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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验采用陕西平利五叶、七叶两种品种，涉及扦插部位（嫩枝、老枝）、蔓节、覆膜与否、药物处理浓度４个因
素的单因素对比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老枝的成活率明显优于嫩枝；扦插覆膜（Ｆ组）的情况下长势稍好于不覆膜
（ＣＫ组）处理。但是影响并不是很大；α－萘乙酸的浓度越高，生根数越多。α－萘乙酸的浓度对绞股蓝长势影响
不显著。３种处理中α－萘乙酸浓度３００ｃｃ时，绞股蓝长势最好。绞股蓝７个处理之间的蔓长、根长、根数存在极显
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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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绞股蓝（Ｇｙｎｏｓｔｅｍｍａ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系葫芦科绞
股蓝属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从绞股蓝中分离出了

８４种皂甙类化学物质，其中有６种绞股蓝皂甙与人
参皂甙完全相同［１］，故绞股蓝有“南方人参之美”

称。绞股蓝含有人体必需的１８种氨基酸和丰富的
锌、锶、铁、硒等多种微量元素。现代药理学研究表

明绞股蓝能够增强肌体免疫力，改善心、脑、血管系

统的功能［２］。以绞股蓝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茶

叶、保健饮品以及药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宜宾本地生长有野生绞股蓝，但未得到开发利

用，属于林下纯野生状态，陕西平利二倍体和四倍体

绞股蓝属于选育驯化的优良品种，被广泛地引种栽

培。绞股蓝种子含有抑制物质，因此种子萌发率较

低［３］。扦插育苗成活率较高，因此成为绞股蓝繁殖

的一个重要手段。绞股蓝扦插一般 １０ｄ左右生
根［４］。绞股蓝除春季外，夏、秋、冬季均可进行扦

插［５］。试验利用引种的绞股蓝优良品种进行扦插

育苗技术的研究，用于扩大推广绞股蓝高产示范。



１　试验材料与研究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高锰酸钾、α－萘乙酸、薄膜、绞股蓝藤条（陕西

平利五叶、七叶品种）。

采集已经生长３个月的绞股蓝，采摘其枝蔓后，
尽快运输至扦插地。剪枝期间，采取浸水处理，防止

脱水干枯影响扦插，按照蔓原来生长的方向，根据所

需的节数进行剪取。剪口平滑，分清上下。剪口距

离节点０５ｃｍ左右，防止损伤腋芽，保证叶片完整。
嫩枝：嫩枝截取绞股蓝顶端约１８ｃｍ的嫩芽部分，老
枝：去除嫩枝后的绞股蓝蔓用于截取老枝扦插所需

蔓枝。

１．２　研究内容及试验设计
试验为了解决引种区绞股蓝扦插技术对绞股蓝

成活率、生长情况的影响，根据以往绞股蓝扦插以及

种植经验涉及的关键影响因素扦插部位、扦插蔓节

节数、地面覆膜、药物处理４种因素，研究其对绞股
蓝生长量指标的影响。由于绞股蓝的种植试验收到

季节的影响较大，因此无法对４个因素进行递进式
的逐个分析，采取同时对４个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
试验因素水平见表１。

表１ 因素水平对比表

因素 截取部位
扦插蔓
节数

地面是否
覆膜

药物处理
浓度

嫩枝（Ａ组）二节蔓（Ｅ组）覆膜（Ｆ组）１００ｃｃ（Ｂ组）
２００ｃｃ（Ｃ组）
３００ｃｃ（Ｄ组）

对照（ｃｋ） 老枝 一节蔓 不覆膜 ０ｃｃ
对照组合 Ａ、ＣＫ Ｅ、ＣＫ Ｆ、ＣＫ Ｂ、Ｃ、Ｄ、ＣＫ

在单因素对比试验中，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干

扰，将其余３个因素水平设置一致，表２中２、６、８、
１０组的因素水平一样，因此将这４组设置成对照组
（ＣＫ）。通过设计，试验进行４组单因素对比试验，

表２ 因素水平对比表

编号 因素

１ 截取部位 一节蔓 不覆膜 无处理 嫩枝

２ 一节蔓 不覆膜 无处理 老枝

３ 药物处理浓度 一节蔓 不覆膜 药物处理浓度１００ｃｃ老枝
４ 一节蔓 不覆膜 药物处理浓度２００ｃｃ老枝
５ 一节蔓 不覆膜 药物处理浓度３００ｃｃ老枝
６ 一节蔓 不覆膜 药物处理浓度０ｃｃ 老枝

