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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chn iques o f cutting propagation ofP otentilla f ruticosa was studied. The tender stem cuttings and the

w oody stem cu tt ings w ere treated by d 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 f BBA ( 0 m g∀ kg
- 1

, 10 m g∀ kg
- 1

, 50 m g∀ kg
- 1

,

100 m g∀ kg
- 1

, 200 m g∀ kg
- 1

, 500 m g∀ kg
- 1

) . The resu lts ind icated that the roo ting percen tage o f tender stem

cuttings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10 m g ∀ kg
- 1

BBA w as the h ighest ( 88. 3% ), and that ofw oody stem cutt ings trea

ted by the concentration o f 50 mg∀ kg
- 1

BBA w as the h ighest( 66. 67% ). It also ind icated that the roo ting per

centages of the tender stem cuttingsw 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woody stem cuttings w ith sam e treat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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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露梅 (P otentilla f ruticosa L. )又称为金老梅、

金蜡梅,蔷薇科 ( Rosaceae)委陵菜属 ( Po ten tilla L. )

落叶灌木,因花黄色、似梅而得名
[ 1]
。广泛分布于北

温带地区,亚洲、欧洲、北美均产。我国分布于东北、

华北、西北、西南各地;生于海拔 2 000 m以上草地、

草原及高山灌丛中
[ 2]
。金露梅枝叶繁茂, 花为金黄

色且花期长达半年,为优良观赏花木,可配植于高山

园或岩石园,可片植于公园、花园等处, 还可盆栽观

赏
[ 3]
。因此, 金露梅的引种驯化对其在园林中应用

有重要意义。扦插繁殖是传统的无性繁殖中应用前

景最广泛的一种方法,与嫁接、埋条等相比, 它具有

简单易行、繁殖速度快、繁殖系数高、成本低的优

点
[ 4]
。近年来,随着无性系林业的发展,特别是幼化

理论和技术的突破,扦插繁殖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

的关注,扦插与组织培养技术相结合已成为育苗领

域、林木育种的现代技术框架
[ 5~ 8]
。本文采用 BBA

(巴巴安 )处理金露梅嫩枝和硬枝插穗, 对其扦插繁

殖技术进行了研究,探索其生根效果最好的处理方

法,以期为其扦插育苗、驯化栽培以及园林绿化应用

奠定技术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金露梅母株为 3年生植株, 嫩枝扦插采用当年

生半木质化枝条,硬枝扦插为金露梅 1年生休眠枝

条,试验所用插穗均为枝条的中段, 扦插基质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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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所用生根药剂为 BBA(巴巴安, 商品名 )。

1. 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昌黎校区 )园

林试验站温室大棚内。棚内相对湿度 90%以上, 温

度不超过 28 # 。

1. 3 试验设计

嫩枝扦插、硬枝扦插时间分别为 2004年 9月 1

日、2005年 3月 24日,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每个小区 30根, 重复 3次。插穗剪取长度硬枝 10

cm,嫩枝 6~ 8 cm,插穗下端口剪成斜口。插穗剪好

后, 以不同浓度 ( 0、10、50、100、200、500 m g∀

kg
- 1

)的 BBA (巴巴安,商品名 )分别浸泡下端口,

深度硬枝为 3 cm左右, 嫩枝为 2 cm左右, 时间为

1 m in。以清水为对照 ( CK )。插床采用育苗盘,

株行距 5 ~ 6 cm,扦插深度 4~ 6 cm。扦插 5~ 7 d

后观察愈伤情况,之后每隔 5 d观察一次 , 至切口

愈合。扦插后每隔 5 ~ 7 d观察生根情况 , 记录观

察结果。分别于 2004年 10月 25日和 2005年 6

月 12日调查嫩枝、硬枝扦插的生根率、生根数及

平均根长。

1. 4 扦插后管理

植物的扦插能否生根, 除决定于插条自身的

生根潜能外,提供插条生根的环境条件也至关重

要
[ 6~ 9 ]
。扦插前先用 800倍的高锰酸钾对插床进

行消毒, 扦插后立即用 500倍的多菌灵进行插条

消毒。嫩枝扦插, 棚内温度超过 35 # 时及时通

风, 距地 2 5 m处搭遮阳网。硬枝扦插后期覆盖

遮阳网, 扦插 20 d后, 每 10天喷 1次 0. 3% 的多

菌灵或 0. 2%的高锰酸钾, 棚内相对湿度 90%以

上, 温度不超过 28 # 。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浓度 BBA处理对金露梅嫩枝扦插的影响

从表 1中可以看出, 随着 BBA浓度的增高, 扦

插生根率依次为 88. 3%、76. 7%、62. 3%、55 0%、

53 3%, 呈逐渐降低的趋势, 而对照 ( CK,清水处理 )

