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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栽培基质对滇黄精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钟　华１，李　倩２，唐红燕２，贾　平２，许丽萍２，张建珠２

（１．普洱市思茅区万掌山林场，云南　普洱　６６５０００；２．普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云南　普洱　６６５０００）

摘要：为了探索不同栽培基质对滇黄精（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ｋｉｎｇｉａｎｕｍＣｏｌｌ．ｅｔ　Ｈｅｍｓｌ．）组培苗生长的影响，我们选用红土、河

沙、腐柴皮、椰糠作为基质材料开展了滇黄精栽培基质试验。试验结果显示：５种基质配方中，较适于滇黄精生长的是基

质５（红 土∶腐 柴 皮∶椰 糠＝２∶２∶１），其 栽 培 的 滇 黄 精 组 培 苗 的 平 均 根 茎 体 积（３３．５３ｍＬ）、株 高（４２ｃｍ）、地 径

（０．３５８ｃｍ）均高于其他４组，且与对照基质１（红土）相比，地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根茎体积、株高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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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 黄 精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ｋｉｎｇｉａｎｕｍ　Ｃｏｌｌ．ｅｔ
Ｈｅｍｓｌ．）又名节节高、仙人饭（云南），为百合科黄精属

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产自云南，是滇西北高海拔地

区适生、常见药用植物类群，四川、贵州和广西的部分

地区 也 有 分 布，国 外 越 南、缅 甸 部 分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滇黄精生于海拔７００～３　６００ｍ的阴湿山坡林下或灌

木丛中［１－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 定 作 为 黄 精

使用的３种原 生 药（滇 黄 精、黄 精 和 多 花 黄 精）之 一，
其根状茎干燥后可供药用。［４－６］

近年来，随着 黄 精 市 场 需 求 量 的 快 速 增 长，人 们

开始 对 黄 精 野 生 变 家 种、丰 产 栽 培 技 术 等 进 行 研

究［７］。目前，关于滇黄精栽培基质方面的研究鲜见报

道，而育苗最关键的要素就是选择合适的基质［８］。常

用的栽 培 基 质 主 要 有 河 沙、蛭 石、珍 珠 岩、椰 糠、草 炭

等，其 中 草 炭 是 需 求 最 多 应 用 效 果 最 好 的 基 质，但 草

炭为短期内不可再生资源，且价格较高。土壤作为最

廉价且最容易获得的天然栽培基质往往被忽略［９］，大

量研究表明，土壤中添加一定量的有机基质和无机基

质可成为良 好 栽 培 基 质［１０］。为 了 探 索 不 同 栽 培 基 质

对滇黄精组培苗生长的影响，我们选用红土、河沙、腐

柴皮、椰糠为基质材料进行了栽培试验。以期为人工

栽培滇黄精提供参考。

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地位于普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苗圃内，海拔

１　２００ｍ。该区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干湿季分明，

１１月至翌年４月为干季，５－１０月为雨季；年温差小，日
温差大；冬春季多雾，平均每年雾日为１３８ｄ；年降水量

１　４０３．４ｍｍ，年平均相对湿度８１％，年蒸发量１　０３６．７ｍｍ。
试验地土壤类型为红壤，呈酸性，ｐＨ值４．６～６．３。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材料

材料为普洱市玉林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培养，为根

数达３条以上、平均根长１ｃｍ以上的优良滇黄精组培

苗。试验于２０１６年３月在普洱市林科所苗圃进行。

２．２　试验方法

２．２．１　试验设计及方法　试验设置了５个栽培基质

处理，选 用 红 土、河 沙、腐 柴 皮、椰 糠４种 基 质 为 原 料

进行配制（详见表１），对 照 基 质 为 红 土。采 用 随 机 区

组设计，每个处理４次重复，每个重复１０株。

表１　５种基质组成配比（体积比）

处理 基质 比例

１ 红土 １００％

２ 红土∶河沙 １∶１

３ 红土∶腐柴皮 １∶２

４ 红土∶椰糠∶河沙 ２∶１∶１

５ 红土∶腐柴皮∶椰糠 ２∶２∶１

　　注：腐柴皮为过筛后经过堆腐处理的细碎柴皮。

各栽 培 基 质 中 加 入 同 等 量 充 分 腐 熟 的 羊 粪，
基质∶羊粪＝７∶１（体积比），基质与羊粪要充分混合

均匀。

２．２．２　移栽前准备

２．２．２．１　炼苗　出瓶前，为了提高滇黄精组培小苗的

抗性和适应性，将达到出瓶标准（平均根数≥３条，苗高

约１０ｃｍ）的瓶苗移至常温条件下的温室放置１５～２０ｄ
进行炼苗。

２．２．２．２　洗苗消毒　炼苗结束后即可出瓶。出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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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时 尽 量 不 要 损 伤 幼 苗，可 先 向 瓶 内 注 入 半 瓶 清 水，
捂住瓶盖 匀 力 摇 晃 至 苗 与 营 养 液 分 离，再 将 瓶 内 幼

