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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常绿品种布克荚艹
迷( Viburnu m x burkwoodii) 为试材, 进行了嫩枝扦插研究。结果表明 : 布克荚艹

迷 属于愈伤组织生根类型 ; 用100
mg/ kg IBA、100 mg/ kg NAA 均能促进插穗生根, 以IBA 效果最好; 自制混合试剂对生根率有显著抑制作用; 分析100 mg/ kg IBA 在不同时
间处理后对插穗的生根率、不定根长、不定根数的作用 , 发现以21 h 处理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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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Plant Growth Regulator onthe Rooting of Viburnu m x burkwoodii
HUANG Zeng-yan et al  ( Shanghai Botanical Garden,Shanghai 200231)
Abstract  The evergreen species- Viburnu m x burkwoodii was used as experi mental materia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①the rooting of Viburnumx burk-
woodii belonged to the type of callus rooting ; ②100 mg/ kg IBA and 100 mg/ kg NAA had a promotive effect onrooting of cutting ,especially inthe treat-
ment with IBA. Mixed reagent had a remarkable restraint on rooting rate ;and ③ based onthe rooting rate ,the length of roots and the number of roots ,the
best treatment ti me of 100 mg/ kg IBA was 2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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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克荚 艹
迷 ( Viburnumx burkwoodii) 为忍冬科荚艹

迷 属常绿

灌木, 是红蕾荚艹
迷 ( Viburnumcarlesii) 和烟管荚艹

迷 ( V . utile) 的

杂交种, 英国育成[ 1] 。该植物抗性强, 生长势旺盛, 红蕾粉花

甚为美丽, 秋冬季节老叶变红, 是极具开发利用前景的优良

园林绿化树种。欧美国家已将其作为园林树种广泛利用。

研究表明 , 荚艹
迷 属种子发芽十分困难, 这缘于荚艹

迷 种子胚根、

胚轴双重休眠机制, 在春季播种往往当年并不萌发, 翌年才

能出苗[ 2] , 导致播种繁殖苗木周期长。许多观赏价值高的园

艺品种结实率低或根本不结实, 无性繁殖无疑是一种重要的

繁殖手段。扦插具有不改变亲本遗传特性的优点, 与其他无

性繁殖相比, 成本较低、操作简单, 在生产上有较高的应用价

值。笔者利用全光照喷雾设施, 以布克荚艹
迷 的嫩枝作插穗进

行不同生长调节剂及不同调节剂的混合试剂处理, 研究其各

种生根指标的情况 , 为以后大规模的繁殖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 .1 插穗的准备 分别于2004 和2005 年6 月中旬, 在上海

植物园引种区中选取生长强壮、无病虫害的布克荚艹
迷 作为母

本, 从半木质化的粗壮枝条上剪取插条, 用清水冲洗保持湿

润, 随即截成插穗。插穗保持2 ～3 个芽或1 ～2 节。插穗下

口剪为平形, 剪口位于腋芽之下。插穗保留上部2 片叶, 并

剪去一半。绑扎成捆在调节剂浸泡液中处理。不同处理设

清水CK 对照。

1 .2 试验设计  采用分2 个阶段完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 ,

先进行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和混合试剂处理试验, 清水 CK

为对照 , 处理时间均为17 .5 h。在此基础上从中选择对生根

最具促进作用的调节剂进行不同时间( 0 .5、6、15、21 h) 处理的

试验。区组试验为每一处理为一小区, 每小区设3 个重复。植

物生长调节剂采用吲哚丁酸(IBA) 100 mg/ kg 、萘已酸( NAA) 100

mg/ kg 、自制混合试剂(IBA 50 mg/ kg + NAA 50 mg/ kg) 。

1 .3 扦插与插后管理  采取直插法, 扦插密度以两插穗之

叶相连接为宜。扦插的深度为插穗的1/ 2 ～1/ 3 。以排水、通

气性良好的珍珠岩为扦插基质, 扦插后压紧基质, 使得插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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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质密接。插后苗床内温、湿度的调控适宜与否是保证扦

插苗生根的重要环境条件。由于嫩枝扦插是带叶的, 季节正

好是初夏, 温度较高, 植物蒸腾作用加强, 苗床上用遮阴网遮

阴, 既降低苗床空气温度又可降低叶片蒸腾, 并采用全光照

喷雾装置, 保持基质湿润 , 维持插条内的水分平衡, 保持棚内

相对湿度在70 % 以上。插穗生根之后, 维持水分平衡的能力

大大提高, 可减少喷雾的时间 , 防止新长根腐烂。

1 .4  生根调查与统计分析 在扦插后2 个月左右( 大量生

根期后) 分别统计各组荚艹
迷 的生根率, 并测量各区生根插穗

的最长不定根长度, 分别求其平均值, 统计根数, 观察愈伤组

织的发生。对插穗的不定根长度直接进行方差分析, 并在差

异显著的基础上进行多重差异比较。对插穗的生根率和根

数分别进行arcsin x 和 x 转换处理后, 再进行方差分析和多

重差异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布克荚艹
迷 生根特点 调查发现, 布克荚艹

迷 嫩枝扦插时 ,

绝大多数不定根从插穗基部切口处韧皮部与木质部之间产

生的环状愈伤组织上长出 , 褐色, 根较粗, 有少量须根, 仅少

量不定根在皮部长出。综合看来, 布克荚艹
迷 属于愈伤组织生

根类型。

2 .2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对布克荚艹
迷 生根的影响

2 .2 .1 生根率。方差分析表明 , 不同处理布克荚 艹
迷 的生根

率差异极显著。多重比较( 表1) 表明,100 mg/ kg IBA、NAA +

IBA 与对照相比 , 生根率差异达显著水平,100 mg/ kg IBA 处

理的生根率达75 .0 % , 比对照高13 .9 % 。NAA + IBA 处理的

生根率为50 .0 % , 比对照低11 .1 % , 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