７ 扦插蔓节数 二节蔓 不覆膜 无处理 老枝

８ 一节蔓 不覆膜 无处理 老枝

９ 地面是否覆膜 一节蔓 覆膜 无处理 老枝

１０ 一节蔓 不覆膜 无处理 老枝

方案可通过７种处理方式完成。每４５株，形成一个
方形样地，每个处理共３个样地。
１．３　试验与因子调查

提前１５ｄ将苗床按８５ｍ×１ｍ×０３ｍ规格
平整作床待用，苗床上搭有遮阴网两层形成的遮阴

棚。提前２ｄ用０５％高锰酸钾对苗床做消毒处理。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９日分别按不同试验设计的不同

药剂浓度现配现用于扦插蔓的处理。处理后，按照

７ｃｍ×１０ｃｍ的株行距斜插于已消毒处理的苗床
（沙床）上。每个小区扦插４５株，３次重复。扦插后
用喷壶将苗床喷湿至土壤湿透；扦插后７ｄ内，视天
气情况每天喷水１～３次；后期逐渐减少。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５日分小区分别调查生根数、根

长、蔓长以及叶片数５个指标，每个指标重复随机抽
查２列，记录其平均数。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扦插部位对绞股蓝生长的影响
试验调查数据（平均数）如下：

表３　同一条件下不同扦插部位绞股蓝生长量对比情
况

五叶 七叶

蔓长
（ｃｍ） 叶片数

根长
（ｃｍ） 根数

蔓长
（ｃｍ） 叶片数

根长
（ｃｍ） 根数

Ａ ３２．２７ １０．７５ １６．１１ ７．６７ １２．５０ ６．２５ ６．５０ ６．５０
ＣＫ ３５．８０ １２．８７ ２３．２９ １０．４６ ２４．００ ８．４２ １２．５５８．７１

不同扦插部位生长特性比较。Ａ组与 ＣＫ对
照，由表３可以看出扦插部位不同，绞股蓝生长调查
结果差异显著。采用老枝扦插（ＣＫ组）的绞股蓝长
势明显优于嫩枝（Ａ组）扦插。蔓长较长，分支较
多，叶片颜色较深。老枝的成活率明显优于嫩枝扦

插。多是由于嫩枝过于幼嫩、含水率高，在扦插中组

织容易受伤或失水过快导致死亡。绞股蓝宜采用组

织较为成熟的老枝进行扦插。

２．２　药物处理浓度对绞股蓝生长的影响
观察对扦插部位进行药物处理浓度是否对绞股

蓝长势有影响，结果表明：从生根数上来看，各组处

理之间有差异。α－萘乙酸的浓度越高，生根数越
多。α－萘乙酸的浓度对绞股蓝长势影响差异不显
著。３种处理中α－萘乙酸浓度３００ｃｃ时，绞股蓝长
势最好（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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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同一条件下不同药物处理浓度绞股蓝生长量对
比情况

五叶 七叶

蔓长
（ｃｍ） 叶片数

根长
（ｃｍ） 根数

蔓长
（ｃｍ） 叶片数

根长
（ｃｍ） 根数

Ｂ ４１．９３ １３．６２ ２４．８３ １０．８７ ２４．６７ ９．２０ １３．１１８．７５
Ｃ ４９．５３ １４．１６ ２５．８９ １１．８０ ２５．８０ １０．７０ １３．８９１０．３８
Ｄ ５１．７０ １４．１１ ２７．７１ １３．００ ２９．００ １０．６０ １７．６０１０．８８
ＣＫ ３５．８０ １２．８７ ２３．２９ １０．４６ ２４．００ ８．４２ １２．５５８．７１

