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据
。

4
.

2 马勃具清肺利咽
、

止血的功能
,

结合已

完成的药理实验
,

认为马勃粉末物理机械性

的止血功能是与其抱壁上的纹饰可能有一定

的关系
。

致谢 本文 实验材料 由 白云鹏
、

王继 彦

同志采集鉴定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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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扦插繁殖技术研究

宰氰鼎馨成摹
药用植物研究所、京 10 00 94 , 陈 震

‘

张丽萍 “小军 高微微

摘 要 通过杜仲的扦插繁殖试验
,

结果认为
:

在北京地区最适宜的扦插期是 5 月下旬至 7 月中

旬 ; 成年树插穗的成活率很低
,

一般在 20 % 以下
,
2 年生幼树插穗成话率可达 60 环 ;外源生长素对

诱发插穗不定根生长效果显著
,

其中 N A A 50 陀 / m L 处理 加 年生成树的当年生枝条
,

最高成活率

可达 68 %
,

根系生长茂密
。

关键词 杜仲 扦插繁
.

殖 外源生长素

杜仲 E uc
o m m 爪 ul m 口心e :

Ol iv
.

为药用

植物
,

属国家二类保护植物
。

繁殖方法主要采

用种子繁殖
,

以往扦插繁殖困难
,

成活率很

低
,

生产上一般不采用
。

由于杜仲的医药保健

用途
,

同时其叶
、

皮及果都含有硬橡胶
,

也是

我国第二大橡胶资源
,

用途更加广泛
。

特别是

种子 (果实 )的含胶量很高 (15 % ~ 27
.

5 % )比

叶和皮的含胶量分别高 5 ~ 9 和 2 ~ 3 倍
。

如

能采用扦插繁殖
,

就可以节约用胶原料
,

还可

有意识地繁殖雌株
,

既能多产种子又能多产

胶
。

此外
,

扦插繁殖取材容易
,

是良种选育的

有效和快速的方法
。

因而近年来人们对其进

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

用激素处理和使用全光

喷雾技术
,

使插条成活率有不 同程度的提

高
〔‘一 3, 。

我们也于 1 9 9 4 年开始进行多次扦插

试验
,

也获得较满意的效果
,

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

1 材料与方法

裔 Ad d r e s s :
C h e n Z he n ,

In s t it u t e o f M e d ie in al

M ed ie al U n iv e r s ity
,

Be ijin g
·

Pla n t

De
v e lo Pm e n t

.

Chin e s e A e a d e m y o f M e d ie al S e ie n e e s ,

C hin e s e X ieh e

.

3 3 4
.



19 年生母树当年生长 已木质化的硬绿枝和

未完全木质化的嫩绿枝 (简称
“

嫩绿
”
)

,

已木

质化的硬绿枝分为 2 组
,

一组插穗基部带

0. s c m 一 I c m 前 1 年生长的老枝木质化部

分 (简称
“

木绿 ,’)
,

另一组基部不带老枝木质

化部分 (简称
“

硬绿
” )等 3 种插穗

,

用 N A A

和 IB A 各 50 拌g / m 1
)

浸泡 l h
,

结果见表 2
。

表 1 生长素及浸泡时间对诱发插穗不定

根的影响 (1 9 9 4
一
0 7

一
1 3 ~ 0 9

一
1 3 )

处理 时间

(h )

愈伤率
(% )

生根数
(条 /株)

根长
(em /株 )

成活率
(% )

N A A 5
.

6

4
.

0

3
.

0

2
.

2

3 6
.

7

1 1
.

6 7

A B T z 0 1 0

0
.

9

0
.

2

1 6
.

6 7

5
.

0

5
.

0

.‘

:
�日�匀0
内h几h�b00九b

119自潇斗119自

4 7 3
.

3 5
.

5 5
.

2 5
.

0

CK 2 6 6
.

7 2
.

0 0
.

2 1
.

6 7

表 2 插穗成熟度对成活率的影响

( 1 9 9 5
一
0 6 一 2 2 ~ 0 8 一 2 8 )

调查项目
木 绿 硬 绿 嫩 绿

肠91

��J八Ij
.

