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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花筴子梢在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广为分布，资源丰富。多生于山坡及向阳地、石质山地、干燥地及溪边

的灌丛中，其伴生植物多以豆科、蔷薇科为主。在该区域针对多花筴子梢的研究较少。对多花筴子梢人工繁育进

行了研究，以期将多花筴子梢作为抗旱物种或景观植物进行推广。多花筴子梢可用种子点播和嫩枝扦插两种方式

进行繁殖，其中种子采用浸种催芽法进行预先处理，在６０℃水温浸种处理方式下，种子发芽率达到最高８２６５％，

种子催芽后，在田间进行点播，在良好的田间管理措施之下，多花筴子梢植株当年生长量可达９０ｃｍ以上，且当年可

开花１次；多花筴子梢一般选用嫩枝进行扦插繁殖，在使用生根剂的处理下，可大大提高插穗条生根率，其中以２００

ｍｇ·ｋｇ－１浓度为最高，生根率达８４３３％。多花筴子梢在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分布较广，采种较为容易，用种子点

播萌发实生苗抗逆性强，育苗成本低于嫩枝扦插繁殖，因此在大量育苗时可优先考虑种子繁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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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花筴子梢（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ａ），又名小
雀花，豆科杭子梢属植物，主要分布于云南、四

川［１］。小枝有角棱，被绢毛。小叶３枚，倒卵形或椭
圆形，表面无毛，背面密被柔毛。花密生，圆锥花序，

白色、粉红色或紫色。荚果斜椭圆形，被柔毛。花期

３月—４月，果期５月—６月。喜光。耐干旱，耐瘠
薄。根系发达，萌芽力强，易更新。多花杭子梢枝条

密集，开花时常常满树无叶或仅有少数叶，极为美

丽。在园林中可配植于假山陡坡、湖边、堤岸易受水

冲刷处，作水土保持材料。又是重要的蜜源植

物［２］。

杭子梢属植物不论从抗旱性、繁殖难易程度还

是观赏性而言，都极具应用价值和开发前景，国内外

针对其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３］。多花筴子梢在岷

江上游干旱河谷广为分布，但国内外在该区域内针

对其进行的研究很少，因此，适时开展多花筴子梢人

工繁育试验研究，摸索适合该区域的多花筴子梢人

工繁育技术，以期提高多花筴子梢人工繁育成活率

及出苗量，为干旱河谷区植被恢复及园林景观绿化

提供技术和种苗支撑。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和时间
主要试验地点为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内的理县

甘堡乡，主要的多花筴子梢种质资源收集地点为理

县境内（阴坡：县城周边、小岐山；阳坡：喇嘛寺、熊

耳山），海拔１９００ｍ～２２００ｍ左右。调查及试验时
间集中在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１月。
１．２　试验内容和方法
１．２．１　资源量调查

资源调查即是在调查范围内沿河谷方向选择几

条具有代表性的大沟进行调查，并在调查范围内选

择典型地段，按不同的群落特征设置样地，样地为

１０ｍ×１０ｍ，每条线路调查样地不少于５个，调查内
容主要包括多花筴子梢的生境、伴生植物、观赏特

性、资源量分布及物候等。

１．２．２　播种繁殖
通过观测多花筴子梢物候期（３月—１１月），掌

握其开花及结实的时间，通过人工采种的方式大量

收集其果实，果实采后放于室内通风处阴干，随后去

掉果荚皮，剔除杂质，最终获得纯净的种子，并将种

子密封储藏。获取种子后，测定其种子千粒重。种

子千粒重是反映种子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同一植

物的种子千粒重越大，种子发育越饱满，越耐贮藏、

且发芽好、苗木生长较健壮［４］。岷江上游干旱河谷

区多花筴子梢种子主要采集于理县甘堡乡和县城周

边，种子采集后，用百粒法测定种子千粒重：随机取

净种子１００粒用电子天平称重，５次重复，取平均
值，测得多花筴子梢种子千粒重为２４０６ｇ，且在理
县多地采集的多花筴子梢千粒重无明显差异。

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催芽，使种子发芽出土快、

出苗多、幼苗整齐，方法有浸种催芽、层积催芽、药剂

催芽等。本次试验采用浸种催芽法，促进种子萌

发［５］。其中采用热水处理：随机选取５０粒种子，将
种子分别浸泡在盛有自然条件下水温 １５℃（对
照）、４５℃、６０℃、７５℃热水的小烧杯中，３０ｍｉｎ后
取出，自然冷却２４ｈ。将处理后种子置于铺有滤纸
培养皿中，放入恒温培养箱中进行发芽试验，设置温

