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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攀西干热河谷区，研究不同种植基质配方对大棚铁皮石斛种植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年铁皮石斛植
株根系生长期集中在一、三季度，蘖芽抽生期集中在一、四季度，鲜重增长集中在二、三季度；植株茎粗、株高等部分

生长性状之间存在明显相关性，经主成分分析筛选出Ｖ锯末∶Ｖ松树皮∶Ｖ碎瓦片（１∶３∶１）的配方基质 Ｄ最适合攀
西干热河谷区大棚种植铁皮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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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黑节草，是多年生兰科附生草本植物［１］。是我

国传统的中药材，现代药理证明铁皮石斛具有滋阴

清热、益胃生津、增强机体免疫力、降血糖血脂、抗氧

化等作用，被列为“九大仙草”之首［２］，在民间具有

“救命仙草”的美誉。野生铁皮石斛资源在四川主

要分布于攀西干热河谷区域，由于长期过度挖采，野

生资源濒临灭绝。近年，在攀西干热河谷区开始发

展人工种植铁皮石斛，其品质优，但是旱季高温、干

燥对铁皮石斛生长不利，要求种植基质有良好的透

气性、保水性、保肥性等。开展铁皮石斛种植基质筛

选研究，以期筛选出适合本区域的铁皮石斛种植基



质，为区域铁皮石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试验地设在攀枝花市同丰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啊喇乡铁皮石斛种植基地２６号种植大棚，地理坐标
为东经１０１°４３′２２″、北纬２６°１９′５７″，海拔 １４５０ｍ。
气候温暖，年均温 ２１７℃，最冷月平均气温 １２６
℃，最热月平均温度２８２℃。日照充足，平均年日
照时数 ２４２６４ｈ。旱雨季分明，年降雨量 ８０１９
ｍｍ，降水量高度集中在雨季（６—１０月），雨季雨量
为７２１２ｍｍ，占年降雨量的９０％。
１．２　试验材料

２０１４年种植铁皮石斛组培瓶苗，种植株行距１２
ｃｍ×１５ｃｍ，平均根长３５ｃｍ、根系体积２０ｍＬ、茎
粗５６５ｍｍ、株高７０ｃｍ、鲜重８０ｇ。供试基质材
料有椰糠、木屑、锯末、松树皮、稻壳碳、碎瓦片。

１．３　试验方法
根据之前学者的研究，碎瓦片有利于透水和铁

皮石斛根的附着，椰糠、木屑、松树皮、锯末、稻壳炭

作为铁皮石斛栽培基质，均有利于铁皮石斛的生长。

为研究攀枝花特殊环境条件下，不同种植配方基质

对铁皮石斛生长的影响，共设 ６种配方基质处理。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试验重复３次，每个
小区２ｍ２，共１８个小区。２０１４年８月底布置试验，
２０１５年起每季度末测定一次铁皮石斛相关生长数
据（见表１）。

表１ 铁皮石斛种植基质配比表

Ｔａｂ．１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ｍａｔｒｉｘｒａｔｉｏｏｆ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处理 基质材料 比例（Ｖ∶Ｖ∶Ｖ）
基质Ａ 椰糠、木屑、碎瓦片 １∶３∶１
基质Ｂ 椰糠、松树皮、碎瓦片 １∶３∶１
基质Ｃ 锯末、木屑、碎瓦片 １∶３∶１
基质Ｄ 锯末、松树皮、碎瓦片 １∶３∶１
基质Ｅ 稻壳炭、木屑、碎瓦片 １∶３∶１
基质Ｆ 稻壳炭、松树皮、碎瓦片 １∶３∶１

１．４　数据测定和处理
基质孔隙度的测定：将环刀（容积为１００ｃｍ３）

底部用不带孔的底盖扣紧，从上部装入风干的基质，

然后扣上带孔的顶盖，称重（Ｗ１）。带孔的顶盖居
上，将环刀放入盛水的塑料盒中浸泡２４ｈ，取出后用
吸水纸擦干环刀外表面的水，立即称重（Ｗ２）。将饱
和吸水的基质放入鼓风干燥箱中，于（１０５±５）℃的