,d八乙,‘妇
竺40.0制

1
.

1 插穗来源
:

用本所试验地内 18 年一 20

年生和 2 年生母树当年生长的枝条
,

剪成 10
c m 左右带有 3 节 ~ 5 节 (一般 4 节 ) 的插穗

,

去掉下面 2 片叶
,

保留上面 2 片叶
,

再把留下
,

的叶各剪去一半 (休眠枝无叶)
。

1
.

2 药剂
:

采用 N A A (蔡 乙酸 )
、

IAA (叫噪

乙酸 )
、

I B A (叫噪丁酸 )纯品及 A BT
,

(1 号生

根粉
,

中国林科院生产 ) ,

浓度分别配成 25
、

5 0
、

1 0 0 拌g / m L ,

用清水作对照
。

1
.

3 方法
:

将插穗按下同处理绑好
,

基部对

齐
,

每把 25 枝 ~ 30 枝
,

每个处理 3 把
,

分别

浸入不同药液 内约 3 cm 深
,

时间 l h ~ 4 h
。

1
.

4 扦插方法
:

在本所试验地内
,

利用种过

2 季 (9 年 )西洋参的无土栽培旧基质和 旧棚

架
,

作插床和阴棚
。

旧基质为蛙石和砂 ( 1 ,

3) 的混合物
,

疏松透气
,

扦插前基质进行药剂

消毒
。

扦插时按行
、

株距 1 0 c m x s c m
,

45 度斜

插入基质 2 个节
,

约为插穗长度的 1 /2
,

每个

处理按 3 次重复顺序排列
,

依次插完
,

第 3 次

重复一般多插 5 枝一 10 枝
,

作随时观察根的

生长情况之用
。

1
.

5 管理
:

插后及时浇水
,

并做小拱棚盖上

塑料薄膜
,

以后每天揭开薄膜喷水 1 次
,

喷后

再把薄膜盖好
,

使保持一定的湿度
,

阴雨天可

揭开薄膜
,

暴雨来临还需盖好
。

2 结果与分析

我们在 1 9 9 4
一0 4

、

1 9 9 4
一

0 6 两次预试验的

基础上
,

作了如下试验
。

2
.

1 外源生长素及浸药时间对诱发不定根

的影 响
:

生 长素采用 N A A 和 A B T
:

各 50
拌g / m L

,

分别浸插穗 l
、

2
、

4 h
,

用浸清水 Z h

作对照
,

结果见表 1
。

可见 N A A 的促根效果

比较好
,

比对照提高 10 %一 35 %
,

其中浸 l h

的效果最好
,

浸 Z h 的虽成活率不如浸 4 h

的高
,

但不定根的生长发育情况比浸 4 h 的

好
。

浸 A B T
,
l h一 4 h 结果无差异

,

效果也不

显著
。

2
.

2 插条成熟度对成活率的影响
:

插穗采用

愈伤率(%)

成活率(%)

生根数(条/株)

根长(
e m /株)

55
.

40
.

CK

50
.

0

NAA

27 8

IBA

21 1

8
.

9 42
.

2 43
.

2

CK

33
.

:

13
,

NAA

48
.

9

IBA

38
.

9

1
.

99 1
.

96 2
.

33 5
.

32 5
.

82

1
.

19 2
.

78 3
.

94 5
.

76 6
.

12

7
.

0 3
.

.

3 42
.

3

02 4
.

32

6
.

98 3
.

09 6
.

04 6
.

从各处理 的比较试验中看出
:

嫩枝的成

活率最高
,

不管是加生长素处理
,

还是不加生

长素处理 的对照组
,

其成活率都较硬绿枝或

带老枝部分的木绿枝为高
。

但根的生长情况

则以硬绿枝的生长最好
,

根系较发达
,

木绿枝

较差
,

可能是硬绿枝贮存的营养更多
,

可满足

生根过程的大量营养需要
,

木绿枝较老熟
,

生

活力较弱
,

故根的生长就差些
。

产生愈伤组织

则以木绿枝为最高
,

但与生根的关系不明显
。

2
.

