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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苍子扦插繁殖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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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根粉、枝条、基质、扦插时间等不同因子对山苍子扦插繁殖的影响ꎬ结果表明:在山苍子扦插繁殖中ꎬ
以黄心土为基质＋基部半木质化萌条为插条＋浓度为 １００ ｍｇ / Ｌ 的萘乙酸浸泡 ０.５ｈ＋春末夏初(５ 月)扦插等扦插组

合技术为最好ꎬ扦插成活率最高ꎬ达 ７６％.表 ５ꎬ参 ４.
关键词:山苍子ꎻ无性繁殖ꎻ扦插繁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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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苍子(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又名木姜子、山鸡椒、花
椒ꎬ樟科木姜子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ꎬ是中国主要

经济和香料树种之一[１]ꎬ其花、叶、果可蒸馏提取山

苍子油ꎬ主要成份为柠檬醛ꎬ是配制香精、香料和合

成维生素 Ａ、Ｅ 的主要原料[２] .山苍子喜光ꎬ萌芽性

强ꎬ适应性广ꎬ耐瘠薄[３]ꎬ适生于上层深厚、排水良

好的酸性红壤、黄壤以及山地棕壤ꎻ发展山苍子是

中国特色林业产业之一ꎬ全国 ９０％的资源在中国ꎬ
年山苍子精油产量在 ２ ０００ ｔ 以上ꎬ而全国 ２ / ３ 以上

的山苍子资源分布于湖南省ꎬ面积及产量在全国均

占绝对优势.苗木主要用插条繁殖或种子繁殖.种子

繁殖相对简单ꎬ而无性系繁殖较困难ꎬ但能够保持

母株优良遗传性状[４]ꎬ产量高ꎬ比实生林提高 ３０％
以上.目前山苍子无性繁殖成活率低ꎬ该项研究旨在

解决山苍子扦插繁殖困难的难题ꎬ为山苍子的大规

模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

１　 试验地基本概况

试验在衡阳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试验林场苗圃

内(东经 １１２.３６、北纬 ２６.５４)进行.试验林场地处湘

江中游低山丘陵地带ꎬ最高海拔 １１０ ｍꎬ最低海拔

７０ ｍꎬ相对高差 ４０ ｍꎬ地势较为平坦.地处中亚热带

季风湿润气候区ꎬ气候温和ꎬ雨量充沛ꎬ热量充足ꎬ
无霜期长ꎬ四季分明ꎬ年平均气温 １８.５ ℃ꎬ年极端最

高温度 ３９.９ ℃ꎬ年极端最低气温－５.９ ℃ꎬ年平均降

雨量在 １３６８.４ ｍｍꎬ且多集中在春夏两季.土壤湿润

肥沃 呈酸性ꎬｐＨ 值 ５.７~６.０.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试验设计

　 　 试验均采用简单对比设计.
２.１.１　 不同生根粉、生根粉浓度、浸泡时间对山苍

子扦插成活率的影响

试验采用 Ｌ９ (３４)正交设计(见表 １)ꎬ每个处理

３０ 根插条ꎬ重复 ３ 次.
２.１.２　 不同枝条对山苍子扦插的影响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ꎬ不同枝条分为三个

处理:
１)基部半木质化萌条ꎻ
２)干部半木质化枝条ꎻ
３)已木质化枝条ꎬ每个处理 ３０ 根插条ꎬ重复

３ 次.
２.１.３　 不同基质对山苍子扦插的影响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ꎬ不同基质分为 ４ 个



处理:
１)河沙(９０ 根)ꎻ
２)白沙土(９０ 根)ꎻ
３)黄心土(９０ 根)ꎻ
４)河沙＋白沙土＋黄心土(１ ∶ １ ∶ １)的混合基

质ꎬ每个处理 ３０ 根插条ꎬ重复 ３ 次.