温度下烘干至恒重，冷却后，称其质量（Ｗ３）。
总孔隙度（％）＝Ｗ２－Ｗ１ （１）
饱和吸水率＝（Ｗ２－Ｗ３）／Ｗ３×１００％ （２）
基质含水量：对饱和吸水的基质进行鼓风干燥

处理，每２４ｈ测定一次基质重量，直至基质恒重不
变。计算基质含水量。

从各小区随机抽取１０丛铁皮石斛作为１个样
品，测定株高（ｃｍ）、茎粗（ｍｍ）、根长（ｃｍ）、根系体
积（ｍＬ）、蘖芽数（个）、叶数（片）、叶面积（ｃｍ２）、鲜
重（ｇ）。从每丛植株选最粗茎测茎粗，从每丛植株
的老熟茎中上部取叶片，用叶面积测量仪 ＹＭＪＣＨ
测量叶面积。

根系体积测定方法：采用排水法测定。取２００
ｍＬ量筒，注入１００ｍＬ水，记下量筒读数。用滤纸吸
干洗净的根系表面的水，揉成团放入量筒内，用玻璃

棒将根系全部沉入水中，再次记下量筒读数，两次之

差即为样品根系体积。

对铁皮石斛各生长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

正交变换将一组可能存在相关性的变量转换为一组

线性不相关的变量，转换后的这组变量叫主成分。

通过主成分分析，把铁皮石斛８个生长指标转化为
几个相互独立的综合指标，以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

献率作为权数来构造综合评价函数，以综合评价函

数值作为衡量指标。用主成分值作为选择利用的指

标，可较准确地了解各性状的综合表现，从而筛选出

最优的栽培基质。

试验数据整理、作图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成分分析用
ＳＡＳ９．３统计分析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配方基质透气、吸水、保水比较
基质为铁皮石斛提供水分、养分并保证植物根

系的气体交换。铁皮石斛在生长过程中既怕干旱，

也怕积水，基质的筛选要综合考虑其透水性、保水

性、透气性、营养性等情况。铁皮石斛配方基质孔隙

度和吸水率见表２。配方基质 Ｄ孔隙度３６．１１％最
高，配方基质Ｅ孔隙度２４．６９％最低，基质孔隙度大
小与基质透气性相关，细基质透气性为锯末 ＞椰糠
＞稻壳碳，粗基质透气性为松树皮 ＞木屑，６种配方
基质透气性为Ｄ＞Ｂ＞Ｆ＞Ｃ＞Ａ＞Ｅ。细基质吸水性
为椰糠＞稻壳碳＞锯末，粗基质吸水性木屑 ＞松树
皮，配方基质 Ｅ饱和吸水率１２６．５４％最高，配方基
质Ｄ饱和吸水率８２．６５％最低，饱和吸水率越高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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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效果越好，６种配方基质吸水性为Ｅ＞Ａ＞Ｃ＞Ｂ＞
Ｆ＞Ｄ。总体而言，试验选用配方基质的透气性与吸
水性存在负相关性（见表２）。

表２ 不同配方基质空隙度和饱和吸水率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ｍｕｌａｍａｔｒｉｘｖｏｉｄａｇ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ｂｓｏｒｐ
ｔｉｏ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配方基质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孔隙度／％ ２７．８７ ３２．００ ２８．７９ ３６．１１ ２４．６９３１．２５

饱和吸水率／％ １１７．６９ ９８．０４ １０２．８０ ８２．６５ １２６．５４８５．８０

对试验选用配方基质饱和吸水处理后进行恒温

风干处理，６种配方基质含水量变化如图 １所示。
处理前１～４ｄ，所有配方基质每天含水量降低超过
１０％，后续处理配方基质含水降低幅度较小，处理至
第４天基质含水量在２６～４２％之间，在此时间段吸
水性强保水性也相对强。