的生根率为 75%。 10 m g∀ kg
- 1
处理生根率比 CK

提高 13. 3%,并且 10 m g∀ kg
- 1
处理与 CK和其他处

理差异极显著;其愈伤组织出现期和生根期也比 CK

短。50 m g∀ kg
- 1
处理的生根率、愈伤组织出现期等

各项指标与 CK差异不显著, 100、200 m g∀ kg
- 1
和

500 m g∀ kg
- 1
处理的生根率比 CK分别低 12. 7%、

20%、21. 7%, 即显著低于 CK。表明低浓度 BBA对

金露梅嫩枝扦插生根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而高浓度

BBA对金露梅嫩枝扦插生根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浓

度越高越不利于其生根。

表 1 BBA不同浓度处理对金露梅嫩枝扦插的生根影响

BBA浓度 /

( m g∀ kg- 1 )

愈伤组织

出现期 /d
生根期 /d 生根率 /%

平均

根长 / cm

10 7 cB 15 bcAB 88. 3 aA 2. 58 abAB

50 8 b cB 14 cB 76. 7 bB 2. 41 abAB

100 9 bAB 16 abAB 62. 3 cC 2. 67 abAB

200 10 cB 16 abAB 55. 0 dD 2. 33 bAB

500 11 aA 17 aA 53. 3 dD 1. 80 bB

CK 8 b cB 16 abAB 75. 0 bB 3. 58 aA

注:小写字母代表 5%的差异水平,大写字母代表 1%差异水平。

2. 2 不同浓度处理对金露梅硬枝扦插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 金露梅硬枝插穗生根率随

BBA浓度的升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以 50

m g∀ kg
- 1
处理生根率最高, 为 66. 67% ; 500 m g∀

kg
- 1
处理生根率最低, 为 40%。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50 m g∀ kg
- 1
处理生根率极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和

CK; 愈伤组织出现期与生根期分别比 CK短 1、2 d,

但差异不显著。在 10、100 m g∀ kg
- 1
浓度处理下生

根率均为 60%, 极显著高于 200、500 m g∀ kg
- 1
浓度

处理和 CK; 200 m g∀ kg
- 1
、500 m g∀ kg

- 1
及 CK间差

异也达到极显著水平。这表明金露梅硬枝扦插以

50 m g∀ kg
- 1

BBA处理为宜。

表 2 BBA不同浓度处理对金露梅硬枝扦插的生根影响

BBA浓度 /

( m g∀ kg- 1 )

愈伤组织

出现期 /d
生根期 /d 生根率 /%

平均

根长 / cm

10 18 aA 26 bcBC 60 bB 1. 18 b cB

50 16 abA 24 cC 66. 67 aA 1. 183 bcB

100 17 abA 30 aA 60 bB 2. 22 aA

200 15 bA 27 bABC 50 cC 1. 40 bB

500 16 abA 28 abAB 40 dD 0. 72 cB

CK 17 abA 26 bcBC 33. 3 eE 0. 70 cB

注:小写字母代表 5%的差异水平,大写字母代表 1%差异水平。

2. 3 硬枝扦插与嫩枝扦插的比较

由表 1、2和图 1、2可以看出, 随着 BBA浓度的

升高,金露梅嫩枝插条的生根率逐渐降低;而硬枝插

条的生根率则是以 50 m g∀ kg
- 1

BBA处理为最大

值,愈伤组织出现期和生根期为最短, 50 m g∀ kg
- 1

是否为金露梅硬枝扦插生根率的临界值, 需要加密

浓度梯度开展进一步试验。在平均根长、根数测定

指标中,嫩枝插条的平均根长、根数优于同样处理的

硬枝插条, 嫩枝插条以 200 m g∀ kg
- 1
处理生根数最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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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为 15. 67条,硬枝插条以 100 m g∀ kg
- 1

BBA处理

生根数最多,为 9. 17条。从以上分析看出, 金露梅

嫩枝扦插比硬枝扦插效果好,在扦插育苗时,选择嫩

枝扦插为宜。

图 1 BBA不同浓度处理生根数 (一级根 )

图 2 BBA不同浓度处理生根数 (二级根 )

3 讨论

外源激素对插条生根有一定促进作用, 主要是

由于它影响到插条内部养分的分配, 增加插条基部

糖的含量,使下切口成为养分的吸收中心;同时还能

有效地刺激形成层细胞的分裂,促进细胞伸长。所

以,激素处理插条基部,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 可提高

其生根率、增加生根数,并且也使侧根平均根长度有

所增加,这种促进作用随浓度的升高而增大。但生

长素的应用浓度范围比较严格, 超过一定的量, 则会

出现毒害作用
[ 9]
。对金露梅硬枝扦插, 浓度为 50

m g∀ kg
- 1
时浓度促进作用最大,生根率为 66. 67% ,

浓度大于 50 m g∀ kg
- 1
时,生根率、生根数等指标出

现下降的趋势, 低于此浓度时, 这些指标也相应下

降;对于其嫩枝扦插, BBA浓度为 10 mg∀ kg
- 1
时, 对

生根促进作用最大,生根率、生根数等指标达到最大

值,生根率较 CK高 13. 3% ,高于此浓度时, 这些指

标相应下降。因此, 生产上进行金露梅嫩枝扦插繁

殖苗木时,建议使用 10 m g∀ kg
- 1

BBA处理插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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