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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钦才 王笑山 鲁国林 王文锋 许传森

摘 要 在 日本落叶松 2 ~ 4 年生母株的萌发态硬枝插穗育苗试验中
,

研究了母株年龄与生

根剂对生根的影响
。

用PLa
、

P L ‘
生根剂对 2

、
3 年生母株硬枝插穗处理生根率达 96

.

7 % 以上
。

当年移植3
.

5万株
,

成活率为 9了
.

1 %
,

苗木生长 良好
。

在原插床上继而扦插半木质化嫩枝插穗和带

新生长梢的硬枝插穗
,

生根率也在90 % 以上
,

有效地解决了 日本落叶松 l a

内 2 次育苗新技术
。

关旅词 日本落叶松
、

硬枝扦插
、

嫩枝扦插

落叶松是重要的优质用材树种
,

在我国有很 大 栽培 面 积
,

其 中 日 本 落 叶松 (L ar ix

ze p , 。zep ‘: (Sie b
.

e t Z u e e
.

) G o rd ) 更有潜力
。

发展落叶松是解 决我国短期木材缺乏的重

大措施
。

当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种子不足
,

遗传改良后的良种更为缺乏
,

高效率无性繁殖技

术巫待解决
。

嫩枝插穗育苗
,

目前 已成为国内外探索热点
,

有关报道文献 工‘一’2 ]较多
。

嫩枝插德

育苗虽然进展迅速
,

但未达生产规模应用水平
。

硬枝插穗育苗报道未见
。

本研究于 19 9 1年探讨

硬枝插穗育苗的可能性
,

使同一个苗床在 l a 内进行 2 次育苗
,

提高苗床利用率和材料繁殖

系数
,

为世行项 目提供更多的日本落叶松良种苗
。

1 材料及方法

1
。

1 材料处理
1 9 9 1年 6 月初

,

采集日本落叶松 2 年生母株上 1 年生萌发硬枝条(下称萌 发 态 硬 枝 )播

穗进行探索性试验
。

1 9 9 2年 5 月 8 日
,

取 2 ~ 4
、

7 年生日本落叶松萌发态硬枝
,

剪成 9 ~

12 c m 枝条为插穗
,

再用配制的 PL 系列生根剂浸泡(每处理1 0 00 一 4 0 00 株
,

扦插 5 万株 )
,

清水处理作对照
。

分期调查
,

随机抽样
,

重复 3 一 4 次
,

记载生根率
、

每个插穗生根数和最

长根长度
。

7 月初移植于自动间歇微喷灌圃地上
。

30 d 和60 d
,

随机抽样调查成活率及生长情况
。

所得数据应用方差分析
,

成活率进行反正弦函数换算
。

1
.

2 扦插和插床管理

1
.

2
.

1 擂床设计及扦擂 根据喷雾装置要求
,

相应建成直径 13 m 高50 c m 的圆形插床
,

周边

1 9 92一 1 1一0 4 收稿
。

黄钦才副研究员
,

王笑山 (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1。。。9 1 ) ; 鲁国林
,

主文锋 (辽 宁省 宽 旬县

林业局 ) ; 许传森(吉林市铁路一中)
。

* 寇金堂
、

霍忠秀
、

王大英
、

沙德 纯参加部分工作
。

本研究属世行货款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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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新生协助资料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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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石头与水泥砌成
,

床底层铺2 0 c m 煤渣
,

中层铺 1 0 c m 小石子
,

表层铺 2 0 c m 纯净粗河沙
,

作

为插穗基质
。

用水井或3 m 高水塔供水
。

选择粗壮而无病虫害的插穗进行扦插育苗
,

插 植苗

密度为 1 00 0 株/ m
“。

1
.

2
.

2 擂床管理

(1) 防病灭菌 插后当天傍晚喷5 00 倍 多菌灵或 80 0倍百菌清
,

此后每10 d 喷 1 次
,

液量

1 k g / m
Z 。

(2 ) 养分补充 插后Z o d
,

用0
.

3 % K H
Z
PO

喷 1 次
,

液量。
.

