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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红豆杉实生苗和扦插苗幼树生长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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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0 年 6 月在普洱良种繁育基地用 20 月龄的云南红豆杉( 实生苗、顶枝扦插和侧枝扦插) 容器苗定植，采

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2011 年 12 月对其生长量( 树高、地径和侧枝发枝数) 进行观测记录和结果分析。结果表

明: 3 个处理的树高、地径和侧枝发枝数各处理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树高、地径和侧枝发枝数生长表现最好的处理

均是处理 A 即实生苗，树高和地径表现最差的均是处理 C 即侧枝扦插，侧枝发枝数表现最差的是处理 B 即顶枝扦

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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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une，2010，20 months of seedlings and top branch and branch cuttings of Taxus yunnanen-
sis were planted in the container in Pu'er seed breeding base，and the single factor was adopted to conduct
randomized block design． In December 2011 the growth of tree height，ground diameter and collateral
branches number were observed and analy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treatment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ree height，diameter and collateral branches number． Treatment a ( seedlings) displayed
the best． Treatment C ( branch cutting) showed the worst in the tree height and ground diameter． And
treatment B ( top branch cutting) had the worst collateral branching number．
Key words: Taxus yunnanensis，S eedling，Top branchcutting，Branch cutting，Growth

云南红豆杉( Taxus yunnanensis) 别名土榧子，是

我国红豆杉科( Taxaceae) 红豆杉属( Taxus) 植物中

紫杉 醇 含 量 最 高 ( 树 皮 平 均 含 量 为 0. 01% ～
0. 012%，枝叶平均 0. 006% ～ 0. 008% ) 的树种［1］。
红豆杉属植物所含紫杉醇具有独特的抗癌机理，对

卵巢 癌、乳 腺 癌 等 癌 症 的 单 药 效 率 高 达 16% ～
59%。年需求量在 200 kg ～ 250 kg［2］，随着紫杉醇

需求的增加，在巨额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对云南红豆

杉掠夺式的生产经营活动，濒危程度也随之增加，同

时种群竞争力弱，天然更新缓慢和地理分布局限等

原因，以至于 1999 年升格将云南红豆杉列为我国的

一级保护植物［3］。
营建云南红豆杉人工原料林，是目前解决紫杉

醇需求最有效的途径。规模化营建云南红豆杉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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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林，即能促进紫杉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又有利

于云南红豆杉资源的天然保护，是解决珍稀濒危植

物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关系的最直接、最有效

的办法［4］。苗木是营建人工原料林的基础，用种子

繁殖云南红豆杉苗木技术复杂、培育时间长，而且用

种子繁殖的苗木也远供不上现在市场对云南红豆杉

苗木的需求。为加快发展此珍贵树种，笔者于 2010
年 6 月在普洱良种繁育基地苗圃开展了实生苗和扦

插苗( 顶枝扦插和侧枝扦插) 对云南红豆杉幼树生

长量的影响试验研究。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云南普洱市良种培育基地苗圃内，

地处 99°09'E，22°05'N，海拔高度为1 300 m，属典型

的南亚热带北缘季风气候类型。一年中受潮湿的西

南季风和干暖的西北风南支急流交替控制，干湿季

明显。1 月至次年 4 月为干季，5 月 ～ 10 月为雨季。
年均温为 15. 3℃ ～ 20. 2℃，≥10℃ 积温6 000℃ ～
7 500℃，最热月 7 月均温为 23. 9℃，最冷月 1 月均