图１　鼓风干燥箱２５℃恒温处理下不同配方基质含水量
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ｍｕｌａ
ｍａｔｒｉｘｅｓｕｎｄｅｒ２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２　不同配方基质对铁皮石斛种植的影响
２．２．１　铁皮石斛根系、蘖芽、鲜重生长动态变化

不同配方基质种植铁皮石斛的根系生长动态变

化详见图２，全年前三季度铁皮石斛根系长长，第四
季度根系几乎停止生长，其中一、三季度根系生长量

高于二季度。配方基质 Ａ、Ｂ根系生长主要集中在
三季度；配方基质 Ｃ、Ｄ根系增长较为均衡，集中在
一、二、三季度；配方基质Ｅ、Ｆ根系生长主要集中在
一、二季度；配方基质Ｄ最利于根系长长，其基质的
透气性最好、吸水性最差。铁皮石斛为附生兰类，其

根为肉质气生根，根际微环境 Ｏ２的含量要求较高，
基质具有较高通气性，更有利于根系的生长。

配方基质种植铁皮石斛的根系体积动态变化详

见图３，铁皮石斛根系体积在一、三季度增长较快，
在二、四季度增长较慢，根系体积增长变化主要依靠

图２　不同配方基质对铁皮石斛根长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ｅｓｏｎｔｈｅ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新根生长。配方基质 Ａ、Ｂ根系体积增长主要集中
在三季度，配方基质Ｃ、Ｄ根系体积增长较为均衡集
中在一、三、四季度，配方基质 Ｅ、Ｆ根系体积增长主
要在一、三季度。总体而言，配方基质 Ｃ、Ｄ最利于
新根生长，根系体积增长较好。

图３　不同配方基质对铁皮石斛根系体积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ｅｓｏｎｒｏｏｔｖｏｌｕｍｅ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从图４可知，铁皮石斛全年均能萌发蘖芽，一、
四季度植株萌发蘖芽数高于二、三季度，即铁皮石斛

萌发冬、春蘖芽为主。

图４　不同配方基质对铁皮石斛蘖芽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ｅｓｏｎｓｐｒｏｕｔｅｄｂｕｄｓ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从图５可知：铁皮石斛新芽生长快速期在二、三
季度，期间鲜重增长速度较快、增长量大；一、四季度

７７６期 兰　海，等：铁皮石斛种植基质筛选研究 　　



植株鲜重增长速度较慢、增长量较少。

图５　不同配方基质对铁皮石斛鲜重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ｅｓｏｎ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２．２．２　不同配方基质对铁皮石斛生长的影响
研究表明，６种配方基质对铁皮石斛茎粗、株

高、鲜重、蘖芽、根长、根系体积、叶数、叶面积的影响

差异不显著，详见表３。配方基质 Ｄ茎粗最大５１６
ｍｍ，其次是配方基质Ｃ，受脱水影响，植株茎粗均负
增长。不同配方基质株高最大相差值为１０ｃｍ，配
方基质Ｂ株高最高１２８ｃｍ，其次是配方基质Ｃ。配
方基质Ｃ鲜重最重３０２７ｇ，配方基质 Ｆ鲜重最轻
２３５５ｇ。配方基质 Ｆ平均蘖芽数最多１２９个，配
方基质Ｃ平均蘖芽数最少，为１１１个。配方基质Ｄ
根长最长１２１ｃｍ，其次是配方基质 Ｃ，配方基质 Ｆ
根长最短９５ｃｍ。配方基质 Ｃ根系体积最大 ６４
ｍＬ，其次是配方基质 Ｄ，配方基质 Ｆ根系体积最小
４０ｍＬ。叶片数在７０５～７３９ｃｍ之间，叶面积在
５２～５６ｃｍ２之间。综合比较，配方基质 Ｆ最不利
于茎粗、鲜重、根长、根系体积和叶面积生长，配方基