3 不同扦插期和生长素对诱发不定根的

影响
:

从树体芽苞萌动前 0 3
一

1 8 开始每月扦

插 1 次
,

至 0 8 一 2 0 为止
,

共扦插 6 次
,

每次试

验都用 N A A 和 IA A 各 50 拌g / m L 处理 Z h
,

一般培育 70 d 左右小心挖出调查
,

结果见表

3
。

《中草药》1 9 9 8 年第 2 9 卷第 5 期
3 3 5



表 3 不同扦插期和生长素对诱发不定根的影响 (1 9 9 6
·

北京 )

处理 调查项目
第 1 期

0 3
一
18 ~ 0 5

一0 6

第 2 期
04

一

1 1 ~ 0 5
一
1 1

第 3 期
0 5

一
2 8 ~ 0 8

一

1 9

第 4 期
0 6

一

1 8 ~ 0 8
一
2 7

第 5 期
0 7

一
1 8 ~ 0 9

一
2 5

第 6 期
0 8

一

2 0 ~ 1 0
一
2 5

N A A 愈伤率(% )

成活率 90 %

生根数 (条 /株)

根长(c m / 株)

愈伤率 (% )

成活率 (% )

生根数 (条 / 株)

根长(c m / 株)

愈伤率 (% )

成活率 (% )

生根数(条 / 株)

根长 (c m / 株)

2 8 0

6 8 0

2 6
.

2 9

7
.

7 9

38
.

6 7

4 4
.

0

5
.

2 1

5
.

9 1

3 2
.

0

4
.

0 0

5
.

7 3

4 6
.

6 8

2 3
.

3 7

4
.

8 4

4
.

O
.

3 0
.

6 8

4 2
.

2 2

3
.

9 9

3
。

64

CK

(清水)

母树生育期 休眠期
萌芽和 展叶
开花期

6
.

4 2

叶片生长

定型期

3 2
.

2 3

18
.

8 9

4
.

11

3
.

4 8

定型期

5 3
.

3 2

6 5
.

3 2

1 1
.

8 5

5
.

1 9

3 7
.

3 2

2 6
.

6 8

2
.

95

1
.

5 4

17
.

3 2

1 3
.

3 2

2
.

6 1

2
.

3 3

休眠芽
形成期

在试验过程中观察到
,

萌动前的休眠期

和展叶期扦插
,

插穗 不 易生根
,

插后 不能成

活
,

因这两个时期正处于芽苞萌动生长期
,

如

0 3
一

1 8 扦插的插穗虽然处于休眠期
,

但插后

气温逐渐回升
,

插穗上的芽苞也很快萌动
,

伸

长展叶
, 0 4

一

1 1 处于萌牙期的插穗
,

插后茎叶

生长迅速
,

此时插穗上原贮藏的营养多数供

给芽的生长展叶和开花 的需要
,

再也没有 足

够的营养提供全根的需要
,

因而插后 约 1 个

月插条就开始陆续变黑腐烂
。

5 月下旬至 7 月 中下旬
,

北 京地 区气温

较高
,

雨量多
,

空气湿度也较大
,

插后容易成

活
。

因此期叶的生长 已停止
,

可以正常进行光

合作用
,

制造营养物质
,

以增加诱发不定根生

长的营养需要
。

在此期间扦插越早越好
,

如 7

月 中旬扦插者
,

虽此期的温湿度也很适宜不

定根的诱发
,

但有些发根较晚的插穗
,

在北京

地区 8 月下旬以后气温 已逐渐下降
,

至 9 月

份降到 20 ℃左右
,

甚至 20 C以下
,

就更不利

发根
,

所以 7 月中旬扦插的成活率可能会下

降
,

8 月 中旬以后扦插的
,

就更不容 易生根

了
。

从不加生长素处理作对照的自然插穗的

生长情况
,

也可 明显看出其规律性
,

4 月中旬

以前扦插的插穗不能成活
,

甚至连愈伤组织
一

3 3 6
·

也 不 产生
,

5 月 下旬扦插 的成 活率最高达

4 。%
,

以后逐渐下降
,

6 月中旬降为 1 8
.

89 %
,

7 月中旬降为 1 3
.

