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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红山茶扦插繁育技术初报

殷国兰，王晓琴，郭　聪，朱　曼，陈　宇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摘　要：为了掌握西南红山茶扦插育苗技术，以西南红山茶的硬枝作为扦插材料，研究了基质和生长调节剂（种类、
质量浓度）等方面对插穗成活的影响。结果表明：基质种类及生长调节剂对插穗成活率影响显著，以泥炭土＋珍珠
岩（体积比为１∶１）扦插成活率最高，达７４％；以生长调节剂 ＩＢＡ２００ｍｇ·Ｌ－１浸泡３０ｍｉｎ扦插成活率最高，达
７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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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红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ｐｉｔａｒｄｉｉＣｏｈ．Ｓｔ．）又名匹
它山茶、野茶树、红山茶，是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山茶
属（Ｃａｍｅｌｌｉａ）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贵州、广西、四
川、云南、湖南等地［１］。生于海拔 １１００ｍ ～
２８００ｍ处的山坡上［２］。四川主要分布于都江堰、青

神、康定、洪雅、峨眉、乐山、马边、金阳、德昌、盐边、

会理 、会东等。该种幼枝和叶片通常无毛，叶革质

或薄革质，典型的叶片为椭圆形，先端渐尖至尾尖，

边缘具尖锐细锯齿，花粉红至桃红色，花瓣基部近于

离生，雄蕊无毛，子房密被绒毛，花柱无毛，先端 ３

浅裂［３］。

扦插繁殖是繁育育苗中最主要的方法之一，是

一种简便、实用、经济的技术。红花油茶多处于野生

或半野生状态，属于难生根树种，属于愈伤组织成活

类型［４，５］。影响插穗的成活率主要有几个因素，如

扦插基质、插穗来源、扦插季节、插穗类型、生长激素

处理等。学者在红花油茶扦插育苗技术方面已经做

了一些研究［６～９］，但西南红山茶扦插育苗技术尚未

见报道。为了掌握西南红山茶扦插育苗技术，在前

人对红花油茶扦插方面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开展



了西南红山茶扦插育苗技术研究。

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川南林业研

究所 （１０５°２３′Ｅ，２９°０９′Ｎ），海拔３５０ｍ～５５０ｍ，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１７１℃，年最
高气温 ３９℃ ，年最低温度 －１℃，年有效积温
５３００℃，年降雨量 １１１０ｍｍ，无霜期３２０ｄ左右。
土壤为山地黄壤，ｐＨ值４５～６０，肥力中等，排水
良好。

２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２．１　试验材料
试验用的插穗来自凉山州会理县、德昌县野生

西南红山茶。２０１９年６月中旬选取两株西南红山
茶优树中上部健壮并已半木质化、叶片完整、无病虫

害的春梢作为插穗，采下来的枝条用湿毛巾包裹，并

把枝条基部插入水中１～２ｃｍ，带回进行扦插试验。
２．２　扦插方法

插穗均保留顶芽，修剪成长６～１０ｃｍ的穗条，
扦插时，把处理好的插穗放入１ｇ·Ｌ－１的多菌灵溶
液中浸泡１０ｓ，取出滤干，再把插穗放入配好的生长
调节剂中浸泡，按试验设计时间进行。扦插前对基

质进行３‰高锰酸钾液消毒８～１２ｈ，扦插前清水冲
净。扦插深度为插条长度的１／３～１／２，扦插前先用
竹棒在基质上打孔，将处理好的穗条插入孔内，然后

压紧按实，插条按株行距５ｃｍ×１０ｃｍ扦插在插床
上，插入的插穗要求直立，插后浇足水，做高５０ｃｍ
的小拱棚，用塑料薄膜覆盖，搭设２ｍ高的遮阴网遮
阳，进入常规管理。

２．３　试验设计
２．３．１　不同扦插基质试验

采用５种基质，分别为黄沙、河沙、泥炭土、泥炭
土＋珍珠岩（１∶１），黄心土 ＋泥炭土 ＋椰糠（２∶１∶
１），基质配比为体积比。采用１００ｍｇ·Ｌ－１的 ＩＢＡ
的生长调节剂处理插穗，每种基质扦插５０株，３次
重复。

２．３．２　不同生长调节剂处理试验
扦插基质为黄沙，试验采用不同扦插生长调节

剂及不同浓度处理，具体见表１。每种处理扦插５０
株，３次重复。

表１ 生长调节剂处理试验方案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ｂｙｕｓｅｏｆ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处理 生长调节剂 浓度／（ｍｇ·Ｌ－１） 处理时间／ｍｉｎ
１ ＩＢＡ １００ １８０
２ ＩＢＡ ２００ ３０
３ ＩＢＡ ５００ ０．５
４ ＮＡＡ １００ １８０
５ ＮＡＡ ２００ ３０
６ ＮＡＡ ５００ ０．５
７ ＡＢＴ １００ １８０
８ ＡＢＴ ２００ ３０
９ ＡＢＴ ５００ ０．５

