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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桂插穗不同下切口对生根存活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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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天竺桂扦插成活率和生根率，缩短生根时间和育苗周期，以不同下切口天竺桂插穗为材料，研究不
同下切口穗条对生根成活率的影响。结果表明：３种不同下切口穗条成活率分别为：平切下切口为５７％，双面下切
口６６％，斜切下切口８５％。经方差分析不同下切口天竺桂插穗生根成活率都较高，但以斜切下切口成活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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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竺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Ｓｉｅｂ），又名浙
江桂、日本桂、山肉桂，樟科樟属，常绿乔木或小乔

木，树皮青褐色。叶对生或互生，卵状或长椭圆形，

长６ｃｍ～８ｃｍ，宽３ｃｍ～４ｃｍ，叶面亮绿色，叶背灰
绿色［１］。枝条细弱，圆柱形，极五毛，具香气。中性

树种，幼年期耐阴，喜温暖湿润气候，在排水良好的

酸性土壤上生长最好，对二氧化硫的抗性较高，是良

好的保健树、观赏树以及隔离防护林和营造混交林

树种，有良好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２］。

天竺桂的繁殖方式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两

种。有性繁殖往往变异较大，难以保存母本的优良

性状［３］，多用于培育新品种或生产砧木；无性繁殖

有嫁接、扦插、分株、压条和组培等方法，其中又以扦

插最为简单实用，扦插繁殖不仅可以保持母本的优

良特性，而且繁殖速度快、成活率高［４］。

天竺桂扦插繁殖对温度、湿度、光照要求较高，

过高或过低都会造成插条被病菌侵染而腐烂，不利

于大面积繁殖。目前，李红喜、赵鲲等人已对天竺桂

在不同基质上扦插做了实验研究，表明不同基质对

成活率有显著影响［３］，其中以纯河沙基质平均成活



率达６８％为最严。实验通过在同一条件下探究几
种不同下切口插穗对天竺桂生根成活率的影响，旨

在找到天竺桂扦插成活的最佳方法，以便在大田生

产中更好更快的发展，满足广大群众对天竺桂的各

种需求。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地概况及苗床整理
１．１．１　实验地概况

实验所用苗圃为四川农业大学灵岩山实习苗圃

地，该苗圃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排水系统良好。都

江堰市年均气温１５２℃，１月份平均气温４６℃，７
月份平均气温２４７℃，本次试验在５月～６月进行。
年均降水量 １２００ｍｍ，年均无霜期２８０ｄ。该苗圃
园，东西走向，便于采光，实验地选择地势平坦，灌溉

便利，沙质土壤，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较好的保水性

的地段，有利于扦插成活。

１．１．２　苗床整理
选择背风向阳，土质疏松肥沃的土壤，开沟作

床，床面的土要耙平搂碎。为便于管理，苗床宽度以

１００ｃｍ为宜，长度按育苗量而定。将苗床按照不同
下切口分为３部分。
１．２　插穗的选择与处理
１．２．１　插穗选择

用四川农业大学灵岩山实习苗圃地内的天竺桂

的枝条为实验材料，选择枝条为生长旺盛，无虫害的

１ａ生枝作穗条 。
１．２．２　插穗处理

将天竺桂剪成１０ｃｍ左右的插穗，为接下来的
削切口做准备。枝条切口分别剪成平切口、双面切

口、斜切口的插穗。每种下切口每组剪取５０枝插
穗，并且每种下切口重复４组，共２００枝。一般枝条
长６ｃｍ～８ｃｍ，留２片～３片叶，每片叶剪去２／３，以
减轻植物蒸腾作用。剪穗时，要求切口光滑，无机械

损伤，无病虫害，剪好后按同一规格５０枝１捆，做好
标记。

１．３　扦插
为了突出不同下切口对生根率的影响，其他方

面应该保持一致，对３种不同切口的穗条进行扦插。
插穗的株距５ｃｍ～６ｃｍ，行距８ｃｍ～１０ｃｍ，插穗入
土深度为１／２～２／３左右。准备好５００ｍｇ·ｋｇ－１的
生根粉溶液，在插入土壤前，在生根粉溶液中浸泡

３０ｓ，再插入土中。略做按压让插穗的基部与基质充
分接触，插好后浇１次定根水。
１．４　插后管理
１．４．１　水分管理

插穗插好后，及时浇灌１次水，使插穗基部和土
壤密接。每隔２ｄ～３ｄ灌１次水，插后成活前控制
土壤含水量达到６５％～７０％（用手指插入土壤２ｃｍ
～３ｃｍ，有湿润感）［５］。半个月后，有一部分插穗开
始生根，这时要适当降低土壤含水量，含水量过高插

穗容易腐烂［６］。

１．４．２　温度管理
灌水完毕后，应该用白色薄膜覆盖，营造１个湿

润温暖的小环境，并且保持温度在２０℃～３０℃（温
度过低生根困难、缓慢，温度过高容易腐烂）［７］。一

般在２０ｄ后，插穗开始生根，这时要把塑料薄膜两
端掀开通风。扦插后温度太高时，降温措施主要是

给插穗遮阴，要遮去阳光的５０％ ～８０％。一般夏季
最好适当遮阴，以防高温高湿而灼烧苗木，最常见的

是引起叶片枯萎及接近地面的苗干萎缩［８］。

１．４．３　病虫害管理
天竺桂一般抗病性较强，平时只需观察插穗生

长状况。及时锄草，确保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实验结果
四组重复性对比试验观测结果见表１、表２。