度为２５℃，湿度８０％，光照时间８ｈ。待种子开始
萌发后，每天记录。从种子开始萌发算起的第５天
测发芽势，第１０天测定发芽率及发芽指数［２］。

测试种子发芽能力后，即在田间进行人工播种

试验。试验的土地应在播种前进行平整、除草及松

土等工作，并按４０ｃｍ的间距，开２０ｃｍ宽、２ｃｍ深
的播幅，条播浸泡后的种子。

１．２．３　扦插繁殖
每年３月底或４月初多花筴子梢萌动前，选择

清晨温度不高的时候进行采条，选取生长健壮、无病

虫害的多花筴子梢为母树，在６月—７月剪去当年
生嫩枝，枝条一般只使用中下部，插穗一般长１０ｃｍ
～１５ｃｍ，每个插穗上部留２层 ～３层叶片，插穗切

７３６期 彭建勇，等：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多花筴子梢人工繁育试验研究 　　



口要平滑。剪好的插穗，立即放入３００倍液的多菌
灵溶液中，等剪够一定数量后，将插穗条基部用５０
ｍｇ·ｋｇ－１、１００ｍｇ·ｋｇ－１和２００ｍｇ·ｋｇ－１的ＩＢＡ（吲
哚丁酸）或ＡＢＴ（生根粉）等植物生长节调剂溶液蘸
１０ｓ～１５ｓ，并选择清水作为对照，进行扦插。扦插
选择在塑料棚内进行，并采用直插法。扦插后，注意

遮荫防晒保湿，温度宜保持在２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资源调查结果
调查发现在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多花筴子梢分

布较广且集中，多生于山坡及向阳地的灌丛中，在石

质山地、干燥地以及溪边、沟旁、林边与林间等处均

有生长，海拔１９００～２２００ｍ，与其他灌木及草本植物
混生，属于群落的优势种。

通过设置样地对多花筴子梢群落特征、伴生植

物和生境等进行详细调查，结果可知，伴生灌木共有

１７科２８属 ３０种，主要以峨眉蔷薇 Ｒｏｓａ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Ｒｏｌｆｅ、多花蔷薇 Ｒｏｓａ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Ｔｈｕｎｂ．、白刺花 Ｓｏ
ｐｈｏｒａｄａｖｉ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ｓｉｎｉｃａ
（Ｂｕｃｈｏｚ）Ｒｅｈｄ．等为主；其伴生草本有２３科３３属
４０种，主要以天名精ＣａｒｐｅｓｉｕｍａｂｒｏｔａｎｏｉｄｅｓＬ．、紫花
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ｓａｔｉｖａ．、川甘亚菊 Ａｊａｎｉａ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中
华苦荬菜Ｉｘｅｒ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鸢尾ＩｒｉｓｔｅｃｔｏｒｕｍＭａｘｉｍ．等
为主。

本次调查所涉及的多花筴子梢，多生于山坡及

向阳地、石质山地、干燥地及溪边的灌丛中，并在岷

江上游干旱河谷区域内广为分布。其伴生植物主要

以耐干旱瘠薄的灌木和草本为主，乔木较少。多花

筴子梢伴生灌木主要以豆科、蔷薇科和禾本科为主，

伴生草本主要以菊科、豆科和禾本科为主。

２．２　多花筴子梢人工繁殖试验结果
２．２．１　种子发芽试验

从表１来看：不同水温浸泡３０ｍｉｎ对多花筴子
梢种子发芽率影响不同，４５℃与７５℃处理间无显
著影响，对照组（１５℃）与４５℃处理、７５℃与６０℃
处理间显著性达到００５，其余各处理间均有显著差
异。在所有处理中６０℃处理效果最佳，发芽率高达
８０％以上；其次是４５℃和７５℃，此两种水温浸种的
发芽率分别为５８９３％和５３４３％，均明显好于对照
（１５℃）。主要原因是随着水温的升高，加快种皮膨
胀软化，使得氧气容易透过种皮，同时水温在一定范

围内的提高可以增强酶的活性，从而增强种子的活

力。
表１　不同处理方式下多花筴子梢种子发芽能力

处理方法 发芽率（％） 发芽势（％） 发芽指数

ＣＫ（１５℃） ３５．１１ａ １６．２２ａ １６．９２ａ
Ａ（４５℃） ５８．９３ｂ ３３．４８ｂ ３６．７７ｂ
Ｂ（６０℃） ８２．６５ｃ ５６．７２ｃ ７２．２６ｃ
Ｃ（７５℃） ５３．４３ｄ ４６．３６ｄ ４７．４７ｄ

