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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油茶无性繁育技术研究进展

殷国兰，陈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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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花油茶是我国特有的主要木本油料树种，用无性繁殖技术培育红花油茶苗木有其特有的优点。对红花
油茶无性繁殖技术的研究进展进行分析总结，可以为红花油茶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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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花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ｏｌｅｏｓａＨｕ．）属于山
茶科山茶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是我国南方特有的

木本油料树种之一。红花油茶自古以来在我国就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一度被用作御用油，在建国后

被作为中南海的国宴用油，被称为液体黄金［１］。西

南地区人工栽培红花油茶已有３５０余年的历史［２］。

红花油茶是油茶中的一个特殊品种，为我国主要栽

培的１４种油茶品种之一，具有生长快、树体大、产量
高、丰产期长以及含油率高、油脂品质好等特

点［３～４］，而且凭借其红艳的花色和冠状植株而具有

更高的观赏价值，是集食用、药用、观赏和绿化于一

身的油料经济林树种［５］，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

生态价值［６］，市场前景好。

红花油茶具有“中国油茶王”的美誉［７～８］，受到

我国油茶科研和生产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红花

油茶品种较多，其中腾冲红花油茶（Ｃ．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ｆ．
ｓｉｍｐｌｅｘ）、广宁红花油茶（Ｃ．ｓｅｍｉｓｅｒｒａｔａ）、浙江红花
油茶（Ｃ．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ｏｌｅｏｓａ）、宛田红花油茶（Ｃ．ｐｏｌｙ
ｏｄｏｎｔａＨｏｗｅｘＨｕ）等研究较多，并且有栽培品种，其
余多数为野生状态。红花油茶种子繁殖，后代性状

分离严重，个体良莠不一，而利用无性繁殖技术培育

的苗木个体差异小，能保持优良母本性状，为生产提

供优良苗木，是实现油茶高产稳产的重要基础［８］。

油茶的无性繁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普通油茶上，应用

于红花油茶的无性繁殖的技术主要有扦插繁殖、嫁

接繁殖、组织培养。红花油茶在扦插技术上有了一

定的研究进展，扦插技术已基本成熟。芽苗砧嫁接

目前是推广的主要技术，利用该技术，２０１１年嫁接
腾冲红花油茶成活率均值为８５１％［９］。组织培养

技术已初步形成，还主要在研究阶段，未见成片组培



苗造林的报道。本文主要介绍我国油茶嫁接、扦插

以及组织培养３种无性繁殖技术的研究进展，阐述
了今后的研究建议，为红花油茶工厂化育苗提供参

考。

１　红花油茶的特性及分布

１．１　红花油茶的特性
红花油茶花单独顶生，红色，直径 ５ｃｍ～１０

ｃｍ，无柄，苞被未分化，１０片 ～２１片，花后脱落；花
瓣５片～１２片，高度连生；雄蕊多轮，外轮花丝连生
成管；子房３室，稀５室，多数被毛，稀秃净；花柱连
生，稀离生，先端３～５浅裂，果实大，每室有种子１
个～５个［１０］。

１．２　红花油茶的分布
　　红花油茶适应极端低温达－１７℃，年均降

雨量 ８００ｍｍ～２０００ｍｍ，年平均温度 １４℃ ～２１
℃，生长的土壤 ｐＨ值５～６５的外部生长环境［１１］。

红花油茶在浙江、湖南、江西、云南等省份边境的温

暖湿润的山地均有分布，生长海拔较高，适合在海拔

４００ｍ～２０００ｍ之间正常生长［１２］，以云南北部及金

沙江流域最为集中［１０］。

２　红花油茶的无性繁殖方法

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林木改良过程中的遗传增

益，避免优良基因在扩繁中分化，无性繁殖是最合适

的技术手段，它既是林木的重要繁殖方式，也是良种

推广的重要手段。当前，红花油茶进行的无性繁殖

方法主要有扦插繁殖、嫁接繁殖和组织培养。

２．１　扦插繁殖
扦插繁殖是繁育育苗中最主要的方法之一，是

一种简便、实用、经济的技术。其特点是既能保持树

种优良性状，又能在短时间内繁育出大量的优良苗

木，因而被广泛采用。红花油茶多处于野生或半野

生状态，属于难生根树种，属于愈伤组织生根类

型［１３］。多年来，许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做过试

验，这些成果为今天红花油茶的扦插繁殖打下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影响插穗的成活率有几个主要因