5 k g / m
“。

(3) 水分管理 插后启用自动间歇喷雾

系统
,

水分管理见表 1
。

1
.

3 苗木移植及苗床管理

1
.

3
.

1 整地作床 春季整 地 施入厩 肥 () 氏

肥 )作床(高 1 2
一

s e m
,

宽0
.

7一 1
.

2 m
,

长

3 O m )
,

分为
:

一般施肥床(J氏肥 1 5 k g / m
Z
)
、

和0
.

2 %尿素混合液喷施叶面
,

以后每 7 d

裹 1 自动间歇喷拐水分管理

插后时间 喷雾间歇时间 (m in )

( d )

每 次喷雾

旋转周数 7 ~ 9 时 1 0 ~ 16 时

1 ~ 2 0

2 1 ~ 4 0

4 1 ~ 6 0

6 1 以后

5 ~ 7

1 0 ~ 15

2 0 ~ 3 0

4 0 ~ 6 0

2 ~ 3

4 ~ 5

6 ~ 7

1 0~ 1 5

17 ~ 2 0 时

5 ~ 7

1 0 ~ 15

2 0 ~ 30

4 0 ~ 6 0

加量施肥床 ( 2 倍底肥 )
、

覆河沙施肥床 (底肥床面上覆 3 c m 河沙 )
。

1
.

3
.

2 苗木分级 1 级苗—
根系发育完整

,
2 级根形成

, 2 级苗一一根系发育较好
,

多为

1 级根 ; 3 级苗—愈伤组织形成
,

无可见根
。

1
.

3
.

3 移植 苗密度 1 级苗株行距为 10 c m x s c m
, 2 、 3 级苗适当密植

。

1
。

3
.

4 水分管理 移植后每天在10 ~ 1G 时
,

自动间歇微喷灌
,

每 15 m in 喷灌 1 次
,

每次喷

水约 1 m in
。

连续管理20 d
,

以后转入常规管理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同麟母株不同擂旅期的生根能力

1 9 9 2年 5 月 8 日第 1 次扦插时
,

硬枝插穗处于萌发期
; 7 月 6 日第 2 次扦插时

,

硬枝插

穗处于生
一

民期
,

两者相隔58 d
。

尽管其生理状态不同
,

但插穗生根率都达90 %以上 (见表 2 )
,

表明萌发态硬枝插穗
,

适宜的生根时间较 长
,

受季节形响不大
,

有利于育苗
。

对北方高寒地

区更加有利
,

可以适当提早扦插
,

利于根系发育
,

提高越冬能力
。

表 2 2 助母株扭称分期扦I. 生根率

扦 插 11 期 插后天数 调丧 株数 生 根 率 生 根 数 址 长 根
浮

匕 札乏剂
(年一)」一 11 ) ( d ) (株 ) (% ) (条 ) (e m )

1 9 9 2一 0 5一 0 8

1 9 9 2一 0 7一0 6

PI 4

I
〕
L 4

5 5 3 0

5 8 8 0

96
.

6 7

9 1
.

2 5

17
.

7 7

9
.

1 1

4 2 3

5
.

1 1

2
.

2 母株年龄对插称生根的形晌

嫩枝插穗随着年龄增长
,

生根率急剧下降
L‘3一

川
,

这与萌发态硬枝插穗的结果相一致
。

2 年

生母株
,

插后34 d
,

生根率4 6
.

7 % , 55 d 达93
.

3 %
。

而 3
、

4 年生母株
,

55 d 生根率尽为4。
。

o %

和 6
.

7 %
。



1 期 黄钦才等
:
日本落叶松硬枝插穆育苗技术

从方差分析看
,

树龄间的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

母株 7 年生时
,

生根率急剧下降(表 3 )
。

由此看来
,

采用幼龄母株插穗方可获得良好效果
。

2
.

3 生根荆对插稼根系发育的影晌

日本落叶松属生根困难树种
,

但在全光照自动间歇喷雾下
, 2 ~ 4 年生母株萌发态硬枝

插穗
,

不辅加任何生长激素
,

生根率可达4 3
.

0 %~ 6 3
.

