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菌灵15%+ 福美双15%可湿性粉剂对九重葛插穗生长的影响

戴必胜 (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生物系, 广东清远511510)

摘要  用多菌灵15 % + 福美双15 % 可湿性粉剂配制1 .00～10 .00 g/ L 10 个不同浓度系列, 对九重葛插穗进行3 h 浸泡处理后扦插试验。
结果表明 , 各处理中最佳的插穗平均生根数、根长、根直径、叶片数、新枝数、新枝长分别为34 .2 片、25 .28 mm、1 .16 mm、39 条、3 .8 条、
141 .6 mm ,最高成活率达到100 % , 所测生长指标与对照组的差异极显著( P <0 .01) 。处理剂量在 1 .00～2 .50 g/ L, 插穗生根数、成活率、根
长、根径、新叶数、新枝数和新枝长均与处理剂量的关系呈二次曲线模型( R2 >0 .94) 。结果分析显示 ,最佳处理的理论剂量为1 .82 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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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15% Carbendazi mand 15% Thiram WP onthe Growth of Softwood Cutting of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DAI Bi-sheng  ( Biological Department , Qingyuan Polytechnic College ,Qingyuan ,Guangdong 511510)
Abstract  The experi ment in Cuttage of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was conducted withthe treatment of 15 % Carbendazi m + 15 % Thiram WP with
th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from1 .00 g/ L to 10 .00 g/ Lfor 3 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 mal evenness of ten treatments was roots of cutting , 34 .
2 ; root length, 25 .28 mm; root diameter , 1 .16 mm; newleaf of every cutting , 39 ; newbranch , 3 .8 ; newbranchlength, 141 .6 mmandthe highest cut-
tage survival rates were 100 % . The difference were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reat ment and control groups( P <0 .01) .The relationship met the Quadratic
model betweenrooting , survival rate , root length , root diameter , newleaf of every cutting , newbranch, newbranch length and dose-using during the
treat ment concentrations from1 .00 g/ L to 2 .50 g/ L( R2 > 0 .94) .The analysis of tes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pti mal treatment concentration for B .
spectabilis Will d was 1 .82 g/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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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重葛( Bougai nvillea spect abilis Willd) 学名宝巾 , 又名叶

子花、三角梅, 其叶色艳丽 , 深受人们的喜爱。该植物虽常开

花, 但花管甚小 , 较难授粉结果[ 1] , 扦插是繁殖九重葛的主要

途径。不少学者对九重葛扦插环节进行了研究[ 2 - 3] , 但基质

环境复杂, 扦插时插穗基部易霉烂, 幼苗质量不稳定 , 成活率

不高。多菌灵( Carbendazi m) 、福美双( Thiram) 对植物具有保护

和治疗作用, 在国内外一直得到广泛应用[ 4 - 6] 。笔者用多菌

灵+ 福美双可湿性粉剂配制成不同含量的系列溶液, 对九重

葛插穗进行浸泡处理, 探讨多菌灵+ 福美双对九重葛扦插繁

殖的影响, 为寻找提高九重葛扦插幼苗的品质和成活率寻找

一条新的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试验材料。九重葛选自广东榕景实业有限公司无公

害生产基地花卉苗圃内。为减少母树年龄和枝条大小对插

穗生根的影响[ 7] , 试验选取九重葛的同龄亲本为母本, 在同

年发生的老枝条上截取直径0 .8 ～1 c m 的1 年生已木质化枝

条, 剪成10 c m 长插穗, 按形态学上下端平行排列, 每30 支用

细绳扎成1 捆, 共剪44 捆备用。

1 .1 .2 试验药剂。多菌灵15 % + 福美双15 % 组合可湿性粉

剂( 深圳市瑞德丰农药有限公司提供) , 以下简称多·福。

1 .1 .3 试验场地设在基地大棚内; 基质采用0 .5 % 高锰酸钾

喷洒消毒过的河沙。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试验方案。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设1 个试验区和