２．４　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调查成活率。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扦插基质试验结果
不同扦插基质试验结果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结

果见表２和表３。由表２可见，不同扦插基质对西
南红山茶扦插成活率有显著（Ｐ＜００５）影响。由表
３可见，以基质４扦插的西南红山茶成活率最高，达
７４％，成活率显著高于配比３和配比５；其次是基质
１，扦插的成活率为６５．３３％，显著高于基质３；基质
３扦插成活率最低，仅为２１３３％。

表２ 不同扦插基质成活率方差分析

Ｔａｂ．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ｓｏｆ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变异来源 ＳＳ ｄｆ ＭＳ Ｆ Ｐ
处理间 ５０５２．２６７ ４ １２６３．０６７ ５９．９５６ ０．０００
处理内 ２１０．６６７ １０ ２１．０６７
总变异 ５２６２．９３３ １４

表３ 不同扦插基质成活率差异显著性比较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ｓｏｆｃｕｔ
ｔｉｎｇ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序号 基质 均值 显著性差异

１ 黄沙 ６５．３３ ａｂ
２ 泥炭土 ６３．３３ ａｂ
３ 河沙 ２１．３３ ｃ
４ 泥炭土＋珍珠岩（１∶１） ７４．００ ａ
５ 黄心土＋泥炭土＋椰糠（２∶１∶１） ６０．６７ ｂ

３．２　不同生长调节剂处理试验结果
不同生长调节剂处理试验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

结果见表４和表５。由表４可见，不同生长调节剂
处理对西南红山茶扦插成活率有显著（Ｐ＜００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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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由表５可见，以处理２扦插的西南红山茶扦插
成活率最高，达７５３３％，显著高于处理３、６和９；其
次是处理１，扦插的成活率为６５．３３％，显著高于处
理９；处理９扦插成活率最低，仅为３４％。

表４　不同生长调节剂处理扦插成活率方差分析
Ｔａｂ．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ｓｏｆ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ｕｓ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变异来源 ＳＳ ｄｆ ＭＳ Ｆ Ｐ
处理间 ３８１４．２９６ ８ ４７６．７８７ ４．５１１ ０．００４
处理内 １９０２．６６７ １８ １０５．７０４ 　 　
总变异 ５７１６．９６３ ２６ 　 　 　

表５　不同生长调节剂处理扦插成活率差异显著性比
较

Ｔａｂ．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ｓｏｆ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ｕｓ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处理 均值 显著性差异

１ ６５．３３ ａｂ
２ ７５．３３ ａ
３ ４６．６７ ｂｃ
４ ５９．００ ａｂｃ
５ ５４．００ ａｂｃ
６ ４０．００ ｂｃ
７ ５３．００ ａｂｃ
８ ４９．３３ ａｂｃ
９ ３４．００ ｃ

４　结论与讨论

扦插成活环境由基质构成，不同扦插基质在容

重、孔隙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中，扦插基

质对西南红山茶扦插成活率有显著影响。不同基质

配比以泥炭土＋珍珠岩（１∶１）扦插的西南红山茶扦
插成活率最高，可能是由于两种基质混合既含有有

机质、又有较好的保湿和透气性；其次是黄沙，主要

是由于黄沙有一定的保水和透水性；河沙扦插成活

率最低，可能是由于河沙保水性差。

不同生长调节剂处理对扦插成活率也存在显著

影响，以生长调节剂ＩＢＡ２００ｍｇ·Ｌ－１浸泡３０ｍｉｎ扦
插的西南红山茶扦插成活率最高，达７５３３％；其次
是 ＩＢＡ１００ｍｇ·Ｌ－１浸泡 ３ｈ，扦插的成活率为
６５３３％；ＡＢＴ５００ｍｇ·Ｌ－１浸泡３０ｓ扦插成活率最
低，仅为３４％，可能是由于西南红山茶属于难生根
树种，浸泡时间又太短，导致成活率低。

综上所述，扦插西南红山茶采用泥炭土 ＋珍珠
岩（１∶１）为基质，ＩＢＡ２００ｍｇ·Ｌ－１浸泡３０ｍｉｎ扦插
成活率最高。

本次扦插试验时间较短，还没有做生根率及根

系调查；扦插试验设计不足，比如基质配比种类较

少，生长调节剂处理没有做混合处理及不同浸泡时

间的处理，没有做不同季节扦插试验，等等。因此，

影响西南红山茶的扦插生根的因素今后还需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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