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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绞股蓝( Gynostemma p entaphy llum ( T hunb. ) M akino )属葫芦科( Cucurbitaceae) ,作为一

种新兴的营养保健药用经济植物已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人工栽培利用绞股蓝将成为其资源

开发利用的新途径,开展绞股蓝繁殖特性研究, 掌握其繁殖规律,为人工栽培绞股蓝提供有效

的繁殖技术。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种子繁殖用种,采自人工栽培的绞股蓝,选择成熟饱满的种子。扦插繁殖的插穗为人工栽

培的生长旺盛的绞股蓝藤茎,并剪成 2～4个节,长约 10～25 cm 的小段, 且基部叶子剪去, 仅

留顶端 1～2片叶子。

1. 2　试验方法

种子繁殖的播种地为温室内育苗床,基质为土砂( 3∶1)混合而成,条播。扦插繁殖扦插床

为砂床,扦插角度 30～50°, 深5～20 cm, 裸露 1～2个节。播种和扦插株行距约为 5～10 cm 左

右,完全或非完全随机区组设计。试验分析利用方差分析方法, 观测数据的百分数用 X ij’=

arcsin X ij转换后再进行方差分析。

定期观测种子发芽率、插穗生根成苗能力及幼苗生长情况等, 分析并比较不同繁殖方式的

育苗效果及对幼苗生长的影响, 试验过程淋水保持苗床湿润。

2　试验结果分析

2. 1　种子繁殖试验

2. 1. 1　种子发芽特性　绞股蓝种子的发芽

能力决定于自身的遗传特性, 还受环境因素

的影响[ 2]。

2. 1. 1. 1　不同种(或类型)的绞股蓝种子发

芽试验　采用 4个种(或类型)播种 50 d后

表 1　不同种(或类型)的种子发芽试验[ 1] (单位: % )

种(或类型) Ⅰ Ⅱ Ⅲ Ⅳ 平均 F 值 F0. 05

毛绞股蓝 86 75 82 79 80. 5

绞股蓝粗梗类型 95 96 92 65 87 5. 81 3. 49

绞股蓝石山类型 92 85 85 66 82

绞股蓝栽培类型 71 81 79 58 72. 3

　　 Gy nostemma p ubescens ( Gagnep. ) C .Y. Wu

观测表明(见表 1) , 种子发芽率一般为 60%～80%, 绞股蓝粗梗类型的种子发芽率达 87%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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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类型只有 72. 3%,两者相差达 14个百分点以上,可见不同种(或类型)的绞股蓝其种子有

不同的发芽能力, 差异较为显著。

2. 1. 1. 2　种子发芽过程　绞股蓝播种后约

20 d 萌发出芽, 出土后很快生长第一片真

叶,到第 30天,栽培类型已有半数发芽,到第

45天发芽率达 90%以上,基本上全部发芽。

可见绞股蓝种子较为容易发芽, 发芽期短(见

表 2)。

2. 1. 2　实生幼苗生长特性　种子萌芽出土

后很快生出真叶, 随后幼苗不断抽节生出新

叶而逐渐长大,不同种(或类型)绞股蓝实生

幼苗生长是有明显差异的(见表 3) , 在播种

后 45 d,绞股蓝栽培类型实生幼苗生长旺盛,

表 2　 种子播种后发芽过程 (单位: % )

天数( d) 19 30 38 45

发芽率( % ) 2 50 48. 7 91. 3

表 3　幼苗生长过程

生长
时间
( d)

绞股蓝栽培类型 绞股蓝粗梗类型

平均苗
高( cm )

平均根
长( cm )

平均抽
节(节)

平均苗
高( cm)

平均根
长( cm)

平均抽
节(节)