表 １　 不同处理正交设计结果表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ｒｔｈｅｇ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处理号 Ａ Ｂ Ｃ 对照组 成活率 / ％
１ １ １ １ １ ５８.９
２ １ ２ ２ ２ ４３.３
３ １ ３ ３ ３ ３２.２
４ ２ １ ２ ３ ２０.０
５ ２ ２ ３ １ １３.３
６ ２ ３ １ ２ １０.０
７ ３ １ ３ ２ ５３.３
８ ３ ２ １ ３ ７０.０
９ ３ ３ ２ １ ２７.８
ｋ１ ４４.８ ４４.１ ４６.３ ３３.３
ｋ２ １４.４ ４２.２ ３０.４ ３５.５
ｋ３ ５０.３ ２３.３ ３２.９ ４０.７

极差 Ｒ ３５.９ ２０.８ １５.９ ７.４
　 　 注:Ａ(不同生根粉):１ 为 ＡＢＴ１(１ 号生根粉ꎬ用醇溶剂溶解)ꎻ２
为 ＩＢＡ(吲哚丁酸)ꎻ３ 为 ＮＡＡ(萘乙酸)ꎻＢ (不同浓度):１ 为 ５０
ｍｇ / Ｌꎻ２ 为 １００ ｍｇ / Ｌꎻ３ 为 ２００ ｍｇ / ＬꎻＣ(不同浸泡时间):１ 为 ０.５ ｈꎻ２
为 １ ｈꎻ３ 为 ３ ｈ.

２.１.４　 不同扦插时间对比试验

采用简单对比设计.不同扦插时间分为 ３ 个处

理:１)春末夏初(５ 月)ꎻ２)夏季 ６ 月ꎻ３)秋季 ９ 月.基
质均为黄心土ꎬ穗条激素处理采用 ＮＡＡ(萘乙酸)
１００ ｐｐｍ ꎬ浸泡时间为 ０.５ ｈ.

２.２　 试验处理

２.２.１　 扦插基质消毒

　 　 配好的扦插基质整成宽 １.２ ｍ、高 ３０ ｃｍ 的高

床ꎬ用 ７０％甲基托布津 ５００ ｍｇ / Ｌ 或 Ｋ２ＭｎＯ４ 浇透消

毒后覆盖地膜ꎬ在扦插前去除地膜ꎬ翻松基质透气

１ ｄꎬ浇透水后备用.
２.２.２　 穗条处理

采集时间一般在早上的 ７:００ ~ ９:００ 时ꎬ采集时

注意尽量不要弄伤叶片ꎬ以防氧化发黑影响成活ꎬ
每根插条带 ２~３ 个芽ꎬ带 １ ~ ２ 片叶子(嫩枝扦插)
插条长度 ６~ １４ ｃｍꎬ粗度在 ０.３ ~ ０.４ ｃｍꎬ上切口平

切ꎬ下切口斜切ꎬ要求切口平滑.在插条进行生根粉

浸泡前先用 ３％双氧水浸泡基部 ２ ｈꎬ以减少插条内

的抑制生根物质ꎬ浸泡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在用生

根粉溶液浸泡.
２.２.３　 扦插及扦插后管理

按试验设计采集插穗ꎬ扦插前打孔引洞ꎬ插后

压紧基质ꎬ使插穗底端与基质紧密结合ꎬ然后立刻

喷水ꎬ打拱覆膜ꎻ辅以喷水装置ꎬ使之降温ꎬ保持在

１８~ ３０ ℃ 左右ꎬ插后及时消除腐烂株、病叶等ꎬ每
１０ ｄ喷一次托布津或多菌灵杀菌防病.

３　 试验结果

３.１　 不同生根粉、生根粉浓度、浸泡时间对山苍子

扦插的影响

　 　 经方差分析ꎬ生根促进剂的种类对扦插成活率

有极显著影响ꎬ其它因素对试验结果影响不大.Ａ 因

素中 Ａ３ 与 Ａ２ 差异极显著ꎬ其它各水平间差异不显

著.说明 Ａ 因素中 Ａ３ 最优.处理组合以 Ａ３Ｂ２Ｃ１ 即奈

乙酸 １００ ｐｐｍ 浸泡 ０.５ ｈ 为最优组合ꎬ平均成活率达

７０.０％.经多重比较得知ꎬ处理号 ８、１、７ 与 ５、６ 及 ８
与 ３ 差异极显著(Ｐ<０ ０１)ꎬ 处理号 １、７ 与 ３ 及 ８ 与

２、３ 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其中差异极显著的组合多

与萘乙酸和 ＡＢＴ 生根粉处理有密切的关系ꎬ即萘乙

酸促进作用最大ꎬＡＢＴ 生根粉次之ꎬ吲哚丁酸较差

(见表 ２).