质Ｃ、Ｄ较利于铁皮石斛生长。

表３ 同配方基质对铁皮石斛生长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配方基质
茎粗 （Ｘ１）
／ｍｍ

株高（Ｘ２）
／ｃｍ

鲜重（Ｘ３）
／ｇ

蘖芽（Ｘ４）
／个

根长（Ｘ５）
／ｃｍ

根系体积（Ｘ６）
／ｍＬ

叶数（Ｘ７）
／片

叶面积（Ｘ８）
／ｃｍ２

Ａ ５．００ １２．２ ２７．０８ １２．４ １０．８ ５．４ ７３．０ ５．４
Ｂ ４．８６ １２．８ ２６．１７ １２．０ １０．９ ５．４ ７０．５ ５．６
Ｃ ５．０７ １２．７ ３０．２７ １１．１ １１．３ ６．４ ７１．３ ５．６
Ｄ ５．１６ １２．０ ２６．０６ １１．９ １２．１ ６．２ ７３．７ ５．２
Ｅ ４．９５ １１．８ ２６．５３ １２．５ １０．１ ５．０ ７３．９ ５．６
Ｆ ４．７５ １２．４ ２３．５５ １２．９ ９．５ ４．０ ７２．２ ５．２

２．３　不同配方基质对铁皮石斛生长性状指标的综
合分析

铁皮石斛性状指标间存在相关性（见表４），株
高与根长显著正相关，与叶数显著负相关，与蘖芽极

显著负相关；鲜重与根系体积、叶数极显著正相关；

叶面积与蘖芽、叶数极显著负相关；根长与根系体积

极显著正相关；蘖芽与叶数极显著正相关。铁皮石

斛性状间存在明显相关性，且相互影响，宜采用多指

标综合评价不同配方基质对铁皮石斛植株生长效

果。

表４ 铁皮石斛性状相关性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指标 茎粗 株高 鲜重 根长 根系体积 蘖芽数 叶数 叶面积

茎粗 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１ ０．３０５ ０．１８１ －０．３９５ －０．２８４ ０．１６４
株高 １ ０．０５５ ０．５８１ ０．２４０ －０．６４５ －０．５８１ ０．３４５
鲜重 １ ０．３８２ ０．６８３ ０．４５４ ０．５９７ －０．３２１
根长 １ ０．７５８ －０．３７０ －０．１７５ ０．００８

根系体积 １ ０．０３９ ０．２０７ －０．１７５
蘖芽数 １ ０．９５０ －０．６０９

叶数 １ －０．６５４

叶面积 １
注：表示相关性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表示相关性在０．０１水平上差异显著。

　　对不同施肥处理铁皮石斛植株的８个主要生长
性状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见表５和表
６）：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为３９０９６，方差贡献率为
４８８７％，其中蘖芽数子载荷量最大，说明其代表的
是蘖芽数，第二主成分的特征根为２７３８３，方差贡

献率为３４２３％，其中茎粗因子载荷量最大，说明其
代表的是茎粗大小；第三主成分的特征根为

１０３３９，方差贡献率为１２９２％，其中叶面积因子载
荷量最大，说明其代表的是叶面积大小。前３个主
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９６０２％，大于累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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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 ８５％，基本包含了所测指标的全部信息因子，
此可以用这３个主成分因子铁皮石斛生长指标选择
的综合指标。