32 1. 4 — 1. 7 1. 3 — 1. 3

39 3. 0 — 2. 6 1. 7 — 1. 3

45 5. 1 3. 9 2. 9 2. 5 2. 6 1. 4

枝叶发达,苗高约 5 cm, 生长 2～6个节间;而粗梗类型的实生幼苗则长势一般, 生长慢,苗高

约 2. 5 cm,只生 1～2个节间。进一步试验表明(表4) ,不同种(或类型)的幼苗生长存在显著差

异。栽培类型的幼苗生长较快, 平均苗高 12. 9 cm,而生长慢的粗梗类型其幼苗平均高仅 4. 2

cm ,两者相差 8. 7 cm ,此外根生长也存在一定差异,但并不十分明显。可见幼苗生长差异主要

表现在地上部分即苗高生长上。

表 4　 实生苗生长试验 (单位: cm)　　

种(类型)
苗　　　　高 根　　　　长

Ⅰ Ⅱ Ⅲ Ⅳ 平均 F值 Ⅰ Ⅱ Ⅲ Ⅳ 平均 F值

石山类型 16. 6 9. 5 6. 5 6. 1 7. 9 9. 9 10. 9 10. 5 8. 1 9. 9

栽培类型 14. 1 18. 0 10. 2 9. 4 12. 9 5. 99 13. 0 11. 1 10. 1 9. 8 11. 0 3. 55

粗梗类型 3. 8 3. 3 6. 0 3. 5 4. 2 11. 6 8. 4 9. 5 8. 5 9. 5

毛绞股蓝 9. 3 11. 8 3. 9 4. 6 7. 4 9. 0 7. 3 8. 2 8. 0 8. 1

　　注: F0. 05( 3, 12) = 3. 49;　F0. 01( 3, 12) = 5. 95。

2. 2　藤蔓扦插繁殖

绞股蓝为草质藤本植物,纤细而长且具较强的分枝能力,藤茎四处蔓延生长,在潮湿条件

下与土壤接触时,茎节上易发生不定根, 不定根生长后可与主根一样发达,为植株提供水分和

养分。因此除了种子繁殖外大量利用藤蔓扦插也是绞股蓝繁殖的有效途径。

2. 2. 1　藤蔓扦插试验

2. 2. 1. 1　扦插条件　插穗在不同的环境条

件下(表 5) , 生根率差异极为显著, 露天泥床

与荫棚砂床扦插, 两者平均差高达 21个百分

点,可见不同的环境条件插穗生根率是不同

的。荫湿环境及疏松基质有利于插穗成活生

表 5　不同扦插条件对插穗生根影响

环境条件
生根率
( % )

平均成活率
( %)

F值 F0. 05

荫棚砂床 81　82　83 82 30. 51 4. 07

自然林下 73　76　79 76

荫棚泥地 77　78　79 78

露天泥地 61　66　56 61

根。从插穗含水率测定
[ 1]
可知(见表 6) ,不同种(或类型)的绞股蓝插穗含水率均在 87%以上,

相差不大,根及新生茎含水率更高,在 90%以上。插穗能否成活,条件之一是插穗含水率是否

能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在裸露环境下,插穗水分损失大而降低生根率。当然扦插基质不同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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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率也有所不同,砂床和泥床生根率相差不到 6%, 显然荫湿环境对插穗生根起主要作用, 而

疏松透气的基质对插穗生根只起促进作用,可见绞股蓝扦插床环境最好荫湿,基质要疏松。

表 6　 扦插苗各部位含水率 (单位: % )　　

种　(　类　型　) 根 新生茎 插穗 平均

广西绞股蓝( G. guangx iense X.X. Chen et D. h. Qin , sp. nov. ) 94. 8 92. 3 88. 4 91. 8

扁果绞股蓝( G. camp r essum X. X. Chen et D. h. Qin , sp. nov. ) 93. 7 91. 3 89. 5 91. 5

绞股蓝( G . p entap hy llum ( Thu nb. ) Mak ino) 94. 0 88. 5 83. 6 88. 7

平均 94. 2 90. 7 87. 2

　　注:含水率( % ) = (鲜重- 干重) /鲜重×100%。

2. 2. 1. 2　不同部位的藤蔓扦插试验　绞股蓝藤蔓可分为老茎、中茎和嫩茎 3种插穗,扦插试

验结果(见表 7)表明, 3 种插穗根量生长差异不显著, 显然是绞股蓝属浅根性所决定的,生根

率、成活率、成苗率、芽长度等差异较显著,综合这 4个指标可得最佳插穗部位是中茎,其次是

嫩茎,老茎较差。进一步进行显著性多重比较也得到同样结论。
表 7　不同部位的藤蔓扦插试验

部位
成活率

( % )