２．３　扦插蔓节数对绞股蓝生长的影响
Ｅ组与 ＣＫ组对照分析，两种方式截取的节数

不同。实验结果表明：一节蔓采用垂直角度插入沙

床，二节蔓采用划沟覆土埋入沙床。观察数据得出

一节蔓的长势明显优于二节蔓，扦插部位对绞股蓝

生长影响显著。从实际生产应用而言，一节蔓扦插

操作较为简单，节省劳动力，更适合大面积种植（表

５）。

表５　同一条件下不同扦插蔓节数绞股蓝生长量对比
情况

五叶 七叶

蔓长
（ｃｍ） 叶片数

根长
（ｃｍ） 根数

蔓长
（ｃｍ） 叶片数

根长
（ｃｍ） 根数

Ｅ ３３．０３ １１．４７ １６．６０ ９．５３ ２２．１７ ８．３３ １２．３８７．６７
ＣＫ ３５．８０ １２．８７ ２３．２９ １０．４６ ２４．００ ８．４２ １２．５５８．７１

２．４　地面是否覆膜对绞股蓝生长的影响
地面是否覆膜处理下绞股蓝的生长情况比较。

由表６可以看出：覆膜（Ｆ组）的情况下长势稍好于
不覆膜（ＣＫ组）处理。但是影响不显著，因此从生
产成本以及可操作性上考虑，绞股蓝种植中，建议不

覆膜。

表６　同一条件下地面是否覆膜绞股蓝生长量对比情
况

五叶 七叶

蔓长
（ｃｍ） 叶片数

根长
（ｃｍ） 根数

蔓长
（ｃｍ） 叶片数

根长
（ｃｍ） 根数

Ｆ ５０．８３ １１．８０ ２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７．００ ９．８０ １５．６３１０．８０
ＣＫ ３５．８０ １２．８７ ２３．２９ １０．４６ ２４．００ ８．４２ １２．５５８．７１

３　讨论

（１）扦插材料选择
肉眼观测下：Ｄ组的长势最好，叶片数量最多，

蔓长最长。ＢＣＤ３组长势都较空白（无药物处理）
的长势要好。一节覆膜（Ｆ组）长势也较好，蔓长和
ＢＣＤ无差。但叶片颜色叶品种表现优于五叶。从
生长情况均值上看，七叶绞股蓝的叶片数量、发根

数、根系长势以及叶片颜色等因素均优于五叶绞股

蓝，表现出极强的适应性。

从调查数据均值（见表７）来看，Ｄ组处理表现
最为优异，蔓长、叶片数、根长和根数都明显优于其

余处理方式。其次是 Ｆ组。Ａ组和 Ｅ组表现最差，
长势不及对照组。Ｄ处理、Ｆ处理和对照之间在蔓
长、叶片数、根长、根数上存在显著差异。Ｄ组与对
照差异最显著。Ｄ组蔓长、根长最长，发根数最多。

表７　不同处理下绞股蓝的生根数、叶片数、蔓长和根
长差异表

五叶 七叶

蔓长
（ｃｍ） 叶片数

根长
（ｃｍ） 根数

蔓长
（ｃｍ） 叶片数

根长
（ｃｍ） 根数

Ａ ３２．２７ １０．７５ １６．１１ ７．６７ １２．５０ ６．２５ ６．５０ ６．５０
Ｂ ４１．９３ １３．６２ ２４．８３ １０．８７ ２４．６７ ９．２０ １３．１１８．７５
Ｃ ４９．５３ １４．１６ ２５．８９ １１．８０ ２５．８０ １０．７０ １３．８９１０．３８
Ｄ ５１．７０ １４．１１ ２７．７１ １３．００ ２９．００ １０．６０ １７．６０１０．８８
Ｅ ３３．０３ １１．４７ １６．６０ ９．５３ ２２．１７ ８．３３ １２．３８７．６７
Ｆ ５０．８３ １１．８０ ２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７．００ ９．８０ １５．６３１０．８０
ＣＫ ３５．８０ １２．８７ ２３．２９ １０．４６ ２４．００ ８．４２ １２．５５８．７１

