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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球荚
!

无性繁育成活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马　娇，李方文
（成都市植物园，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３）

摘　要：绣球荚
#

花白色，形似绣球，观赏价值高，但其为大型完全不孕花，不结实，故开展绣球荚
#

不同繁殖试验，

对提高其生根率、成活率，为绿化提供种苗繁育技术支撑，具有重要意义。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采用单一变量３次重复进
行绣球荚

#

不同基质、不同季节、不同砧木高度以及不同压条方式试验。结果表明，绣球荚
#

在黄泡沙扦插生根率

最高，春季扦插生根率最高，嫁接时砧木高度在２５ｃｍ～４５ｃｍ时其半年存活率与１年后存活率最高，压条采用“夹
接”方式其生根率、成活率最高。

关键词：绣球荚
#

；扦插；嫁接；压条；生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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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绣球荚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是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荚

!

属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落叶或半常绿灌
木，高达４ｍ。绣球荚

!

寿命长，花期 ４—５月，聚伞
花序为大型白色不孕花，直径最大可达１５ｃｍ，形似
绣球，非常美观。绣球荚

!

在园林应用中可孤植、群

植、丛植也可与其他常绿树混植。常用于庭院、草

坪、广场与公园等地的园林绿化。作为荚
!

属中观

赏树种，绣球荚
!

适宜作庭荫树、行道树以及风景

树，也适宜在植物园、森林公园、自然风景区作春季

观花树种。绣球荚
!

是值得大力推广的优良观花生

态园林绿化树种。绣球荚
!

自身不结实，因此开展

绣球荚
!

繁殖研究，为城市绿化提供繁育技术支撑，

具有重要意义［１～６］。目前绣球荚
!

繁殖技术研究少

见报道，仅见李方文等 ［７］、黄梓良 ［８］、陈碧华等［９］、

ＢｉｈｕａＣｈｅｎ等［１０］发表的有关报道。因此，开展绣球

荚
!

不同繁殖方式试验，对提高绣球荚
!

繁殖成活

率，为充分利用绣球荚
!

种质资源，为社会提供大量

绿化观赏苗木具有现实意义。



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四川省成都市植物园苗圃内进行，地理

位置为东经 １０４°１０′、北纬 ３０°１５′。海拔 ５０６ｍ～
５７７８ｍ，年平均日照 １２３９ｈ，年均温１５４℃，１月
均温５８℃，７月均温２７８℃，

年降水量９５７ｍｍ，相对湿度８６％，ｐＨ值６４７。
１．２　试验材料

本试验供体材料为１～２年生来源相同、生长健
壮的绣球荚

!

。嫁接选用的砧木为两年生健康生长

的短序荚
!

。

１．３　试验设计
１．３．１　扦插

扦插准备：以１ａ生健康枝条为主，剪取带两个
节以上，长度约１０～１２ｃｍ的插穗，小叶保留全部，
大叶片剪除 ２／３。剪取后立即泡入清水中，以防插
穗失水。扦插深度控制在穗条长度的１／３左右，株
行距约为 ８ｃｍ。扦插时注意下切口朝下，保护插
穗，避免插穗裂皮。扦插前，用０５‰的高锰酸钾溶
液对插穗进行消毒处理。

不同基质扦插：每处理 １００枝，３个重复，并制
备 ４块（蛭石、黄泡沙、河沙、园土）不同扦插基质的
扦插床，将扦插床按长１００ｃｍ、宽８０ｃｍ整理成块
状，四周用砖块进行分隔。分别将４种扦插基质用
０１‰高锰酸钾溶液浇透消毒，搅拌均匀后摊平。扦
插后进行正常养护，观测试验结果。

不同季节扦插：每处理 １００株，３个重复。根据
不同季节，分别进行扦插，观察试验结果。洗净插穗

基质，统计生根数量，计算生根率。

１．３．２　嫁接
以２ａ健康生长的短序荚

!