生根率

( % )

成苗率

( % )

芽长度

( cm)

主根数量

(条)

主根长度

( cm)

　　　老茎 99. 27 95. 1 21. 3 0. 115 3. 485 2. 12

　　　中茎 99. 03 91. 4 54. 1 0. 47 4. 571 2. 23

　　　嫩茎 85. 38 77. 4 52. 2 0. 38 3. 63 1. 75

　　　F值 33. 62 9. 13 30. 5 7. 38 1. 92 2. 83

　　　F0. 05 3. 68 3. 68 3. 68 3. 24 3. 24 3. 24

　　 茎已木质纤维化,叶已部分脱落; 茎深绿色,为老茎与嫩茎之间部分; 新生幼嫩部分。

2. 2. 1. 3　不同种扦插试验　不同种(或类

型)扦插结果表明(见表 8) , 不同种(或类型)

间扦插, 都有较高的成活率,且成活率、根及

新生茎的生长差异均不显著,显然不同种(或

类型)其扦插生根特性是一致的。

2. 2. 1. 4　不同时间扦插试验　纵观一年度

表 8　不同种(或类型)扦插试验

项　目 石山类型 栽培类型 毛绞股蓝

成活率( % ) 96 77. 9 81. 5

平均根长( cm ) 6. 3 6. 8 8. 4

平均新茎长( cm ) 6. 3 6. 95 8. 65

　　 扦插后 48 d检查; 扦插后 58 d 检查。

中不同时间的扦插试验(表 9) ,结果表明:不同季节扦插其生根率虽有不同,但多在 80%以上,

成苗可达 75%以上,扦插天数越多,成苗越多,成活的都能成苗,可见一年四季绞股蓝都可以

扦插。

表 9　不同时间扦插试验结果

日期(月—日) 01—21 02—16 02- 21 03- 16 06- 7 09- 20 10- 20 11- 01 12- 20 12- 31

扦插天数( d) 24 28 16 15 14 16 12 80 24 48

成活率( % ) 85. 9 91. 2 94. 8 94. 5 82. 0 80. 2 92. 0 97. 0 86. 4 96. 1

生根率( % ) 66. 9 81. 3 80. 6 86. 4 81. 2 76. 8 90. 0 97. 0 80. 0 96. 1

2. 2. 2　扦插生根规律　扦插 5 d后每天检查生根情况,结果见表 10。扦插后第 6天生根率为

22. 6% ,至第 10天增加到 74. 4%, 平均每天有 10%插穗生根,若按此速度反推算,扦插第 4天

就开始生根了,可见绞股蓝极易生根。到第 14天生根率达 92. 1% ,基本上全部生根,第 15天

后几乎保持稳定约在 94%～95%之间。即扦插半个月后插穗基本全部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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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插穗生根调查

扦插后天数( d)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生根率( % ) 22. 6 42. 1 55. 6 65. 2 74. 4 75. 0 81. 2 86. 5 92. 1 94. 3 93. 6 94. 4 96. 7 90. 5

抽芽率( % ) 51. 2 39. 3 46. 5 39. 0 41. 0 32. 6 41. 1 46. 5 47. 6 55. 1 49. 5 50. 6 61. 7 50. 5

成苗率( % ) 15. 5 14. 5 22. 6 25. 0 36. 1 25. 4 34. 5 42. 4 46. 0 54. 6 49. 0 50. 0 61. 7 50. 5

死亡率( % ) 0 2. 1 2. 6 6. 1 4. 9 5. 9 3. 5 3. 7 3. 7 3. 1 5. 9 3. 8 3. 3 8. 4

剪口根量( cm) 0 0. 06 0 0. 21 0 0. 66 0. 10 1. 13 1. 26 1. 73 8. 90 1. 18 8. 15 3. 60