苗、营 养 液 和 水 一 起 倒 入 洗 苗 盆 内，然 后 用 清 水 冲 去

苗根部的 营 养 液。洗 干 净 的 苗 根 部 朝 下 整 体 竖 直 置

于塑 料 筐 内，用０．１％倍 甲 基 托 布 津 溶 液 浸 泡 根 部

５ｍｉｎ（需当天消毒，当天栽种），阴干后待植。

２．２．２．３　出瓶 苗 驯 化　为 了 使 滇 黄 精 组 培 苗 能 够

充分适应外 界 环 境，经 过 清 洗 消 毒 的 滇 黄 精 组 培 苗

还要移到 温 室 大 棚 定 植 驯 化６～８个 月。定 植 基 质

选用椰糠和 过 筛 的 腐 柴 皮，加 入 适 量 充 分 腐 熟 的 羊

粪、复合肥、过磷酸钙。大棚 温 度 控 制 在１２～３０℃，
湿度８０％～８５％。

２．２．２．４　苗床准备　于苗圃内整理 出 规 格 为１．２ｍ
×４．５ｍ的苗床，床间距不少于４０ｃｍ，苗床底面高出

苗床间过道１５ｃｍ，这样即有利于浇灌，又有利于雨季

排水。苗床底面整平后，用配制好的经过高温消毒的

５种基 质 分 别 铺 垫 苗 床 至８～１０ｃｍ厚，适 当 填 压 基

质，使 其 相 对 密 实 牢 固，防 止 浇 灌 或 雨 水 冲 毁 苗 床。
各栽培基 质 小 区 间 用 长 木 板 分 隔 开。苗 床 上 方 搭 建

遮光率７０％的遮阳网。

２．２．３　移 栽　选 择 阴 天 或 午 后 阳 光 较 弱 时 进 行 移

栽。每个小区种 植 参 试 滇 黄 精 组 培 苗１０株，株 距１５

～２０ｃｍ，行 距３０ｃｍ。苗 床 边 缘 设 置 保 护 行。栽 苗

时，将处理好的滇黄精组培苗植入土中，覆土压实（覆

土厚度 以１～１．５ｃｍ为 宜）。栽 种 完 毕 后，浇 透 定 根

水，喷施０．１２５％的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溶液。

２．２．４　日 常 管 理　移 栽 后，各 试 验 小 区 的 日 常 管 理

一致。视天气情况浇水，一般２～３ｄ浇１次水；３－７
月是 滇 黄 精 地 下 茎 快 速 膨 大 生 长 阶 段，要 及 时 浇 灌。
移栽１周后定期喷撒杀菌剂（多菌灵、甲基托布叮、恶

霉灵等交替使用），１５ｄ为１周期进行。移栽２个月成

活稳定后，以 预 防 病 害 为 主，遮 阴 的 同 时，加 强 通 风，
保持苗床 排 水 通 畅，及 时 除 草。发 生 病 害，优 先 采 用

生物防治和物理措施，必要时采用生物农药防治。

２．３　指标测定及数据处理

移栽翌年８月，调查滇黄精根茎体积（体积采用容

器浸入法测量）、株高、地径。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和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栽培基质对滇黄精组培苗地下根茎生长的

影响

用容器浸入 测 量 法 调 查５种 基 质 栽 培 的 滇 黄 精

根茎体积，结果见图１。

图１　不同栽培基质对滇黄精生长影响调查

　　由图１可知，不同栽培基质对滇黄精组培苗根茎

生长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基 质５（红 土∶腐 柴 皮∶椰

糠＝２∶２∶１）栽培的滇黄精根茎生长效果最好，平均

根茎体积达３３．５３ｍＬ，基质２（红土∶河沙＝１∶１）栽

培的滇黄精平均根茎体积最小，略低于对照基质１栽

培的，为２８．９３ｍＬ。由表２、表３方差分析可知，不同栽

培基质极显著（Ｐ＜０．０１）影响滇黄精组培苗根茎的生

长。与基质１（对照红土）、基质２相比，基质３（红土∶
河沙＝２∶１）能 显 著 促 进 滇 黄 精 根 茎 生 长，基 质５能

极显著促进滇黄精根茎生长，基质４（红土∶椰糠∶河

沙＝２∶１∶１）栽培的滇黄精平均根茎体积比基质１、
基质２栽培的稍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３．２　不同基质对滇黄精株高生长的影响

由图１可知，基质５栽培的滇黄精株高生长效果

最好，平均株高４２ｃｍ，对照基质１栽培的滇黄精平均

株高最低，为３５．５ｃｍ。表２、表３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栽培基质显著（Ｐ＜０．０５）影响滇黄精组培苗株高

