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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 ifferent treatment p ropagation of wild p lant Clem atis canescens was tested1 The result of germ ination percentage

was 80% by vernalization treatment1The authors tested the burgeon cutting of the Clem atis canescen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hormones1 On the medium of peat and pearlite in the ratio of 1∶11 The treatment of 200 mg·L
- 1

NAA +

200 mg·L
- 1

IBA was the best for rooting and it was inexpensiv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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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线莲属 (C lem atis L1)植物属毛茛科 (Ranun2
culaceae) ,多为木质或草质藤本 ,少数为直立草本或

灌木 [ 1 ]。铁线莲属在全世界约有 300种 [ 2, 3 ]
,主要分

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温带寒温带也有分布。我

国约 133种 [ 2, 4 ]
,是该属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分

布范围相当广阔。云南约有 70余种及变种 ,是我国

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 [ 2 ]。本属植物的许多原种本身

就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 4 ]。铁线莲属植物宁夏有 9

种 3个变种 ,其中大瓣铁线莲 ( C lem atis m acropeta la

Ledeb1)、芹叶铁线莲 (C lem atis aethusifolia Turcz1)、

黄花铁线莲 ( C lem a tis in trica ta Bunge)、甘青铁线莲

( C lem atis tangu tica ( Maxim1 ) Korsh1 )、绣 球 藤

(C lem atis m ontana Buch12Ham1ex DC)、粗齿铁线莲

( C lem atis argen tilucida ( Lévl1et Vant1 ) W 1 T1

W ang)、短尾铁线莲 (C lem atis brevicauda ta DC1) 7个

种是草质藤本 ; 灌木铁线莲 ( C lem atis fru ticosa

Turcz1)、灰叶铁线莲 (C lem atis canescens ( Turcz 1)W 1
T1 W ang etM1 C1 Chang) 2个种是直立灌木 [ 5 ]。

灰叶铁线莲是一种超旱生直立灌木。除宁夏植

物志记载分布于宁夏贺兰山干旱的向阳山坡外 ,在

宁夏其他地区分布极为罕见。近些年来 ,由于自然

及人为等原因 ,在贺兰山东麓已基本消失。2004年

在宁夏灵武市白芨滩大泉管理站毛乌素沙漠的南缘

偶然发现有自然分布 ,数量很少 ,仅存几株 ,因处于

人烟稀少之处 ,才得以保存。但是偶尔有人、畜危

害 ,如不加紧保护 ,采取有效措施 ,该树种极有可能

在宁夏地区灭绝。据观察该树种自然繁殖能力很

弱。因此自发现以来 ,笔者利用了采种育苗和嫩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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扦插育苗的方法以扩大其种群。为以后进一步研究

和开发利用这一濒危野生植物资源奠定技术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宁夏银川市南 10 km 永宁县境

内 ,该场地地势平坦 ,有一幢日光温室和供发芽

试验的实验室。地理坐标 106°05′E, 38°35′N。

该地区年降水量 200～300 mm ,且多集中在 6～8

月 ,蒸发量为 2 800 ～3 300 mm。年均温 5 ～9

℃,极端最高气温 3913 ℃,极端最低气温 - 3016

℃。早晚霜冻发生频繁 ,晚霜冻多发生于 4月中

旬 —5月初 ,早霜冻则在 9月下旬至 10月上旬 ,

无霜期约 170 d,四季分明 [ 5 ] ,日较差大 ,夏季酷

热、冬季干冷 ,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土壤以

灌淤潮土为主 ,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为 1124 g·

kg
- 1

,土壤 pH值为 718左右。

112　试验材料

11211　种子 　2004年 10月底采自灵武市白芨滩大

泉管理站毛乌素沙漠的南缘野生灰叶铁线莲植株

上 ,种子干燥后保存在 4 ℃的冰箱中。

11212　插条 　不同基质配比试验用插条 2005年 5

月采自温室播种苗。不同激素不同浓度试验用插条

2005年 7月 10日采自灵武市白芨滩大泉管理站毛

乌素沙漠的南缘野生灰叶铁线莲 1年生半木质化枝

条上 ,插条长度 6～10 cm,摘掉 3～4 cm以下处的叶

片 ,只保留上部叶片。

11213　基质 　选用纯沙、草炭、珍珠岩作为本试验

的扦插基质。

11214　激素 　NAA (α2萘乙酸 )、IBA (吲哚 2丁酸 )。

113　试验设计方法 [ 6, 7 ]