为砧木，接穗真叶

展开至３～５片时进行剪砧；按照高度 ＜２５ｃｍ、２５
ｃｍ～３５ｃｍ、＞３５ｃｍ３种高度进行嫁接，砧木粗度
均为２ｃｍ左右。嫁接均采用劈接法，每个处理嫁接
３０株，重复３次。嫁接后正常养护，观测试验结果。
１．３．３　压条

地压：选近地枝条或压向地面后不致折断的较

高枝条，压向地面，把枝条接地部位的表皮环剥０５
ｃｍ～１ｃｍ，用细土覆盖成梗状，上面再以较大土块
压住，以免枝条弹起。每个处理嫁接３０株，重复３
次，压条后注意勤浇水，保持土壤湿润，１０ｄ后每隔
５ｄ观察１次其生根情况。

高压：将所压枝条适当部位的表皮环剥０５ｃｍ
～１ｃｍ，在切口下方５ｃｍ～１０ｃｍ处将环包枝条的
塑料薄膜扎紧，把塑料薄膜环状抄起后装入湿润土

壤，再在切口上方５ｃｍ～１０ｃｍ处扎住上口即可。
每个处理嫁接３０株，重复３次，正常养护并观察实
验结果。

夹压法：夹压法是在高空压条的基础上进行，即

将所压枝条表皮环剥部位只环剥２／３，沿环剥部位
斜劈１ｃｍ～１５ｃｍ，然后用牙签支撑起斜劈口。在
切口下方５ｃｍ～１０ｃｍ处将环包枝条的塑料薄膜扎
紧，把塑料薄膜环状抄起后装入湿润土壤，再在切口

上方５ｃｍ～１０ｃｍ处扎住上口即可。每个处理嫁接
３０株，重复３次，最后进行正常养护。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８．０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并对各参数进行显著性检验

（Ｄｕｎｃａｎ法）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扦插试验
由表１可知，不同基质对绣球荚

!

生根具有极

显著影响（Ｐ＜００１），在黄泡沙中生根率最高，生根
率为 ２８３３％，在河沙中生根率最低，生根率为
３３３％。不同基质生根率具体表现为黄泡沙＞蛭石
＞园土＞河沙。

表１不同基质对绣球荚
!

扦插生根率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ｏｎＶ．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ｃｕｔ
ｔｉｎｇｓｒｏｏｔｉｎｇ

基质 扦插总数（枝） 生根枝数（枝） 生根率（％）
园土 ３００ ４７ １５．６７±２．５１７ｂ
黄泡沙 ３００ ８５ ２８．３３±４．９３３ａ
河沙 ３００ １０ ３．３３±２．０８ｃ
蛭石 ３００ ５１ １７．００±２．６４６ｂ

注：Ｆ＝２９８７；Ｐ＝０
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下表同。
Ｎｏｔｅ：Ｄａｔｅ＝Ｍｅａｎｓ±Ｓ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ｅｌｏｗ．

由表２可知，不同季节扦插对绣球荚
!

生根具

有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其中１号试验即３月份
扦插绣球荚

!

生根率最高，达到３３６７％，其次为３
号试验即９月，绣球荚

!

扦插生根率达到 ２２００％；
最差为６月，绣球扦插生根率仅为１４３３％。３月扦
插生根率是６月的２３７倍。不同季节扦插绣球荚
!

生根率表现为：春季＞秋季＞冬季＞夏季。

２７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４０卷



表２不同季节对绣球荚
!

扦插生根率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ｏｎＶ．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ｒｏｏｔｉｎｇ

试验号 月份 季节 生根率（％）
１ ３ 春季 ３３．６７±４．１６ａ
２ ６ 夏季 １４．３３±２．０８ｃ
３ ９ 秋季 ２２．００±２．６４ｂ
４ １２ 冬季 １６．６７±３．２１ｂｃ

注：Ｆ＝２２８６；Ｐ＝０

２．２　嫁接试验
由表３可知，嫁接时砧木高度对绣球荚

!

半年

成活率、１年后成活率具有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
由Ｆ值可知，砧木高度对绣球荚

!

成活率影响大小

表现为１年后成活率 ＞半年成活率。砧木高度为
２５ｃｍ～４５ｃｍ时绣球荚

!

半年成活率与１年后成
活率均最高，分别为 ９１８７％、３９６３％。砧木高度
＜２５ｃｍ时半年成活率最低。１年后成活率相较半
年成活率均明显下降。

表３砧木高度对绣球荚
!

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ｔｏｃｋｈｅｉｇｈｔｏｎＶ．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

砧木高度（ｃｍ） 半年成活率（％） １年后成活率（％）
＜２５ ７１．４９±３．１ｃ １１．０８±１．７８ｂ
２５～４５ ９１．８７±１．６８ａ ３９．６３±３．１３ａ
＞４５ ７６．５７±２．５２ｂ ７．５５±０．５２ｂ
Ｆ ５３．７６５ ２０９．７２９
Ｐ ０ ０

２．３　压条试验
由表４可知，不同压条方法对绣球荚

!