素，如生长激素处理、扦插基质、穗条来源、穗条内

型、扦插季节等。

在生长激素处理上，２００９年何宇凡［１４］认为云

南红花油茶生根成活率较高的植物激素组合是

ＮＡＡ（５００ｍｇ·Ｌ－１）＋ＫＴ（１００ｍｇ·Ｌ－１），生根率达
６５％。２０１１年万晓军等［１３］认为腾冲红花油茶宜采

用ＡＢＴ生根粉１号溶液浓度为１００ｍｇ·ｋｇ－１浸泡６
ｈ。２０１２年吴窈窈等［１５］认为浙江红花油茶效果最

好的是５００ｍｇ·Ｌ－１混合植物生长激素组合（８０％
ＩＢＡ＋２０％ ＮＡＡ），效果优于ＮＡＡ和ＩＢＡ单独使用。
２０１２年陈清凤等［１６］研究发现 ＡＢＴ６各处理浓度对
各项试验指标总体差异较小，建议广宁红花油茶扦

插育苗用５００ｍｇ·Ｌ－１ＡＢＴ６速蘸１０ｓ。２０１３年林
盛松［１７］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红花油茶扦插以梢段条

用１００ｍｇ·Ｌ－１ＡＢＴ１号生根粉溶液浸泡２ｈ后扦插
为最佳组合。

在扦插基质方面，万晓军等［１３］发现草泥碳土的

扦插效果较好。陈清凤等［１６］认为广宁红花油茶扦

插基质是影响扦插根系生长最重要的因素，建议生

产上使用５０％黄心土 ＋２５％泥炭土 ＋２５％椰糠混
合基质。

插穗选择上，万晓军等［１３］认为腾冲红花油茶采

用两叶半木质化插穗扦插效果好，陈清凤等［１６］认为

广宁红花油茶留叶量对成活率的影响最大，插穗保

留２片全叶的扦插成活率达到９５５４％。林盛松［１７］

研究了浙江红花油茶
#

枝不同部位扦插成活率的影

响，结果表明插穗扦插成活率呈现由基部向梢部逐

渐升高的趋势。

在扦插时间上，２０１５年龚作华［１８］发现６月（试
验时间为３月、６月、９月、１２月）是扦插浙江红花油
茶的最佳时机，插穗平均成活率达８９５％、平均长
根系３１６６条。２０１６年俞秀兰［１９］认为红花油茶的

扦插，适宜在５月（试验时间为２月、５月、１１月）进
行，用５００ｍｇ·Ｌ－１ＡＢＴ处理５ｓ，可获得最高的成
活率，扦插苗的根条数最多。

在管理方面，万晓军等［１３］认为腾冲红花油茶扦

插期间，应用塑料大棚 ７０％遮阳、拱高 ４５ｃｍ～５０
ｃｍ塑料小拱棚，及成活后全光照条件等加强光、温、
水及病害控制是提高成活率的必要技术措施。

２．２　嫁接繁殖
为解决红花油茶嫁接成活率低、成本高和大规

模产业化苗木培育问题，学者做了相关研究，总结

出嫁接苗培育技术。芽苗砧嫁接技术具有成活率

高、苗木根系发达、生长快、早实丰产等优点，因而在

生产上得以推广应用［２０］。２０１１年黄佳聪等［９］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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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研究实验发现，腾冲红花油茶芽苗砧嫁接取得