温为 13. 9℃，极 端 最 高 温 为 38. 6℃，极 端 低 温 为

－ 3. 4℃ ( 1974 年 1 月) ，气温年较差小，日较差大，

冬春多辐射雾，雾日年均 138 d。年降水量为1 700
mm，年日照时数1 900 h ～ 2 200 h。年平均相对湿

度为 81%，年蒸发量为1 036. 7 mm。土壤类型为红

壤，呈酸性，pH 值 4. 6 ～ 6. 3。

2 试验方法

2010 年 6 月用 20 月龄的容器苗定植，试验采

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实生苗一组记为处理 A，扦

扦苗两组( 顶枝扦插记为处理 B 和侧枝扦插苗处理

C) ，定植时选择苗高和地径较接近的苗定植，共 3
个处理，每个处理 3 个重复，每个重复用苗 46 株，

2011 年 12 月分别观测记录苗高和地径 ( 扦插苗的

苗高测新长出的苗高、地径测新长出的地径) 。试

验所用苗木为普洱良种繁育基地培育的实生苗和扦

插苗。定植时实生苗的平均苗高为 25. 8 cm，平均

地径为 0. 35 cm ，扦插苗的平均苗高为 25. 5 cm ，平

均地径为 0. 36 cm。实生苗和扦插苗的种源均为云

南省盈江县海拔高度为 2 800 m 的大娘山。

3 结果与分析

3． 1 云南红豆杉实生苗和扦插苗树高、地径和侧枝

发枝数生长量分析

树高、地径生长量是衡量林木生长量两个重要

的性状指标［5］，决定着林木的生长量，同时决定着

林木的侧枝发枝数、生物量等。
用 EXCEL 对试验所测数据的树高和地径进行

统计分析，用 DPSv7. 05 对试验的树高、地径和侧枝

发枝数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实生苗与扦插苗( 顶枝扦插和侧枝扦插) 方差分析

生长性状 变异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树高 区组间 110 232． 8237 137 804． 6192 0． 8760

处理间 119 723． 8454 2 59 861． 9227 65． 1430＊＊
误 差 251 786． 1546 274 918． 9276

总变异 481 742． 8237 413
地径 区组间 29． 5430 137 0． 2156 0． 9180

处理间 13． 1908 2 6． 5954 28． 0830＊＊
误 差 64． 3503 274 0． 2349

总变异 107． 0841 413 0． 2156
侧枝发枝数 区组间 15 875． 0338 137 115． 87621． 2800

处理间 4 435． 1353 2 2 217． 5676 24． 4870＊＊
误 差 24 813． 5314 274 90． 5603

总变异 45 123． 7005 413
＊＊表示 0. 01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 F0． 05 = 3. 03; F0. 01 = 4. 68)

从表 1 可以看出: 实生苗和扦插苗的树高、地径

和侧枝发枝数各处理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区组间

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开展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2。

表 2 实生苗与扦插苗( 顶枝扦插和侧枝扦插) 多重比较分析

处理
树高

均值 a = 0． 05 a = 0． 01
处理

树高

均值 a = 0． 05 a = 0． 01
处理

侧枝发枝数

均值 a = 0． 05 a = 0． 01
A 101． 6014 a A A 1． 8344 a A A 33． 3841 a A
B 95． 8768 a A B 1． 6220 b B C 30． 3623 b B
C 63． 0072 b B C 1． 3972 c C B 25． 4420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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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使用桉树、枫杨、杨树、慈竹、水麻、构树、桑树等当

地常见树种外，还应引进一些安全的、观赏价值高的

园林物种，在不同河段培植出物种多样、层次丰富、
特点鲜明、不同季节都有观赏点的景观群落，把柏条

河 － 府河打造成西南地区河流景观廊道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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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 树高生长最好的是处理 A 即

为实生苗，最差的是处理 C 即为侧枝扦插，处理 A
和处理 B 间差异不显著，处理 C 与处理 A 和处理 B
间在在 0． 05 水平和 0． 01 水平间均存在差异; 地径

生长表现最好的是处理 A，最差的处理是处理 C，3
个处理在 0. 05 水平和 0. 01 水平间均存在极显著差

异; 侧枝发枝数表现最好的是处理 A，表现最差的是

处理 B，3 个处理在 0. 05 水平和 0. 01 水平间均存在

极显著差异。

4 结论与讨论

从云南红豆杉的实生苗，顶枝扦插和侧枝扦插

苗的幼树生长量( 树高，地径和侧枝发枝数) 来看，

树高、地径和侧枝发枝数各个处理间均存在极显著

差异。3 个处理的树高、地径和侧枝发枝数各处理

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树高、地径和侧枝发枝数生长

表现最好的处理均是处理 A 即实生苗，树高和地径

生长表现最差的均是处理 C，即侧枝扦插，侧枝发枝

数表现最差的处理是处理 B 即顶枝扦插。由此可

见，实生苗对云南红豆杉幼树生长较扦插苗有优势。
由于实生苗和扦插苗生长间存在较大差距，顶

枝扦插和侧枝扦插苗生长间也存在较大差距，研究

时间对这 3 种苗木的生长量间也存在差距。随着时

间的增加，生长量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研究。
根据云南红豆杉实生苗和扦插苗的生长特性及

试验地的自然地理特征，采取集约经营方式，改进培

育措施。选用优良壮苗和加强抚育管理，可加快其

生长速度，保证云南红豆杉的生物药业需求，达到较

好经济效益。
云南红豆杉的生长量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问

题，由于林木生长周期长，我们在研究中取得的数据

( 18 个月的生长量) 只是其全部生命周期中的一个

片段，此研究结果只能作为云南红豆杉 ( 实生苗和

扦插苗) 后期研究的基础。对于云南红豆杉 ( 实生

苗和扦插苗) 中龄林、成熟林研究的生长量、侧枝发

枝数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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