第一主成分表达式是：

Ｚ１＝０１９２６Ｘ１ ＋０２００４Ｘ２ ＋０４３６５Ｘ３ －
０４９７２Ｘ４ ＋０４１１４Ｘ５ ＋０４８１０Ｘ６ －
０１７５０Ｘ７＋０２２８８Ｘ８；

第二主成分表达式是：

Ｚ２＝０５２１４Ｘ１ －０４７０５Ｘ２ －００７１７Ｘ３ ＋
００４０１Ｘ４ ＋０３００７Ｘ５ ＋０１８１５Ｘ６ ＋
０５０７６Ｘ７－０３４５１Ｘ８；

第三主成分表达式是：

Ｚ３＝－０２５５４Ｘ１ －０４７６８Ｘ２ ＋０３８３０Ｘ３ ＋
０００３７Ｘ４ －０２３５７Ｘ５ ＋００２８３Ｘ６ ＋
０４０１７Ｘ７＋０５８５７Ｘ８。

表５ 主成分分析

Ｔａｂ．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主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Ｚ１ ３．９０９６ ０．４８８７ ０．４８８７
Ｚ２ ２．７３８３ ０．３４２３ ０．８３１０
Ｚ３ １．０３３９ ０．１２９２ ０．９６０２
Ｚ４ ０．２５６３ ０．０３２０ ０．９９２３
Ｚ５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０７７ １．００００
Ｚ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Ｚ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Ｚ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表６ 因子载荷量

Ｔａｂ．６ Ｆａｃｔｏｒｌｏａ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性状 Ｚ１ Ｚ２ Ｚ３
茎粗 ０．１９６２ ０．５２１４ －０．２５５４
株高 ０．２００４ －０．４７０５ －０．４７６８
鲜重 ０．４３６５ －０．０７１７ ０．３８３０
蘖芽 －０．４９７２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０３７
根长 ０．４１１４ ０．３００７ －０．２３５７

根系体积 ０．４８１０ ０．１８１５ ０．０２８３
叶数 －０．１７５０ ０．５０７６ ０．４０１７
叶面积 ０．２２８８ －０．３４５１ ０．５８５７

由于主成分较多，单一主成分难以对各处理生

长性状的优劣做出客观的判断［３］。因此，选取的第

一、二、三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α１、α２、α３作为权
数，构造综合评价模型Ｆ＝α１×Ｚ１＋α２×Ｚ２＋α３×
Ｚ３，即 Ｆ＝０４８８７×Ｚ１＋０３４２３×Ｚ２＋０１２９２×
Ｚ３。由于主成分为综合变量且相互独立，用主成分
值作为选择利用的指标，可较准确地了解各性状的

综合表现。由表７可知，综合评分排序为配方基质
Ｄ＞Ｃ＞Ａ＞Ｅ＞Ｂ＞Ｆ，配方基质 Ｆ综合评分

－１７９４３为最低，配方基质Ｄ综合评分１３４２４为最
高，即选用Ｖ锯末∶Ｖ松树皮∶Ｖ碎瓦片（１∶３∶１）的
配方基质最适合攀西干热河谷区大棚种植铁皮石

斛。

表７不同配方基质的主成分得分和综合得分
Ｔａｂ．７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ｏｒ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配方基质 Ｚ１ Ｚ２ Ｚ３ Ｆ值 排序

Ｄ ０．９３８２ ２．８６６９ －０．７８３３ １．３４２４ １
Ｃ ２．８７６６ －１．０６５０ ０．２９３０ １．０７７７ ２
Ａ －０．４２４８ ０．４２４０ ０．１２０９ －０．０４６３ ３
Ｅ －１．１５８０ ０．３９３４ １．８３２１ －０．１９４０ ４
Ｂ ０．６７０２ －１．８４５３ －０．６１０３ －０．３８５４ ５
Ｆ －２．９０２２ －０．７７３９ －０．８５２４ －１．７９４３ ６