生根数、

生根率、成活数、成活率具有极显著影响（Ｐ＜
００１）。且由 Ｆ值可知，不同压条方式对绣球荚

!

成活率、成活数远大于其他指标。其中生根枝数、生

根率、成活数均表现为夹压 ＞低压 ＞高压。成活率
表现为夹压＞高压＞低压。夹压法下绣球荚

!

的生

根率最高，达到 ８６％，高压法生根率最低为 ３０％。
不同压条方式下成活率最高为夹压法，成活率为

９４４７％，最低为低压法，表现为５９３％。

表４　不同压条方式对绣球荚
!

生根率、成活率的影响

Ｔａｂ．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ｙ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Ｖ．ｍａｃｒｏ
ｃｅｐｈａｌｕｍ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ａｎｄｒｏｏｔｉｎｇ

压条
方式

生根枝数
（枝）

生根率
（％）

成活数
（株）

成活率
（％）

低压法 ２７．６７±４．０４１ｂ５５．３３±８．０８ｂ １６．３３±２．５１７ｂ５９．３ ±７．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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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结论

（１）适合绣球荚
!

扦插繁殖的季节为春季 ３
月，生根率高。其次为９月进入秋季后，气温逐渐降
低，蒸发减弱，枝条离体后失水量减少。第３为冬
季，１２月气温低，其扦插生根较为困难。由于６月
气候炎热，枝条离体后，容易失水，切口部位易感染

霉菌，这期间扦插的扦穗死亡率高，生根率低。陈碧

华［２］等人试验中指出绣球荚
!

夏季比春季扦插成

活率高 ４２２％，主要原因是由于其试验地为福建，
福建春季阴雨绵绵，母树枝条木质化和半木质化枝

条少，枝条扦插后容易腐烂，故生根率低。

（２）绣球荚
!

扦插在不同基质中表现不同，本

试验中在黄泡沙中扦插其生根率最高，生根率为

２８３３％，在河沙中生根率最低，生根率为 ３３３％。
由于黄泡沙和蛭石通透性好、保水性也较强。因此，

在基质的选择上，以黄泡沙和蛭石为好，这也与黄梓

良［８］等人对常绿荚
!

扦插繁殖的研究相一致。河

沙作扦插基质最不理想，虽其透水性强，但保水性

差，对空气的通透性也较差，致使生根率低。

（３）嫁接时砧木高度不同表现不同，不同砧木
高度对绣球荚

!

半年成活率、１年后成活率均有极
显著影响。砧木高度在２５ｃｍ～４５ｃｍ时绣球荚

!

半年成活率与１年后成活率均最高，是砧木高度 ＜
２５ｃｍ对应指标的１２９倍、３５７倍，这跟陈思［１１］在

研究砧木高度对皂荚嫁接成活率的影响研究结果相

似。但试验中发现，嫁接繁殖１年后绣球荚
!

成活

率相较半年成活率均明显下降，也将在进一步试验

中继续探究。

（４）不同压条方式中夹压法下绣球荚
!

的生根

率最高，达到８６％，高压法生根率最低，为３０％。不
同压条方式下成活率最高为夹压法，成活率为

９４４７％，最低为低压法，表现为５９３％。低压法生
根率比较高但由于绣球荚

!

近地面枝条比较少，故

不适用于大规模的繁殖推广。高空压条土壤的干、

湿度不易控制，环剥过窄，“环剥”处上下的愈伤组

织容易合成一体不易出根；环剥过宽，压条部分容易

失水，从而导致生根率低。李方文 ［７］指出夹压法保

留了部分枝皮，可保证对压条部分的水分供应，通过

“夹物”的隔离，光合作用制造的养料在传输至切口

部位形成愈伤组织时不会将枝条“撑开”的部分愈

合到一起，从而生根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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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仅从不同季节、不同扦插基质、不同砧木

高度以及不同压条方式进行试验，后续将进行不同

浓度生根剂、不同成熟度砧木以及不同外界因子胁

迫等多因素试验，力求寻找适合绣球荚
!

繁殖的最

佳方案，为绣球荚
!

在园林绿化推广应用方面提供

理论依据。笔者采用的指标并不全面，故不同繁殖

方式的差别也无法完全表述，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并进行规范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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