11311　种子发芽试验方法

1131111　种子的处理方法 　本试验在 2005年 1月

3日选用 2种处理方法。把在 4 ℃冰箱中保存的干

燥饱满的种子 ,随机抽取 400粒 ,然后又将种子随机

分为两份 ,每份 200粒。其中一份 200粒作层积处

理 ,另一份 200粒不作层积处理在干燥状态下放回

冰箱中继续保存。进行层积处理的 200粒种子 ,先

用 013%的高锰酸钾溶液消毒 30 m in,浸泡于蒸溜水

中一昼夜 ,再把吸水膨胀的种子与湿润的沙子 (沙子

湿度以手握成团 ,不出水 ,松手触之即散开为宜 ,种

子和沙子体积比为 1∶10)混合 ,在潮湿滤纸中包好 ,

放入塑料袋保存在 4 ℃的冰箱中 ,塑料袋中应留有

通气孔 , 15 d后播种。

1131112　发芽试验

(1)室内恒温箱发芽试验。于 2005年 1月 28

日取层积处理和末层积处理的种子各 100粒在实验

室播种。采用完全随机设计 4次重复 ,每次重复 25

粒种子。把种子分别放在用蒸馏水浸湿滤纸的培养

皿中 ,培养皿放入 20～25 ℃的恒温箱中 ,注意随时

保持滤纸的潮湿 ,所用水为蒸馏水 ,以减少种子生霉

长菌的可能性。

(2)营养袋播种。选择河沙与草炭土等体积混

合配制成营养土 ,用 013%的高锰酸钾溶液均匀喷

在营养土上 ,边喷边拌 ,使药水和营养土均匀混合后

塑料薄膜覆盖 3 d。之后 ,打开薄膜透气 3 d再装营

养袋用于播种。取层积处理和未层积处理的种子各

100粒 ,于 2005年 1月 28日在温室内采用完全随机

设计 4次重复 ,每次重复 25个营养袋 ,每个营养袋

点播 1粒种子 ,播后覆土 1 cm。浇透水 ,为保温保湿

搭设小拱棚和配置小型暖风机 ,拱棚内白天温度保

持在 20～25 ℃左右 ,晚上保持在 10～15 ℃;中午温

度高时取下小拱棚上的薄膜。每天根据基质表面的

颜色确定喷水次数 , 15 d后 2月 10日发芽。

11312　扦插试验方法

(1)不同基质对比试验 [ 9 ]。选用 3种不同基质

的配比 (体积 )处理 1:草炭 ∶珍珠岩 = 1 ∶1,处理 2:

草炭 ,处理 3:纯沙。3个重复 ,每个穴盘 ( 50穴 )作

为 1个小区 ,计 9个小区 ,共计 450株 ,采用完全随

机设计 ,每个穴盘基质填到距穴盘口 1 cm处。2005

年 5月 15日进行扦插 , 2005年 7月 2日进行最长

根、发根个数、生根率、根质状况观测统计。

(2)不同浓度不同激素处理的扦插育苗对比试

验 [ 8 ] (表 1)。T1 :配制 400 mg·L
- 1的 NAA500 mL;

T2 :配制 200 mg·L - 1的 NAA + 200 mg·L - 1的

IBA500 mL; T3 :配制 400 mg·L
- 1的 IBA500 mL; T4 :

以蒸馏水 500 mL作为对照。扦插基质以不同基质

扦插育苗对比试验结果为依据 ,选用最佳基质 (草炭

土、珍珠岩 )及最佳配比 (草炭土和珍珠岩体积比为

1 ∶1)。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试验共设 4个处

理 , 3个重复。每个穴盘 ( 50穴 )作为一个小区 ,计

12个小区 ,共计 600株 ,每个穴盘基质填到距穴盘

口 1 cm处。2005年 7月 15日进行扦插 ,扦插后放

于 90%的遮荫网下并搭设塑料薄膜小拱棚保湿 ,相

对湿度保持在 60% ～70% , 3周后 ( 8月 2日开始 )