良好的效果。腾冲红花油茶嫁接苗宜于 ５月份进
行，以半木质化春稍为接穗，采用插皮接或切接，接

穗处理时减去叶片大小的１／３～２／３，能够促进嫁接
成活和抽梢生长。２０１１年周志美［２１］总结出采用芽

苗作砧木和半木质化枝条作接穗的嫁接苗培育技

术，嫁接成活率可达到８０％以上，且能够形成大规
模生产。２０１３年杨培华［１２］对红花油茶嫁接的成活

率和抽梢率进行了对比试验，结果表明采用１ａ生
砧木、距基部嫁接高度为４ｃｍ、接穗留有１个叶片
和取第２枝 ～３枝段接穗条进行嫁接，育苗效果较
好。

此外，腾冲红花油茶由于缺少足够的无性系苗

木，往往采用实生苗造林，因此对实生苗林进行高接

改造，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产业提质增效

的重要工作之一。为此，万晓军等［２２］对腾冲红花油

茶进行高接改造试验，据嫁接１５０ｄ调查统计，株成
活率达９４２％，接穗芽成活率为５５％，平均抽梢长
２１８ｃｍ，可以满足生产要求。潘新建［２３］等利用浙

江红花油茶在普通油茶大树上进行高接换种试验，

研究发现普通油茶高砧嫁接浙江红花油茶可行，砧

木粗度以直径４ｃｍ～６ｃｍ适宜。
２．３　组织培养

植物组织培养是指将植物的离体器官、组织、细

胞以及去除细胞壁的原生质体，放在离体无菌、人工

控制的环境条件下，和人工配制的培养基上，使其生

长、分化并成长为完整植株的过程［２４］。红花油茶与

山茶属其他植物一样，细胞不易诱导分化产生再生

植株［２５］，导致油茶组织培养的难度较大。２００３年
李建安［２６］通过研究广宁红花油茶经过组织培养已

获得愈伤组织。２００８年杨育红［２７］研究了以明月山

红花油茶嫩枝为外植体诱导形成愈伤组织的过程，

确定了红花油茶脱分化培养的最适方案：①诱导材
料：龄级为１０ｄ的红花油茶嫩枝茎尖；②有效愈伤
组织诱导培养基：ＭＳ＋ＮＡＡ０５ｍｇ·Ｌ－１＋ＢＡ２０
ｍｇ·Ｌ－１＋３％蔗糖。２０１５年龚峥等［２８］对广宁红花

油茶组织培养快繁育苗方法进行试验，初步形成广

宁红花油茶组培快繁育苗技术。采用两种浓度升汞

液（００２５％和０１％）进行二次消毒的处理方法可
将外植体污染率控制在５０％以下。在快繁增殖阶
段，培养基组分为 ＷＰＭ＋ＴＤＺ４０ｍｇ·Ｌ－１＋６－
ＢＡ１０ｍｇ·Ｌ－１＋ＮＡＡ０３ｍｇ·Ｌ－１＋蔗糖３０ｇ·

Ｌ－１可有效诱导外植体分化丛生芽；ＷＰＭ＋ＴＤＺ１０
ｍｇ·Ｌ－１＋６－ＢＡ１０ｍｇ·Ｌ－１＋ＮＡＡ０３ｍｇ·Ｌ－１

＋蔗糖 ３０ｇ·Ｌ－１可维持芽丛持续快速增殖；而
ＷＰＭ＋６－ＢＡ１５ｍｇ·Ｌ－１＋ＮＡＡ０５ｍｇ·Ｌ－１＋蔗
糖３０ｇ·Ｌ－１有利于促进不定芽个体生长。培养程
序还需经进一步优化后才可成为一种稳定的快繁技

术，应用于生产实践。

３　结语

红花油茶无性繁殖与自然实生繁殖相比有其特

有的优点，弥补了红花油茶植株间经过天然杂交繁

殖后，后代性状分离较大，植株个体良莠不一的缺

陷，能够更好地保持品种的优良性状。目前，市场上

红花油茶优良无性系苗木较少，没有进行工厂化育

苗，无性繁殖技术也存在一些弊端［２９］制约了红花油

茶无性繁殖的快速发展。嫁接与扦插繁殖的缺陷是

繁殖系数低，受季节影响大，如果优良无性系的穗条

数量有限，则不能一次性大批量生产优良无性系苗

木［３０］。扦插育苗能保持良种的纯度，且育苗成本

低，但周期长，生长缓慢，今后的研究方向应在尽量

缩短红花油茶扦插苗的育苗周期、培育壮苗方面努

力。红花油茶嫁接建议采用芽苗砧嫁接，今后研究

方向应在嫁接后期管理、砧木对苗木良种特性及生

长的影响等。虽然组织培养更有利于红花油茶生产

良种的推广应用，但是，培养程序需经进一步优化后

才能应用于生产实践。因此，红花油茶无性繁殖技

术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形成更加成熟的技术，并且应

用于工厂化育苗，为生产提供大量的红花油茶优良

无性系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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