1 个取样区,11 个处理,2 个重复。11 个处理为多·福用清水

稀释配制成1 .00、1 .11 、1 .25 、1 .43、1 .67 、2 .00 、2 .50、3 .33 、

5 .00 、10 .00 g/ L 10 个浓度溶液和1 个清水( 对照) 。区组内各

处理的插穗分别为30 支, 组内随机排列。 �

作者简介  戴必胜( 1961 - ) , 男 , 湖北黄冈人 , 副教授 , 从事应用生物学

研究。
收稿日期  2007- 01-19

1 .2 .2 插穗处理与扦插管理。对插穗形态学下端浸泡 , 每

个处理浸泡120 支, 深度3 c m, 时间3 h。预处理后, 对各处理

的插穗作好标记, 按间距10 c m×10 c m 根据试验方案进行扦

插。试验期采用遮阴网半透光喷雾控温控湿管理 , 棚内温度

25 ～30 ℃, 湿度85 % ～90 % , 基质含水量15 % ～20 % 。

1 .2 .3 试验时间。2005 年5 月26 日～7 月26 日。扦插后第

20 、30、40 天分别对取样区不同处理的插穗随机抽样5 支, 观

察生根情况。第60 天停止试验, 对试验区插穗的形态生长

指标进行测定。

1 .3 测定方法与分析处理

1 .3 .1 试验指标的测定。成活率的测定, 成活率= 成活的

插穗数/ 插穗总数×100 % ; 生根数的测定, 从2 个重复的相同

处理中各随机抽取5 个成活株统计每株的生根数, 取10 株的

平均数为生根数; 根长与根直径的测定( 用投影放大法) , 将

上述10 个成活株的根从根基部全部剪下, 混合后随机抽样 ,

取每次抽样的第5、10 、15 条根作为一组样本, 测量每条根的

长度, 重复10 次, 取30 条根的平均值为根长。按同样方法 ,

测量根基端的平均直径为根直径 ; 在测定根的同时统计每株

的新叶片数、新枝数、枝条长度, 取各测定指标的平均值。

1 .3 .2 试验数据的分析处理。成活率用2 个样本百分数的

假设检验———t 检验; 生根数等数据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借助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多重比较。

1 .3 .3  插穗根生长指标的综合评价。参照周贱平报道的方

法[ 8] 进行 Q 值分析, Q 值= 生根率( %) ×25 + 生根数×30 %

+ 根长度( c m) ×15 % + 根直径( c m) ×30 % 。生根率( %) 为

生根成活株的百分率。

2  结果与分析

2 .1  多·福对插穗成活率的影响  由表1 可见, 多·福浓度

为1 .00～3 .33 g/ L 8 个浓度处理的插穗成活率均高于对照。

其中1 .00 g/ L 浓度处理的插穗成活率与对照的差异显著( P

< 0 .05) ,1 .11 ～2 .50 g/ L 6 个浓度处理的插穗成活率极显著

地高于对照( P < 0 .01) ,3 .33 g/ L 浓度处理与对照的差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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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5 .00 和10 .00 g/ L2 个较高浓度处理的插穗成活率都低

于对照 , 说明高浓度处理对插穗不利。

2 .2  多·福处理对插穗根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随着多·

福浓度的提高, 对插穗根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浓度过高

则对插穗根的生长不利。由表1 可见 ,1 .00～2 .50 g/ L 7 个浓

度处理的插穗生根数明显多于对照, 且差异均极显著。

3 .33 、5 .00、10 .00 g/ L 3 个较高浓度处理的插穗生根数与对照

的差异不显著,10 .00 g/ L 浓度处理的生根数甚至少于对照 ;

1 .00 ～2 .50 g/ L 6 个浓度处理的根均长度都长于对照( P <

0 .01) ,10 .00 g/ L 浓度处理的根均长反而极显著地短于对照 ;

1 .00～2 .50 g/ L 7 个浓度处理的平均根直径明显比对照的

粗, 与对照之间的差异极显著。3 .33 ～10 .00 g/ L 3 个浓度处

理与对照的平均根直径相差不大。10 .00 g/ L 浓度处理的平

均生根数、根长和根直径均不如对照。

  表1 多·福对九重葛插穗成活率和根的影响

药剂浓度

g/ L

成活率

%

根数

条

长度

mm

直径

mm

    1 .00     76 .67 deCDE     26 .70±2 .58 eC    22 .14±2 .23 dC       1 .10±0.09 abAB

1 .11 83 .33 cdBCD 27 .90±3 .07 deBC 22 .90±2 .22 bcdBC 1 .12±0.09 abA

1 .25 90 .00 bcABC 29 .60±3 .78 cdBC 23 .50±1 .75 bcdABC 1 .13±0.12 abA

1 .43 93 .33 bcABC 31 .00±2 .87 bcAB 24 .18±1 .16 abcABC 1 .14±0.11 abA

1 .67 100 aA 33 .30±2 .83 abA 24 .53±1 .85 abAB 1 .15±0.12 aA

2 .00 96 .67 abAB 34 .20±3 .39 aA 25 .28±2 .08 aA 1 .16±0.09 aA

2 .50 83 .33 cdBCD 29 .80±3 .36 cdBC 22 .72±1 .96 cdBC 1 .13±0.10 abA

3 .33 63 .33 efDEF 18 .50±2 .99 fD 18 .10±1 .99 eDE 1 .00±0.11 cdBC

5 .00 56 .67 fEF 18 .30±2 .50 fD 16 .80±2 .06 efDE 1 .06±0.12 bcABC

10 .00 50 .00 fF 17 .30±3 .77 fD 16 .00±2 .67fE 0 .96±0.10 dC

0( CK) 60 .00 fEF 18 .40±2 .76 fD 18 .40±2 .31 eD 0 .98±0.10 cdC

 注 : 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0 .05 、0 .01 水平差异显著。下表同。