表 ２　 不同生根粉、生根粉浓度、浸泡时间处理的

山苍子扦插成活率

Ｔａｂ.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ｄ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ｄｅ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ａ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

处理号
成活率 / ％

重复 １ 重复 ２ 重复 ３ 平均
１ ５３.３ ６３.３ ６０.０ ５８.９
２ ４０.０ ４３.３ ４６.７ ４３.３
３ ３０.０ ３３.３ ３３.３ ３２.２
４ ２３.３ ２０.０ １６.７ ２０.０
５ １０.０ １３.３ １６.７ １３.３
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７ ５６.７ ５３.３ ５０.０ ５３.３
８ ６３.３ ７０.０ ７６.７ ７０.０
９ ２６.７ ３０.０ ２６.７ ２７.８

３.２　 不同枝条对山苍子扦插的影响

根据结果分析ꎬ不同枝条间扦插成活率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ꎬ３ 种不同枝条中以基部半木质化

萌条的成活率最高ꎬ为 ７３.３％ꎬ其次为干部半木质化

枝条ꎬ成活率 ４６.７％ꎬ已木质化枝条成活率最低ꎬ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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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１７.８％(见表 ３).

表 ３　 山苍子不同枝条的扦插成活率

Ｔａｂ.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

处理号
成活率 / ％

重复 １ 重复 ２ 重复 ３ 平均
１ ７０.０ ７３.３ ７６.７ ７３.３
２ ４３.３ ４６.７ ５０.０ ４６.７
３ ２０.０ １６.７ １６.７ １７.８

３.３　 山苍子不同基质处理的扦插成活率

相同的试验药剂及相同的枝条ꎬ河沙、白沙土、
黄心土、混合土的扦插平均成活率分别为 ６０.０％、
６６.７％、７３.３％、７０.０％ꎬ方差分析表明ꎬ４ 种不同基质

间扦插成活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 ０５).黄心土的成

活率最高ꎬ 为 ７３. ３％. 其次为混合土ꎬ 成活率为

７０ ０％(见表 ４).

表 ４　 山苍子不同基质处理的扦插成活率

Ｔａｂ.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ｍａｔｒｉｘ

处理号
成活率 / ％

重复 １ 重复 ２ 重复 ３ 平均

１ ５６.７ ６０.０ ６３.３ ６０.０
２ ６６.７ ６３.３ ７０.０ ６６.７
３ ７６.７ ７３.３ ７０.０ ７３.３
４ ６６.７ ７０.０ ７３.３ ７０.０

３.４　 不同扦插时间对比试验

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季节间扦插成活率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ꎻ以春末夏初(５ 月)扦插成活率最

高ꎬ达 ７３.３％ꎬ夏季 ６ 月次之ꎬ秋插最低.这可能与气

候与枝条有关ꎬ因为山苍子扦插生根困难ꎬ时间比

较长ꎻ春末夏初ꎬ气候较适宜ꎬ温度渐升ꎬ枝条(干
部)半木质化ꎬ有利于根的生成ꎻ秋季气温先高后

低ꎬ且枝条木质化程度高ꎬ不利于生根(见表 ５).

表 ５　 不同扦插时间山苍子的扦插成活率

Ｔａｂ.５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扦插时间
成活率 / ％

重复 １ 重复 ２ 重复 ３ 平均

春末夏初 ７６.７ ７３.３ ７０.０ ７３.３
夏季 ６ 月 ４３.３ ５３.３ ５０.０ ４８.９

秋季 ９ 月初 ３６.７ ３３.３ ３０.０ ３３.３

４　 结论与讨论

１)不同基质间扦插成活率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 ０５).黄心土的成活率最高ꎬ为 ７３.３％.其次为混合

土ꎬ成活率为 ７０.０％.
２)从不同生根、生根粉浓度、浸泡时间的组合

对山苍子扦插的成活率分析ꎬ以生根促进剂以浓度

为 １００ ｍｇ / Ｌ 的萘乙酸浸泡 ０.５ ｈ 处理的扦插成活率

最高达 ７０％. 其原因可能是萘乙酸生根粉能够分解

生根抑制物质.
３)不同枝条间扦插成活率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 ０５).结果表明ꎬ以基部半木质化萌条的成活率最

高. 主要原因是半木质化枝条抗性强ꎬ尽管其细胞

分生能力比未木质化枝条低ꎬ但其抗性比未木质化

枝条高ꎬ具有较强的生态适应性ꎬ故扦插成活率相

对要高些.
４)不同季节间扦插成活率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 ０５)ꎻ以春末夏初 ( ５ 月) 扦插成活率最高ꎬ达

７３ ３％ꎬ夏季 ６ 月次之ꎬ秋插最低ꎬ主要原因是温度

太高容易蒸发ꎬ温度太低不利于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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