3 % (表 3 )
,

表明萌发态硬枝具有一定

的生根基础
。

试验用12 种生根剂处理 2 和 3 年生母株插穗
, 6 种生根率达90 % 以上

,

根系发

育良好
。

P L
3 、

PL
‘

的生根速度快
,

生根率高(96
.

7 %一 10 0 % )
,

爆发性生出大量根系
,

尤以

PL
‘

最好
。

处理后的插穗平均生根数达 17
.

8条
。

使用生根剂处理的插穗发根量大
,

苗木偏 根

率低
,

有利于移植成活和苗木生长
。

表 3 生根荆对不同年龄母株硬技擂拍生根的影晌 (调查 日期
: 1 9 9 2一。8一。幻

母株年龄
2 年生¹ 3 年生 4 年生 7 年生

最长根cm生条致根生率根%最长根cm生数根条生根率%最长根Cm生根数条生根率%生
生 根 剂 坚

二于‘

( %

生 最
根 长
数 根
条 ) ( e m )

P L z 7 6
‘

6 7 7
,

0 3 1
.

8 4 8 0
.

0 0 3
.

5 0 2
.

1 8 7 3
.

3 3 4
.

4 0 3
.

1 3

P L : 9 6
.

6 7 1 0
.

5 7 3
.

3 5 9 6
.

6 7 4
.

9 3 3
.

4 9 7 0
.

0 0 3
.

4 7 1
.

7 7

P L : 1 0 0 1 2
.

1 0 4
.

2 1 1 0 0 6
.

0 0 3
.

1 5

P L . 9 6
.

6 7 1 7
.

7 7 4
.

2 3 9 6
.

6 7 7
.

7 0 3
.

7 4

C K 5 0
.

0 0 1
.

7 7 1
.

7 5 8 3
.

3 3 1
.

9 7 1
.

8 3 4 3
.

0 0 2
.

8 7 3
.

1 1

P L s 9 0
.

0 0 1 0
.

5 3 3
.

1 3 5 3
.

3 3 5
.

5 7 3
.

5 3

P L 6 9 3
.

0 0 9
.

8 7 2
.

8 3 7 3
.

3 3 4
.

7 0 5
.

6 2 8 3
.

3 3 5
.

0 0 3
.

3 8 16
.

6 7 2
.

4 0 3
.

8 0

P L 7 7 6
.

6 7 8
.

0 7 2
.

2 6 9 0
.

0 0 3
.

7 7 3
.

7 7

P L a 3 3
.

3 3 1
.

0 3 0
.

5 2 8 0
.

0 0 4
.

13 3
.

6 0 6 6
.

6 7

P L o 9 0
.

0 0 9
.

3 7 3
.

1 0 8 3
.

3 3 4
.

37 2
.

8 0

P L i o 7 3
.

3 3 7
.

6 7 2
.

4 0 7 0
.

0 0 3
.

2 7 2
.

6 8

P L 一1 1 3
.

3 3 0
.

4 7 0
.

1 8 9 0
.

0 0 3
.

10 2
.

1 3 46
.

6 7 1
.

6 7 1
.

9 3

P L z : 9 3
.

3 3 3
.

19 3
.

4 0 8 6
.

6 7 2
.

7 7 2
.

9 2

¹ 2 年生者 7 月 3 日调查
。

2 . 4 插粗根系对移植苗成活的影晌

2 . 4 。 1 插穗生根与生长基质关 系 插后55 d
,

将 1 级生根苗移植于 3 种基质上
,

30 d 后苗木

成活率都在95 % 以上 (表 4 ) ,

表明移植苗的成活与生长基质无关
。

表 4 2 龄母株硬枝摘扭苗换床30 d 后成活率( % )

处 理
生 长 基 质

—
平 均

工 亚 l 万

床面盖沙 (底肥 + 盖沙 ) 1 0 0 匀5 9 0 1 0 0 9 6
.

2 5

加倍施肥 ( 2 倍底肥 ) 9 5 1 0 0 1 0 0 8 5 9 5
.

0 0

一般施肥 (底肥 ) 9 5 1 0 0 1 0 0 1 0 0 9 8
.