  对各处理的插穗成活率、生根数、根长度和根直径4 项

指标的试验结果进行 Q 值分析显示,1 .00、1 .11 、1 .25 、1 .43 、

1 .67 、2 .00 、2 .50、3 .33、5 .00、10 .00 g/ L 10 个浓度处理的 Q 值

分别为27 .54 、29 .58、31 .77、33 .03 、35 .39 、34 .84、30 .15、21 .68 、

19 .94 、17 .96 , 对照插穗的 Q 值为20 .83。结果表明,1 .67 g/ L

多·福浓度处理的 Q 值最高( 35 .39) , 与对照的差异极显著。

5 .00 和10 .00 g/ L 2 个较高浓度处理的 Q 值低于对照。说明

高浓度的多·福处理对插穗的生长不利。由图1 可见, 在1 .00

～2 .50 g/ L 浓度范围, 插穗的 Q 值与多·福的处理浓度之间

的关 系 呈 二 次 曲 线 模 型( Y = - 1 . 143 1 ×10 - 5 X2 +

0 .041 631 X - 2 .615 5) , 相关性极显著( R2 = 0 .99) 。分析表

明, 浸泡3 h 的最佳多·福浓度为1 .82 g/ L。

图1 多·福对插穗 Q 值的综合影响

  插穗生根过程观察发现 , 经过多·福处理的插穗基部腐

烂现象明显减少, 而对照的插穗基部腐烂普遍 , 插穗腐烂与

多·福的处理浓度呈负相关。观察还发现, 扦插第20 天, 少

数插穗剪口边缘皮部凸起开裂, 但插穗均未见生根。第30

天, 各处理的插穗剪口边缘皮部凸起开裂明显 , 少数插穗可

见不定根长出。第40 天, 各处理的插穗均生根, 生根数在0

～27 条, 其中以1 .67 和2 .00 g/ L 处理的插穗生根较多, 少数插

穗的不定根暗淡, 甚至坏死; 第60 天, 成活的插穗生根普遍, 根

毛丰富。试验表明, 九重葛插穗的生根属于皮部生根型。

2 .3  多·福对插穗枝叶生长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多·福

处理对插穗枝叶的生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多·福浓

度的提高, 插穗枝叶的生长加快, 但浓度过高则对插穗枝叶

的生长不利。由表2 可见 ,1 .00～2 .50 g/ L 7 个浓度处理的每

穗平均叶片数明显多于对照, 且与对照之间的差异极显著。

3 .33 ～10 .00 g/ L 3 个浓度处理的叶片数与多·福的处理浓度

呈负相关。从表2 还可见 ,1 .00～2 .50 g/ L 7 个浓度处理的生

枝数都比对照的多, 其中1 .67 和2 .00 g/ L 2 个浓度处理的生

枝数最多, 与对照的差异极显著。而10 .00 g/ L 浓度处理的

生枝数极显著地少于对照。枝条的长度与多·福的处理浓度

也有密切关系( 表2) ,1 .00 ～5 .00 g/ L 9 个浓度处理的插穗枝

条均长比对照的长, 其中1 .00 ～2 .50 g/ L 7 个浓度处理的插

穗枝条均长与对照的差异均极显著, 但10 .00 g/ L 浓度处理

的插穗枝条均长不如对照。

3  讨论与结论

基质环境复杂, 寄居于土壤的病原微生物多, 不同病原

物对药物的敏感性不一样[ 9] 。插穗因剪切受伤抗御病原物

的能力下降 , 多·福属于高效、低毒、广谱、内吸性杀菌混剂 ,

对植物具有保护和治疗作用[ 10 - 11] , 试验结果与文献报道的

一致。低浓度的多·福处理 , 插穗对有效成分的吸收药剂不

足, 插穗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 所以插穗易被某些病原微生物

侵染而腐烂。高浓度的多·福处理, 药剂有效成分过量, 对插

穗会产生药害, 所以处理的浓度过高, 对插穗的成活率及根

和枝叶的生长不利。

  多·福可在植物体内上下运输, 疏通导管和筛管, 并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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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多·福对九重葛插穗枝叶生长的影响