的生长。与对照基质１相比，基质３能有效促进滇黄

精株高的生长，基质５能极显著的促进滇黄精株高的

生长。基质２、基质４栽 培 的 滇 黄 精 株 高 高 于 对 照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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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１栽培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２　不同栽培基质对滇黄精生长影响方差分析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显著性

根茎体积

组间 １７８．５９２　 ４　 ４４．６４８　 ８．９９９　 ０．００１

组内 ７４．４１８　 １５　 ４．９６１

总数 ２５３．０１０　 １９

株高

组间 １０８．０８７　 ４　 ２７．０２２　 ３．３４０　 ０．０３８

组内 １２１．３４５　 １５　 ８．０９０

总数 ２２９．４３２　 １９

地径

组间 ０．０１３　 ４　 ０．００３　 ５．４１９　 ０．００７

组内 ０．００９　 １５　 ０．００１

总数 ０．０２１　 １９

表３　不同基质栽种滇黄精株地径多重比较

处理 根茎体积／ｍＬ 株高／ｃｍ 地径／ｃｍ

１　 ２９．８ＢＣｂｃ　 ３５．５Ｂｃ　 ０．３１５ＡＢｂ

２　 ２９Ｃｃ　 ３７．６ＡＢｂｃ　 ０．２８３Ｂｂ

３　 ３２．５ＡＢａ　 ４０．９ＡＢａｂ　 ０．３３３Ａａ

４　 ３１．７ＡＢＣａｂ　 ３９．７ＡＢａｂｃ　 ０．３４３Ａａ

５　 ３３．５Ａａ　 ４２Ａａ　 ０．３５８Ａａ

　　注：表中同列数值后含相同 小 写、大 写 字 母 分 别 表 示 在０．０５、０．０１

水平上差异不显著；同列数 值 后 不 同 小 写 或 不 同 大 写 字 母 分 别 表 示 达

０．０５和０．０１显著水平。

３．３　不同基质对滇黄精地径生长的影响

由图１可知，基质５栽培的滇黄精地径生长效果

最好，平均地径达０．３５８ｃｍ，基 质２栽 培 的 滇 黄 精 平

均地径最小，为０．２８３ｃｍ。表２、表３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不同栽培基质极 显 著（Ｐ＜０．０１）影 响 滇 黄 精 组 培

苗株高的生长。与对照基质１相比，基质３、基质４、基
质５能显著促进滇黄精地径生长；与基质２相比，基质

３、基质４、基质５能极显著促进滇黄精地径生长；对照

基质１栽培的滇黄精平均地径略高于基质２栽培的，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４　讨论与结论

对滇黄精组培苗在不同基质中栽培的根茎体积、
株高、地径的试验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采用基质

５（红土∶腐柴皮∶椰糠＝２∶２∶１）栽培 的 滇 黄 精 组

培苗的平均根茎体积、株高、地径均高于其他４组，且

与对照基质１（红土）相比，地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根

茎体积、株高差异 有 高 度 统 计 学 意 义，因 此，５种 栽 培

基质中，基 质５是 滇 黄 精 组 培 苗 大 田 栽 培 的 最 适 基

质。基质２（红土∶河沙＝１∶１）栽培的滇黄精平均根

茎体积、地 径 都 低 于 对 照 基 质１的，仅 株 高 略 高 于 基

质１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基质１相比，基
质３能显著促进滇黄精根茎体积、株高、地径的生长。
基质４栽培 的 滇 黄 精 的 各 项 调 查 指 标 均 值 均 高 于 对

照基质１，但仅地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试验结果 可 能 与 滇 黄 精 的 生 长 习 性 及 栽 培 基 质

的理化性 质 有 关。滇 黄 精 在 土 层 深 厚、疏 松 肥 厚、保

水性好的土壤中 生 长 良 好。与 其 他 处 理 相 比，基 质５
（红土∶腐柴皮∶椰糠＝２∶２∶１）不但富含有机质和

各种 微 量 元 素，而 且 透 气 保 水 性 好，能 有 效 促 进 滇 黄

精的生长发育。基质２（红土∶河沙＝１∶１）栽培的滇

黄精生长表现较差，这可能是基质２中掺入过多的河

沙所 致，过 多 的 河 沙 虽 然 提 高 了 土 壤 透 气 性，但 同 时

也减少了 滇 黄 精 生 长 所 需 的 营 养 成 分。由 于 肥 力 持

久性差，基质２与基质１栽培的滇黄精各项调查指标

的差异可能会日渐明显，因此，在以红土、河沙为原料

配制 基 质 时，应 适 当 减 少 河 沙 配 比，加 入 适 量 富 含 有

机质的基 质。建 议 有 条 件 时 做 更 多 的 栽 培 基 质 及 其

配比 试 验，并 增 加 供 试 株 数，以 探 索 更 多 更 好 的 适 合

滇黄精生长发育的栽培基质，为滇黄精栽培提供更为

准确的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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