３　讨论与结论

栽培基质是为植物提供稳定协调的水、气、肥结

构的生长介质［４］，除支持、稳定植株外，更重要的是

充当“中转站”的作用，使养分、水分得到中转，植株

根系吸收利用。选好栽培基质是铁皮石斛优质高效

栽培的关键，其气生根有明显的好气性和浅根性，所

选用栽培基质应具有良好的透气性、保水性、耐腐烂

性，不易发霉，易保肥等。当前人工栽培铁皮石斛栽

培基质主要选用水苔、树皮、木屑、椰壳粒、泥炭土、

花生壳等生物基质和火山石、碎砖、蛭石、麻石粒、碎

瓦片等非生物基质两大类［５］。郭益红等［６］研究发

现，以配方为泥炭∶树皮∶刨花（２∶４∶４）的透气性和
保水保肥性能良好，铁皮石斛组培苗的成活率最高，

后期生长过程中萌芽率最高，植株较高，茎杆较粗，

最有利于铁皮石斛的生长。刘洪见等［７］研究认为，

Ｖ松鳞∶Ｖ碎石子∶Ｖ刨花（２∶１∶１）的基质适合用于
铁皮石斛栽培，栽培基质中添加椰壳有利于铁皮石

斛的生长。陈庆飞等［８］研究生物炭替代泥炭栽培

基质对铁皮石斛生长的影响，结果３％与６％的生物
炭替代量没有显著影响铁皮石斛产量、株高、茎粗、

节间距、叶长、叶宽、根数和根长，认为 Ｖ松树皮∶Ｖ
泥炭∶Ｖ生物炭（７０∶２７∶３）可作为种植铁皮石斛的
新基质。同样孔德栋等［９］研究表明单独使用椰糠

作为基质时种苗的成活率不高，用 Ｖ泥炭∶Ｖ椰糠
（１∶１）混合基质可以明显提高成活率。单一基质比
较难以满足其整个生长期的要求，用选用２～３种基
质按一定比例混合使用。

本研究选用椰糠、锯末、稻壳碳、松树皮、木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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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瓦片，按体积比组合出６种配方基质。发现配方
基质Ｄ孔隙度最大、吸水性最差，配方基质 Ｃ孔隙
度和吸水性适中，配方基质 Ｅ孔隙度最小、吸水性
最强，基质的透气性与吸水性存在负相关性。对经

饱和吸水的配方基质进行恒温风干处理，结果配方

基质含水量和处理天数符合指数函数方程，处理前

４天配方基质日均失水均超过１０％ ，处理至第４天
基质含水量在２６％～４２％之间，在此时间段吸水性
强保水性也相对强。

试验对铁皮石斛根系、蘖芽、鲜重生长动态变化

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植株全年均能萌发蘖芽，主要以

萌发冬、春蘖芽为主，根系生长主要是在前三季度，

新根主要由新蘖芽抽生。配方基质透气性好利于根

系生长，而保水性好不利于根系生长，可能是铁皮石

斛气生根对根系环境温度要求高于根系环境湿度，

有关透气性、保水性等对基质温度的影响和基质温

度对铁皮石斛根系生长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铁

皮石斛植株根系生长与茎条生长同步，新茎条生长

是植株鲜重增加的鲜重增加的主要原因，植株鲜重

在二、三季度增长较快，即培养冬、春蘖芽对增加植

株鲜重提高产量有利。

６种配方基质对铁皮石斛茎粗、株高、鲜重、蘖
芽、根长、根系体积、叶数、叶面积的影响差异不显

著，且性状指标间存在相关性、相互影响，难以用各

项指标来评价配方基质优劣，宜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构造综合评价函数做进一步分析［１０］。经主成分分

析，并提取第一、二、三主成分因子，构造综合评价模

型Ｆ＝０４８８７×Ｚ１＋０３４２３×Ｚ２＋０１２９２×Ｚ３，综
合评分不同配方基质对铁皮石斛植株生长影响，且

选出蘖芽数、茎粗和叶面积３个指标。结果配方基
质Ｄ综合评分１３４２４为最高，即选用 Ｖ锯末：Ｖ松
树皮：Ｖ碎瓦片（１：３：１）的配方基质最适合攀西干
热河谷区大棚种植铁皮石斛，其孔隙度３６１１％、饱
和吸水率８２６５％。总之，铁皮石斛人工种植应结
合种植区域气候及环境特点，筛选适宜的栽培基质，

满足铁皮石斛根系“好气、忌水、喜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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