药剂浓度

g/ L

叶数

片/ 穗

新枝数

条/ 穗

枝长

mm
1 .00  31 .00±5 .89 cB 3 .30±0 .67 abcABC  123 .00±10 .76 dD
1 .11 33 .00±5 .54 bcAB 3 .50±0 .71 abABC 126 .00±11 .23 cdCD
1 .25 35 .10±4 .91 abcAB 3 .60±0 .70 aAB 130 .20±9 .73 bcdBCD
1 .43 37 .00±4 .14 abAB 3 .70±0 .67 aAB 135 .00±10 .08 abABC
1 .67 38 .50±3 .72 aA 3 .80±0 .79 aA 140 .00±9 .98 aAB
2 .00 39 .00±4 .32 aA 3 .80±0 .79 aA 141 .60±9 .56 aA
2 .50 35 .60±6 .77 abcAB 3 .60±0 .70 aAB 134 .00±9 .71 abcABC
3 .33 24 .50±6 .95 dC 2 .80±0 .63 cdCD 103 .00±9 .44 eE
5 .00 22 .50±6 .02 dC 2 .50±0 .53 deDE 96 .00±8 .64 efEF

10 .00 21 .30±5 .87 dC 2 .00±0 .67 eE 91 .60±9 .70 fF
0( CK) 23 .50±6 .85 dC 3 .00±0 .67 bcdBCD 94 .10±8 .97 fEF

进体内营养物质的转运, 保证其正常的物质代谢[ 12 - 13] , 插穗

创伤的愈合及生根所需的营养物质因此有所保障。曹仁林

等[ 14] 研究表明, 多菌灵在复杂的基质环境中不稳定。可湿

性粉剂溶液可使有效成分快速地进入插穗体内, 避免了基质

复杂环境因子的影响。吴学宏等[ 15] 报道, 福美双可促进西

瓜幼苗根的生长。试验表明, 在适宜的浓度范围, 随着多·福

浓度的提高插穗的成活率及根和枝叶的生长加快。说明多·

福不仅对植物具有防病治病作用 , 还可改善植物体内的物质

代谢。插穗地上部分枝叶的生长与根的生长呈正相关 , 所以

根生长不良的插穗 , 地上枝叶的生长也表现不良。

试验表明, 一定浓度范围的多·福对九重葛插穗浸泡处

理, 能有效地促进插穗根及枝叶的发育和生长 , 插穗基部腐

烂减少 , 插苗健壮, 成活率提高。说明多·福可湿性粉剂对九

重葛的扦插生根成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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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粒的出现频率为0 .63 % ～2 .94 % 。经矫正卡平方( X2
c) 测

验表明,17 个杂交组合中, 皖麦18/ 安农糯1 、鲁麦22/ 安农

糯1 等12 个组合F2 代的全糯质籽粒出现频率符合1/ 64 的

分离比例 ; 扬麦158/ 安农糯1、郑州9023/ 安农糯1 等5 个组

合不符合上述比例, 说明不同组合的分离比例存在差异。

试验结果表明 , 近3/ 4 组合后代全糯质籽粒的出现频率符

合1/ 64 的理论比例。

3  讨论

普通小麦品种与糯性系杂交组合后代糯性变异材料的

鉴定有多种方法 , 包括 Wx 基因鉴定、Waxy 蛋白电泳鉴定、

单株鉴定和单粒鉴定等。前2 种方法虽然可靠 , 但花费较

大, 耗时较长, 可用于遗传研究或少量高代品系鉴定。对于

杂交育种早期世代的大量材料 , 采用碘染色法对单株或单

粒进行鉴定较为适用。单株和单粒的鉴定结果在理论上是

一致的, 且单粒鉴定的工作量相对较小。

试验鉴定结果表明 ,17 个杂交组合中 , 有12 个组合 F2

代糯性材料的分离比例符合1/ 64 的理论值, 其余5 个组合

分别高于或低于这一比例 , 其原因可能存在于试验材料和

方法上的差异。近3/ 4 组合后代的全糯质籽粒出现频率符

合3 对等位基因F2 代纯合隐性材料的分离比例( 1/ 64) , 说

明小麦糯性变异主要是由主基因控制的, 并可能存在微效

基因修饰。

选择生产上推广的小麦品种与糯性系杂交 , 在后代群

体中鉴定糯性变异材料 , 并通过回交、自交等方式使糯性变

异材料逐渐纯合、稳定 , 同时, 针对其产量及农艺性状进行

筛选 , 对选育性状、性能优良的糯小麦品种( 系) 及生产应用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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