100 mg/ kg NAA 处理的生根率与对照相比无显著差异, 但也

表现出一定的促进作用, 生根率达68 .8 % , 比对照高7 .7 % 。

  表1 不同处理对布克荚艹
迷 生根指标的影响

处理 生根率∥% 根长∥mm 根数∥条

CK   61 .1 bAB   4 .16 bB    2.6 c

NAA 68 .8 abA 7 .99 aA 5.0 ab

NAA+IBA 50 .0 cB 8 .83 aA 3.5 bc

IBA 75 .0 aA 8 .19 aA 5.6 a

 注 : 表中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0 .01 、0 .05 水平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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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不定根长。从直观比较看, 各处理插穗的不定根长

均高于对照。对不同处理布克荚 艹
迷 的不定根长进行方差分

析, 结果表明各处理间差异极显著。多重比较表明( 表1) ,

NAA+ IBA、100 mg/ kg IBA、100 mg/ kg NAA 3 种处理之间虽无

显著差异, 但与对照相比均极显著促进插穗不定根的根长。

其中 NAA + IBA 效果 最好, 其次是 100 mg/ kg IBA 和 100

mg/ kg NAA。

2 .2 .3 不定根数。从数据直观比较看, 各处理后插穗的不

定根数均比对照有所增加。方差分析发现, 不同处理插穗的

不定根数差异也达显著水平。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表1) ,100

mg/ kg IBA、100 mg/ kg NAA 处理后不定根数与 CK 的差异达

到了显著水平, 尤其以100 mg/ kg IBA 效果最为显著。NAA +

IBA 处理的不定根数与 CK 无显著差异。

2 .3  不同时间100 mg/kg IBA 处理对布克荚艹
迷 生根的影响

 在上述试验的基础上, 选择对生根最具促进作用的植物生

长调节剂IBA 100 mg/ kg 进行0 .5 、6 、15、21 h 浸泡时间处理 ,

对布克荚艹
迷 生根情况进行观测统计, 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多

重差异比较。

2 .3 .1 生根率。方差分析表明, 各处理间差异达极显著水

平。多重比较表明( 表2) ,21 h 处理生根率与其他处理间的

差异极显著 , 生根率达到90 .6 % , 比0 .5、15 、6 h 处理的分别

高29 .1 % 、36 .1 % 和48 .3 % 。说明100 mg/ kg IBA 不同浸泡时

间处理的生根率提高与时间的长短并非表现为简单的线性

上升。

  表2 不同时间IBA 处理对布克荚艹
迷 生根指标的影响

处理 浸泡时间 生根率∥% 根长∥mm 根数∥条

IBA   21   90 .6 aA   6 .78 aA   6 .9 aA

IBA 0 .5 61 .5 bB 3 .86 bB 3 .5 bB

IBA 15 54 .5 bBC 6 .83 aA 4 .3 bB

IBA 6 42 .3 cC 5 .82 aA 3 .0 bB

2 .3 .2 不定根长。100 mg/ kg IBA 不同浸泡时间处理的布克

荚艹
迷 不定根长的差异达极显著水平。进一步分析各处理之

间的差异 , 结果表明( 表2) ,15、21、6 h 处理与0 .5 h 处理相比

差异极显著 , 其中以15 h 处理效果最好, 达6 .83 c m, 其次是

21 h 处理,0 .5 h 处理的不定根长最短。但15 、21、6 h 处理间

无显著差异。

2 .3 .3 不定根数。对不定根数进行方差分析发现, 不同处

理间差异极显著。多重比较表明( 表2) ,21 h 处理与15 、6 、

0 .5 h 处理相比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 以21 h 浸泡处理对根数

最具促进作用, 达到6 .9 根。而0 .5 、6 及15 h 之间无显著差

异,6 h 处理根数最少为3 .0 根。

3  结论

利用全光照喷雾设施进行布克荚艹
迷 带叶嫩枝扦插试验

是可行的, 生根为愈伤组织生根类型。

2 种生长调节剂和1 种自制混合试剂与对照相比对布克

荚艹
迷 嫩枝插穗生根的影响, 除了混合试剂对生根率有显著抑

制作用外, 对生根率、不定根长、根数都有促进作用。IBA 、

NAA 对其生根作用比较稳定 , 尤以IBA 的综合效果最好。

运用不同时间100 mg/ kgIBA 对布克荚艹
迷 处理, 发现21 h

处理对其生根率促进作用显著高于0 .5、6、15 h。对不定根长

的影响表现为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根长度呈上升趋势。在

不定根数量上,21 h 处理要优于0 .5 、6 、15 h , 差异极显著。研

究表明 ,100 mg/ kg IBA( 21 h) 处理对布克荚艹
迷 插穗的生根效

应最佳。

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插条与其生根效应的机理分析: 插

穗扦插成活的关键在于插穗基部能否形成和产生不定根。

许多试验证实生长调节剂对插穗产生不定根有促进作

用[ 3 - 5] 。插穗的生根除与植物本身遗传特性有关外[ 6] , 还与

处理插穗的生长调节剂种类、质量浓度等因素有关。该试验

发现,IBA 对布克荚艹
迷 生根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 原因在于

IBA 不易被酶系统氧化 , 传导扩散性能差, 容易保留在被处理

的部位 , 可有效地促使形成层细胞分裂[ 7] 。

当然, 影响植物生长调节剂作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不

同荚艹
迷 种类对调节剂的敏感度也是不同的 , 关于不同种类运

用不同生长调节剂、最适浓度、最适时间等方面研究还有待

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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