在每一个处理的 3个小区中分别随机选取 5株 ,即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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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处理选 15株 ,共选 60株。每隔 1 d测量地上部

生长量。2005年 9月 15日进行最长根、发根个数、

生根率、根质及根系分布状况等观测统计。

表 1　供试基质及药剂

处理 基质配比 (体积 ) 药剂及浓度

T1 草炭 ∶珍珠岩 = 1∶1 400 mg·L - 1的 NAA

T2 草炭 ∶珍珠岩 = 1∶1 200 mg·L - 1的 NAA + 200 mg·L - 1的 IBA

T3 草炭 ∶珍珠岩 = 1∶1 400 mg·L - 1的 IBA

T4 草炭 +珍珠岩 清水

2　结果与分析

211　层积处理对灰叶铁线莲种子发芽的影响

21111　层积处理对室内恒温箱播种发芽率的影响

　由表 2可以看出恒温箱播种进行层积处理的种

子发芽率为 63 % ,未经过层积处理的种子发芽率

为 14 %。未经过层积处理的种子 ,发芽所需时间

较长 ;恒温箱中温度保持在 20～25 ℃状态下 ,未

萌发的种子很快长出黑色霉菌 , 发芽率显著

降低。

表 2　层积处理对室内恒温箱播种发芽率的影响

处理 播种数 发芽数 发芽率 /%

层积处理 100 63 63

末层积处理 100 14 14

21112　层积处理对营养袋播种发芽率的影响 　从

表 3可得出 ,营养袋播种层积处理的种子发芽率为

80% ,未经层积处理的种子发芽率为 57%。进行层

积处理的种子发芽率高 ,发芽时间短 ,只需 15 d左

右就可超过 50%。因为进行层积处理能解除种子

的休眠 ,促进种子内含物质的变化 ,帮助种子完成后

熟过程。

表 3　层积处理对营养袋播种发芽率的影响

处理 播种数 发芽数 发芽率 /%

层积处理 100 80 80

末层积处理 100 57 57

　　由表 2、表 3得出 :营养袋播种的发芽率高于恒

温箱播种 ,这可能是由于恒温箱中温度恒定不利于

种子的萌发 ,或是恒温箱中无充足的氧气。

21113　不同基质对灰叶铁线莲扦插生根的影响 [ 9 ]

　从表 4可以看出 ,采用不同基质扦插对发根数、最

长根、生根率均有影响。处理 1 (草炭土 ∶珍珠岩 = 1

∶1)发根数最多 613个 ;处理 2 (草炭土 )发根数 412

个 ;处理 3 (纯沙 )最少 216个。处理 1 最长根达

1154 cm,处理 2、3最长根分别为 1121 cm 和 1124

cm。处理 3 (单一基质纯沙 )、处理 2 (单一基质草

炭 )不利于灰叶铁线莲生根率的提高 ;而复合基质处

理 1 (草炭土 ∶珍珠岩 = 1∶1)生根率较高达 32124%。

表 4　不同基质对发根数、根长及生根率的影响

处理 发根数均值 / (个·株 - 1 ) 最长根均值 / cm 生根率 /%

1 613 1154 32124

2 412 1121 26172

3 216 1124 23134

　　注 :纯沙基质 (处理 3)根嫩 ,易断

212　不同激素不同浓度处理对灰叶铁线莲扦插生

根的影响

21211　不同处理对生根率的影响 　从表 5看出 ,在

1%极显著水平和 5%显著水平下 T2、T3之间无显著

性差异 ; T1与 T4有显著性差异 ;同时 T2、T3与 T1、T4

有显著性差异 ;说明经过激素处理的插条比清水处

理插条有利于生根率的提高。处理 T2、T3更有利于

生根率提高 ;其次为处理 T1 ; T4最差。

表 5　不同处理对发根数、根长及根质的影响

处理 发根数均值 / (个·株 - 1 ) 最长根均值 / cm 生根率 /% 根质状况 根系分布状况

T3 9138aA 2138aA 90106aA 须根较多 ,不易断 不均匀

T2 9129aA 2132aA 89185aA 须根多 ,不易断 均匀

T1 4115bB 1168bB 68138bB 须根多 ,不易断 均匀

T4 114cC 1115cC 30163cC 须根少 ,不易断 不均匀

　　注 :表中数据采用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比较 ,小写字母表示 p < 0105水平 ,大写字母表示 p < 0101水平 ,同一列中不同字母代表差异

