不宜

与农作物（如玉米）间种。幼苗能适应荒山核桃稀

疏林下环境，耐干旱，适宜在郁闭度低且排水良好的

台地和坡地中种植。

结合林下种植业进行推广，也可在管理精细的

小区、公园绿地等区域种植，提高林地收益和林农收

入，丰富城市园林植物品种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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