表１ 天竺桂不同下切口成活株数

Ｔａｂ．１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ｎｏ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ｏｓ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不同切口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第一组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ｇｒｏｕｐ

第二组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ｇｒｏｕｐ

第三组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ｇｒｏｕｐ

第四组
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ｇｒｏｕｐ

合计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平切ｆｌａｔ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２５ ２８ ３０ ３１ １１４ ２９
双面ｄｏｕｂｌｅｓｉｄｅｄ ２９ ３５ ３２ ３７ １３３ ３３
斜切ｏｂｌｉｑｕｅ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３９ ４２ ４５ ４３ １６９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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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四组不同下切口成活率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不同切口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第１组生根率（％）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ｇｒｏｕｐｏｆ
ｒｏｏｔｉｎｇｒａｔｅ（％）

第２组生根率（％）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ｇｒｏｕｐｏｆ
ｒｏｏｔｉｎｇｒａｔｅ（％）

第３组生根率（％）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ｇｒｏｕｐｏｆ
ｒｏｏｔｉｎｇｒａｔｅ（％）

第４组生根率（％）
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ｇｒｏｕｐｏｆ
ｒｏｏｔｉｎｇｒａｔｅ（％）

平均成活率（％）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
平切ｆｌａｔ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５０ ５６ ６０ ６２ ５７
双面ｄｏｕｂｌｅｓｉｄｅｄ ５８ ７０ ６４ ７４ ６６
斜切ｏｂｌｉｑｕｅ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７８ ８４ ９０ ８６ ８５

　　由表２可得出，３种不同下切口成活株数分别
为：平切下切口第１组２５株，第２组２８株，第３组
３０株，第４组３１株，合计１１４株，平均成活株数２９
株；双面下切口第１组２９株，第２组３５株，第３组
３２株，第４组３７株，合计１３３株，平均成活株数３３
株；斜切口第 １组 ３９株，第 ２组 ４２株，第 ３组 ４５
株，第４组４３株，合计１６９株，平均成活株数４２株。

由上可得：斜切下切口成活株数 ＞双面下切口
成活株数 ＞平切口成活株数。初步分析可能是由
于：斜切下切口伤口适中，形成愈伤组织的面积相应

也较大，增大生根面积，促进多生根。

２．２　实验结果分析
利用方差分析，得出不同下切口对天竺桂插穗

生根成活率的影响的极显著性，结果如表３和表４。

表３ 单因素方差分析

Ｔａｂ．３ 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不同切口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观测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求和
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方差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双面
ｄｏｕｂｌｅｓｉｄｅｄ ４ １１４ ２９ ５．５

平面
ｆｌａｔ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４ １３３ ３３ ９．２５

斜切
ｏｂｌｉｑｕｅ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４ １６９ ４２ ４．７５

表４ ４组不同下切口成活率方差分析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ｆ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平方和ＳＳ
ｓｕｍ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ｓ

自由度ｄｆ
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均方ＭＳ
ｔｈｅ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Ｆ值
ｔｈｅＦ
ｖａｌｕｅ

处理间
ｉｎ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９０．１７ ２ １９５．０８５ ２２．９５１１７６５

处理内（误差）
ｉｎｎ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７６．５ ９ ８．５

总变异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４６６．６７ １１

根据查临界Ｆ值得，Ｆ０．０５（２，９）＝４２６，Ｆ０．０１（２，９）＝
８０２，因为Ｆ＞Ｆ０．０１（２，９），ｐ＜００１，表明３个不同下切
口插穗对天竺桂生根成活率有极显著影响。

３　结论与讨论

从以上４组重复实验３种不同下切口天竺桂扦
插成活率实验得出：不同下切口插穗对天竺桂生根

成活率影响极显著。表２表明平切下切口成活率为
５７％，双面下切口成活率 ６６％，斜切下切口 ８５％。
斜切下切口成活率最高，平切下切口成活率最低，双

面下切口成活率居中，造成其结果可能是：平切口形

成的愈伤组织面积太小，无法吸收足够的水分来维

持其体内的水分平衡，不利于根原基和根尖形成，生

根概率较小；双面下切口相比较下切口而言面积又

偏大，形成愈伤组织的面积相应也较大，插穗易被病

菌侵染而腐烂，成活率偏低；斜切口相比前两种而

言，形成愈伤组织面积相对适中，具有一定的自我保

护和愈合能力，并能进一步分化形成根原基，从而形

成不定根，所以斜切口成活率最高。

通过对天竺桂在同一条件下进行不同切口插穗

实验，表明天竺桂用斜切下切口扦插成活率最高为

８５％高于李红喜、赵鲲等人用纯河沙作基质斜切成
活率［３］，充分说明只要条件适合天竺桂斜切下切口

扦插效果可以大幅度提高成活率，解决大田育苗成

本高、插穗缺少等问题，使优良品种更好更快的普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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