注：小写字母表示ａ＝０．０５显著水平

２．２．２　种子点播繁殖试验
利用多花筴子梢种子繁殖是最直接和简便的方

法，播种前通过对种子的不同处理方式，可以适当提

高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势。播种时，按照８ｇ·ｍ－２

的播种量在田间点播，播种后，通过不同的水肥等田

间管理措施，记录多花筴子梢生长情况，结果显示，

通过良好的田间管理，定期对其浇水（旱季 ３天 １
次，雨季１周１次）和施肥（明显木质化后施以农家
肥），多花筴子梢当年最大生长量可达９０ｃｍ以上，
且当年即可开花结实，通过一年的生长期，均可达到

成苗标准（见表２）。因此通过种子繁殖的方式是可
行的，有效的。

表２　不同处理方式下多花筴子梢种子点播生长情况

不同处理
平均株高
（ｃｍ）

最高株高
（ｃｍ）

成活率
（％）

开花率
（％）

出苗量

（ｍ２·株 －１）

对照 ３３．６ ３８．２ ７８．２ ０ １１８
仅浇水 ６０．３ ７０．９ ８８．６ １５．２ ２１１
浇水施肥 ７８．５ ９３．３ ９０．４ ３２．８ ２７６

２．２．２　嫩枝扦插繁殖试验
扦插后７ｄ，每天观测插穗条萌芽情况，待插穗

条萌芽以后，每３ｄ观测１次生根情况。在多花筴
子梢插穗条大量生根以后，分别随机抽取１０根不同
处理方式的插穗条，统计其平均根数及根长［６～７］，如

表３所示。

表３　不同处理方式下多花筴子梢嫩枝扦插生根情况

处理方式 生根率％ 根数 根长

ＣＫ ／ ３４．８５ａ ３．５ａ ４．３１ａ
ＩＢＡ ５０ｍｇ·ｋｇ－１ ５５．５２ｃ ５．６ｃ ５．８４ｃ
ＩＢＡ １００ｍｇ·ｋｇ－１ ６８．８８ｄ ８．１ｅ ７．５２ｅ
ＩＢＡ ２００ｍｇ·ｋｇ－１ ８４．３３ｅ １０．１ｆ ８．０７ｆ
ＡＢＴ ５０ｍｇ·ｋｇ－１ ４０．５５ｂ ４．２ｂ ５．２１ｂ
ＡＢＴ １００ｍｇ·ｋｇ－１ ６６．１０ｄ ７．５ｄ ７．３１ｄ
ＡＢＴ ２００ｍｇ·ｋｇ－１ ８３．７４ｅ ９．７ｆ ８．０５ｆ

不同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性显著

由表３可以看出，不同的处理方式对多花筴子
梢插穗条的生根率有明显促进作用，使用 ＩＢＡ和
ＡＢＴ处理的插穗条生根率明显高于对照，最高均可
达８０％以上。其中不同浓度 ＩＢＡ和 ＡＢＴ对多花筴
子梢插穗条生根率促进作用均呈现显著差异，相同

浓度ＩＢＡ和ＡＢＴ对多花筴子梢插穗条生根率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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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无明显差异。结果表明，使用浓度为２００ｍｇ·
ｋｇ－１的ＩＢＡ或 ＡＢＴ对多花筴子梢插穗条生根促进
作用最佳，因此应尽量选用浓度较高的生根促进试

剂。

３　讨论

多花筴子梢抗旱性强，１ａ开花两季，广为分布
在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地区，其种质资源非常丰富，在

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资源分布较广，采种较为容易，

用种子点播萌发实生苗抗逆性强，是优良的干旱河

谷区植被恢复物种和景观植物，可大量推广应用。

无论选用种子繁殖还是扦插繁殖，都是可行的，

高效的，在种质资源有保障的情况下，可大量育苗。

其中利用多花筴子梢种子点播繁殖方式的成活率

高，生长迅速，经过良好的田间管理，部分植株当年

即可开花结果，且育苗成本低于嫩枝扦插繁殖，因此

在大量育苗时可优先考虑种子繁殖的方式。多花筴

子梢嫩枝扦插繁殖，适当采用高浓度生根促进试剂

处理，可大大提高插穗条的生根率和成活率。

多花筴子梢多花筴子梢虽多分布与岷江上游干

旱河谷区，但因其适应性强，不仅适合在干旱地区栽

植，也可以作为景观植物，在海拔较低地区进行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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