7 5

2 . 4 . 2 插穗根系发育对移植成活的影响 移植30 d 后
, 1 级苗成活率高达 97

.

73 % ; 2 级苗适

应能力较差
,

成活率 ( 9 2 .

0 % )较低 ; 3 级苗大量死亡
,

成活率仅36
. 5 %

。

2 .

4
. 3 移植苗生长情况 移植60 d 后

,

分别调查各基质上苗木发育状况
,

每次重复取样10 株
,

原插床上的插穗生根苗为对照
,

结果列入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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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5 2 龄母株硬技抽扦苗移桩后的生长t (调查 日期
: 1 9 9 2一0 9一 0 4 )

苗 鲜 重 (g ) 很 鲜 皿 ( g )
处 理

一�几J0qU,1 J孟暇�口‘1‘,二
.
.

⋯
内J工匀介bZn‘留床 1 级苗

一般施肥 1 级苗

加倍施 肥 1 级苗

未咬灌困地 2 级苗

一般施 肥 2 级苗

兀 III

2 2
.

5 2 2
.

3

2 4
.

0 2 1
.

5

3 0
.

3 3 4
.

9

1 7
.

1 1 8
。

l

1 7
.

2 1 2
.

5

万

2 1
.

5

2 0
.

0

2 7
.

5

17
.

4

1 5
.

4

平均 I 万 平均

:
.

:
: ;

:
.

:
:⋯:

2
.

4

5
.

4

6
.

1

2
.

4

2
.

0

2
.

9

4
,

5

6
.

8

2
,

0

2
.

0

勺Jl�JnnU00月J一b伪U月咭UO
..

⋯
,孟,目心卫二,通月, ,�n‘的J

‘.1,l

��b,1介JO
月,

L�一�“�互曰,1tl月,工一知刽了U卜

从表 5 看到
,

加倍施肥的 1 级苗
,

移植60 d 后
,

生长量最大
,

单株苗重达 3
.

1 9 ,

鲜根

重达。
.

62 9 , 一般施肥 1 级苗次之
。

加倍施肥 l 级苗株重和鲜根 重 分 别 比 留床 1 级 苗大

42
.

6 %和 96
.

8 % ; 比一般施肥 1 级苗大 31
.

9 %和 1 1
.

0 %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处理间差异达

极显著水平 (表 6 )
。

可见
,

移植时施足底肥
,

对扦插苗根系的生长十分重要
。

所以适时移植

有利苗木生长
,

提高苗木质量
。

衰 6 2 龄母株硬枝扦扭移位苗 3 性状方理分析

苗 鲜 垂

几了S

( g ) 根 鲜 重

几了S

( g ) 根鲜重/ 苗鲜重 ( % )

F 住i

3 7
.

3 0

0
.

7 9

F 位 d f M S

4 9 1
.

5 7

3 4
.

0 9

1 2 6
.

0 3

F 位

状日性变

处 理 例

重 复 倒

误 又扭

4

3

12

15 2
.

5 2

3
.

2 5

4
.

0 9

4

3

12

1 5
.

1 1

0 2 5

0 3 3

4 5
.

6 7

0
.

7 7

15
.

1 9二

0
.

6 8

* * F ( 0
.

0 1) 差异水平
。

3 结语与讨论

日本落叶松属难生根树种
。

本研究采用日本落叶松处于萌发态硬枝作插穗
,

经过生根剂

处理后
,

扦插在喷雾环境中
,

获得了良好的生根效果
,

解决了 l a 内 1 个插苗床 2 次育苗新

技术
。

日本落叶松萌发态硬枝插穗较易生根
,

可能与树体内活性物质在
,

毖冬过程中发生一系

列变化有关
。

一般认为
,

半木质化嫩枝插穗
,

在雾状环境中继续进行光合作用
,

制造有机物

质
,

促进生根
。

而萌发态硬枝
,

也具有绿叶
,

也有光合作用功能
,

也能生根
。

关于其生根机理
,

有待深入探讨
。

随着母株年龄的增加会使其插穗生根能力下降
,

_

}
_

L对苗木定植以后的生长会

有何影响也值得探讨
。

本研究仍在继续观测
, )平将为生产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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