显著程度。 (下同 )

21212　不同处理对发根数的影响 　从表 5可以看

出 ,在 1%极显著水平和 5%显著水平下 T2、T3之间

无显著性差异 ; T1与 T4有显著性差异 ;同时 T2、T3与

T1、T4有显著性差异 ;说明经过激素处理的插条比清

水处理插条有利于发根。处理 T2、T3更有利于插穗

发根 ;其次为处理 T1 ; T4最差。

21213　不同处理对根长的影响 　从表 5可以看出 ,

在 1%极显著水平和 5%显著水平下 T2、T3之间无显

著性差异 ; T1与 T4有显著性差异 ;同时 T2、T3与 T1、

T4有显著性差异 ;说明经过激素处理的插条比清水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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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插条有利于根部伸长生长。处理 T2、T3更有利

于根部伸长生长 ;其次为处理 T1 ; T4最差。

21214　不同处理插穗对地上部生长量的影响 　从

表 6可以看出 ,扦插后 22 d (8月 2日 ) , T2、T3株高

生长量明显高于 T1、T4 ,在随后的 13 d中 , T2、T3株

高生长更加明显 ( 8月 14日 )分别达到 9131 cm、

9145 cm;而 T1、T4分别是 6193 cm、6133 cm。尤其

T4几乎不长。

表 6　不同处理插穗的地上部生长量

观测日期

(月 2日 )

地上部生长量 / cm

T1 T2 T3 T4

08202 6128 7101 7105 6126

08204 6131 7145 7142 6128

08206 6136 7159 7160 6130

08208 6142 7183 7185 6130

08210 6146 8132 8134 6131

08212 6185 8175 8179 6131

08214 6193 9131 9145 6133

21215　处理 T2 与处理 T3 的价格比较 　NAA价格

210元 ·g- 1 ,而 IBA价格 20元 ·g- 1 ; IBA的价格是

NAA价格的 10倍 , T2配制 200 mg·L
- 1的 NAA +

200 mg·L
- 1的 IBA500 mL,需要激素费用 212元 ;

而 T3配制 400 mg·L
- 1的 IBA500 mL,需要激素费用

4元 ; T2比 T3激素费用几乎低一倍 ,说明 T2更经济

实惠。

3　结论与讨论

311　结论

(1)从室内恒温箱发芽试验和温室营养袋播种

试验得出 :进行层积处理的种子发芽率高于未层积

处理的种子。层积处理可打破种子休眠 ,促进成熟

和萌发。

(2)采用不同基质扦插育苗试验得出 :扦插基

质采用复合基质 (草炭土 ∶珍珠岩 = 1 ∶1 )生根率

较高。

(3)用 T2和 T3处理插穗 ,能提高生根率 ,并且扦

插苗在根长、发根数、生根率、根质及根系分布等方

面表现均好。

(4)从激素价格比较表看出 : T2更经济实惠。

312　讨论

(1)理论上恒温箱播种种子的发芽率应大于温

室营养袋播种的发芽率 ,但本试验结果正好相反。

可能是因为恒温箱中无充足的氧气 ,也可能是灰叶

铁线莲种子的萌发在变温环境中更适宜 ;据国外资

料 [ 2 ] ,铁线莲种子的萌发温度最好不超过 20 ℃,这

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2)种子繁殖、扦插育苗是灰叶铁线莲资源扩

大繁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种子发芽率、扦

插的生根率不但与以上研究有密切关系 ,还与其温

度和空气相对湿度的控制关系密切。不同环境对种

子发芽、扦插生根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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