主根根量( cm) 0. 88 1. 78 2. 54 2. 41 5. 75 8. 73 7. 23 8. 60 13. 07 17. 49 15. 93 19. 14 19. 74 23. 90

侧根根量( cm) 0. 03 0. 20 0. 15 0. 08 0. 12 0. 89 4. 50 6. 70 6. 68 19. 40 10. 30 32. 80 26. 20 27. 50

　　一般扦插 1周后才出现插穗枯黄(腐烂)死亡现象, 第 7天死亡率只有 2. 1%, 死亡程度较

轻,此后死亡率缓慢增加, 至第 9天开始基本保持稳定, 死亡率在 6%左右。显然一般情况下,

扦插到第 9天后插穗基本能成活。插穗生根并抽新芽才算成苗, 扦插 6 d 成苗率只有 15. 5%,

占生根数的 68. 6%。随后成苗率每天约增加 3%～10% ,跳跃性大, 至 12 d后,成苗率每天约

增加 3%～5% ,变化平稳。扦插 18 d后,成苗率达61. 7%。进一步试验,扦插25 d后成苗率高

达 84%～96%。可见扦插 25 d 后插穗基本全部成苗出圃。

扦插苗的根主要为茎节发生的不定根,占插穗总根量 75% ,而剪口生出的根较少, 最多占

插穗总根量的 25%左右,茎节根多较发达。可见茎节形成不定根占重要位置。

插穗芽的萌动大多数比根形成早,或芽、根同时萌动,少数芽是在根形成并提供养份后才

萌动的。从表 10看出,扦插 6 d时抽芽率达 51. 2% ,而生根率只有 22. 6% ,成苗 15. 5%,即有

35%插穗芽萌动较根萌动要早。6～17 d 抽芽率增加不多, 约 0. 4%,可见抽芽处于停滞阶段,

而生根率迅速上升, 至 17 d后,插穗全部生根, 此时成苗达 61. 7%, 抽芽率也为 61. 7% ,可见

能生根的都能成苗。

3　小　　结

　　( 1)绞股蓝可采用种子繁殖和藤蔓扦插繁殖。种子播后约15 d 开始萌发,发芽期约 20～30

d或更长,发芽率最高达 95%, 一般为 60%～80%。出土后很快长出真叶, 5～10 d 幼苗高约 5

cm ,根长 4 cm, 需苗床培育 5～15 d,一般发芽 45～50 d出圃种植。

( 2)绞股蓝一年四季都可以扦插,藤蔓扦插 4 d后萌生不定根, 以茎节处为多,占总根量

75%以上。扦插生根率一般在80%以上。扦插 20～25 d,新生茎长达 12 cm ,根长8cm, 一般 25

d可出圃种植。扦插繁殖方法简单易行, 成活率高、出圃快,是大量繁殖绞股蓝的最有效途径,

且扦插苗生长优于实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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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 on the Propagation Technique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Feng Changl in 　 H uang J in 　L u H uaij ia 　L i J idong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 ith the propagat ion of seeds and vine stem cutt ings of Gy-

nostemma pentaphyl lum to g et a gener al idea of the effects of dif ferent propagation techniques

on its propagation and g row 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rout ing abil ity of the seeds var-

ied, how ever , the survival and ro ot ing rate of the cut t ing s is basically the same among the

dif ferent species( kinds) of G. p entaphy llum. T he cutt ings can generally be taken out fr om

nurser y for plant ing in 25 days, but the seedlings have to g row in the nurser y for a period o f

45～50 days, somet imes even longer . So it′s favorable to use cut tings rather than seedling s.

　　Key words　Gynostemma p entap hy llum, seed propagat ion, cutt ing propagat ion

　　Feng C han glin, Engin eer , Huang J in, L u Huaijia, Li Jidong ( T he Ex perim ental Cent re of T ropical Forest ry, CAF 　

Pingxiang, Guangxi 　532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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