3 2 %
,

8 月中
、

下旬扦插的

没有 1 棵发根成活
,

只有 16 %的插穗产生愈

伤组织
。

加用外源生长素处理
,

特别是在母树

枝叶生长 定型 以可舌取条
,

再用 N A A 处理更

能诱发不定根的产生
,

可大幅度提高成活率

达 21 % ~ 52 %
,

根的生长也很茂密旺盛
。

2
.

4 不同树龄插条的成活率比较
:

作者曾于
1 9 9 5 年采用在全光喷雾条件下

,

扦插 4 年生

和 20
’

年生的当年生绿枝
,

作比较试验
,

结果

4 年生和 20 年生的成活率差异不大
,

甚至 4

年生的成活率略低于 20 年生
。

故 1 9 9 6 年又

采用 2 年生和 20 年生的当年生绿枝作比较

试验
,

用 N A A 不 同浓 度浸条处理 Z h 后插

于无土基质中
,

观察结果见表 4
。

表 4 不同树龄插条的成活率比较

(1 9 9 6
一
0 6

一
1 8 ~ 0 8

一
2 7 )

调查项目

2。年生(拜g /m L )

NAA

2 年生 (产g / m L)

N AA

25 50 100 CK 25 50 10 0 CK

愈伤率(%) 25
.

6 5
.

0 4
.

4 32
.

2 6
.

7 6
.

7 0 13
.

3

成活率(%) 50
.

0 40
.

0 47
.

8 18
.

9 83
.

3 50
.

() 55
,

6 60
.

0

生根数(条/株) 13
,

0 22
.

4 26
,

6 4
.

1 }6
.

8 30
.

4 38
.

9 12
.

3

根长(em /株) 4
.

7 4
.

8 5
.

1 3
.

5 9
.

4 7
.

2 6
.

5 8
.

0

从表中看 出
,

2 年生幼树绿枝扦插的成



活率较 20 年生成年树绿枝成活率高
,

如不加

生长素处理的 2 年生对照插穗
,

其成活率就

可达 60 %
,

较 20 年生对照插穗提高 40 %以

上
,

根系的生长也优于 20 年生成年树的插

穗
。

采用不同浓度 N A A 处理后也比 20 年生

成年树的插穗有所提高
,

其中以低浓度 25

拌g / m L 的成活率最高
,

为 83
.

33 %
,

而 20 年

生的插条成活率最高为 50 %
,

分别比对照提

高 23
·

33 %和 31
·

n %
。

2 年生幼树的插条扦

插较 易生根
,

可能是 2 年生树正处于 生长 旺

盛时期
,

容易合成内源生长素和碳水化合物
,

利于不定根的诱发和生长
。

虽然 2 年生幼树绿枝扦插的成活率高
,

但因树幼小
,

枝条少
,

繁殖 系数不高
,

难以作

繁殖母树
,

生产上一般可结合夏季修枝整形

时
,

把修剪下来的枝条利用作繁殖材料用
,

以

变废为宝
。

3 小结

在北京地区杜仲最适宜 的扦插期
,

为 5

月下旬新生叶生长已定型至 7 月中旬
;
不宜

扦插期为 4 月份以前的萌芽期和休眠期
,

扦

插不发根
,

和 8 月中旬以后因气温逐渐下降
,

也不易发根
;
当年生嫩枝作插条较容易成活

,

其中 2 年生幼树的树嫩枝成活率最高
,

不 同

生长素处理
,

成活率可达 60 %
,

比 20 年生插

穗高 41
.

2 %
;
外源生长素对诱发杜仲插穗不

定根生长效果显著
,

其中以 N A A 优于 IA A
,

处理浓度 25 拜g / m L 一 100 拌g / m L
,

但存在低

浓度优于高浓度的趋势
,

一般处理 1一 Z h 即

可
,

能促进提早发根
,

多发根
,

并大大提高成

活率
,

可使 20 年生成树的插穗最高成活率达

6 8 % ;
产生愈伤组织的多寡与成活率关系不

大
,

且发现成活率越低
,

发根越少
,

而产生的

愈伤组织越多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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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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