从方差分析表（见表８）可以看出：绞股蓝７个
处理之间的蔓长、根长、根数存在极显著差异。而叶

片数量差异不显著。

表８ 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显著性

蔓长 ５１８６．３２４ ６ ８６４．３８７ ５．３０１ ０．０００
叶片数 １１４．６６７ ６ １９．１１１ ２．０５０ ０．０６６
根长 １９６８．７２４ ６ ３２８．１２１ １２．３５５ ０．０００
根数 ２６９．９６２ ６ ４４．９９４ ５．３００ ０．０００

多重比较结果表明（见表９）：Ｄ组与 ＣＫ组在
蔓长、叶片数、根长和根数上都有显著差异。Ａ、Ｅ
组与ＣＫ组在根长上有显著差异。Ｆ组跟 ＣＫ组在
蔓长上有显著差异。

表９因素对绞股蓝生长影响的多重比较分析

蔓长 叶片数 根长 根数

Ｘ 显著性 Ｘ 显著性 Ｘ 显著性 Ｘ 显著性

Ａ ３２．２７ ０．９３１ １０．７５ ０．１８８ １６．１１ ０．００１ ７．６７０．０６５
Ｂ ４１．９３ ０．５７３ １３．６２ ０．９１３ ２４．８３ ０．９０２ １０．８７０．０９８
Ｃ ４９．５３ ０．０１６ １４．１６ ０．６８２ ２５．８９ ０．５５３ １１．８００．０６７
Ｄ ５１．７０ ０．００４ １４．１１ ０．００７ ２７．７１ ０．００９ １３．０００．００８
Ｅ ３３．０３ ０．９７８ １１．４７ ０．５８９ １６．６０ ０．００３ ９．５３０．８８９
Ｆ ５０．８３ ０．００７ １１．８０ ０．８１２ ２６．００ ０．５０３ １２．０００．５１１

（２）扦插处理方法
扦插育苗中，扦插深度宜浅。扦插方向选择竖

向扦插。七叶绞股蓝采用一节老枝扦插，扦插方式

宜竖斜向下插入。由于绞股蓝适应性较强，在有足

够的荫庇度时不建议覆膜。α－萘乙酸速沾处理

３５３期 高会彬，等：绞股蓝引种扦插试验 　　



时，１００ｃｃ、２００ｃｃ、３００ｃｃ，３个浓度处理下高浓度效果
要好一些。可根据生产实际需要，考虑是否进行 α
－萘乙酸速沾处理。药物处理效果不显著。
（３）扦插基质条件
沙土土质疏松，通气性好，进行扦插时可以直接

扦插。但是保水性差、排水性好，导致沙床因为地势

问题，土壤含水率不同。部分绞股蓝苗由于水分过

多导致死苗。绞股蓝对水分要求较高，不可过于干

旱，也不可含水量过高，长期泡苗，会影响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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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进作用。毛红椿幼苗对水肥控制试验组合的反

应是不同的。各个水肥控制试验处理间苗高和冠幅

差异不显著，而施肥次数和施肥次数与灌水次数间

的交互作用苗木地径差异显著，其中施肥次数影响

最大，其次为施肥次数与灌水次数间的交互作用，最

优组合为施肥．灌水１次·周 －１。

在实际生产中，需要对毛红椿幼苗合理施肥，同

时减少浇水次数，即每１周施肥１次、浇水１次。苗
木在生长过程中各器官生物量生产分配具有规律

性，植物在不同生长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生长中心，光

合产物优先输送到生长中心。为此，培育毛红椿苗

木应在出苗期和生长初期适量施氮肥，以增强苗木

抗性，促其健壮生长，控制高生长，才能培育出壮苗。

此试验仅作为大田试验的基础数据，在试验中因考

虑到７月以后雨季对试验的影响，未对毛红椿生长
盛期和生长后期进行观测，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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