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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kg，第6年至第 l0年间每株产果平均24 kg。果实 

阳面红晕，阴面为 白色，果重 76～85 g，平均果重 

80 g，核硬、核粘(不离胡)。果肉为溶质白色浓甜，可 

溶性固形物 8％ ～10％。 

3 结 论 

(1)经 l0余年的试种观察研究，‘沪 005桃’利 

用本地野生山桃作砧木嫁接再现出其桃固有特性。 

唯独用新疆毛桃作砧木嫁接‘沪 005桃’表现出树干 

大脚、冠幅小(平均 2．5～3 in)、枝节间短、枝条柔软， 

果实个大、核硬、味甜、成熟期推迟5 d等特性。 

(2)利用新疆桃作砧木嫁接‘沪 005桃’有显著 

矮化作用，且改变了原 ‘沪 005桃 ’果个小、核软、果 

味甜度小、树冠高大的特点。通过嫁接试验观察探索 

发现了‘沪005桃’的矮化砧木种子，在半山区、丘陵 

种植表现出开花结果早、抗寒、适应性强、耐瘠薄等特 

点。具有可以密植栽种，便于采果、打药等管理和经 

济利用土地等优点，同时丰富了桃树矮化砧木新种 

类，为今后繁殖矮化桃树总结出了技术和经验。在平 

原地区发展早熟品种桃时，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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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金 线 莲 组 培 生根 苗炼 苗试 验 

陈裕德 

(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 

摘 要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分别在冬春和夏秋两个时期对台湾金线莲组培生根苗进行温棚炼苗试验。结果表明： 

在冬季和春季，黑色遮阳网单层采用75％的为宜，最佳拉网时间为8：00—17：00，适宜的炼苗天数为9—12 d，平均 

移栽成活率达90 7％。在夏季和秋季，黑色遮阳网双层采用95％-75％(外一内)的为宜，最佳拉网时间为7：00— 

18：00，适宜的炼苗天数为 3—5 d，平均移栽成活率达 85．5％。 

关键词 ：台湾金线莲；组织培养；生根苗；炼苗 

台湾金线莲(Anoectochilusformo,an~)是兰科开 

唇兰属植物，因其具赏叶和观花之功用，并在医药、化 

妆 、保健等方面有独特的作用，而备受青睐。为进一 

步加快其繁殖速度，满足市场需求，多位学者比较系 

统地开展了台湾金线莲组织培养的研究工作 ，并 

取得一定的成效。组培瓶苗能否最终成活成为商品 

苗，炼苗技术是一个关键环节，目前关于大规模生产 

中台湾金线莲组培苗的炼苗研究未见报道，仅有少量 

关于金线莲的移栽研究报道 J。为此，笔者根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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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种苗生产经验，结合台湾金线莲生产实践，进行 

了组培生根苗炼苗技术试验，为实现其规模化生产提 

供技术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以台湾金线莲组培生根苗为实验材料，通过人工 

模拟野生台湾金线莲的生长环境，进行炼苗试验。 

1．2 方 法 

移栽前，将生根瓶苗(瓶盖紧闭)移至具可移动 

黑色遮阳网的温棚中，让组培苗经历不同环境的适应 

性锻炼。根据福建省历年气候状况，本试验将 1 a分 

为两个时期(冬春和夏秋)，在这两个时期分别采取 

不同的措施进行炼苗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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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冬春季炼苗试验 

本试验设置黑色遮阳网、拉网时间、炼苗时间 3 

个因素。黑色遮阳网单层设 65％、75％、85％三种密 

度，每天白天盖上遮阳网时间设 8：00～17：00、8：30 
～ 17：00、9：00～17：00三个时段 ，晚上掀开遮阳网。 

炼苗时间设5～8 d、9～12 d、13～15 d，采用 4因素 3 

水平的正交设计 L。(3 )(见表 1) ，共 9个处理。 

每一处理试验杯数为 100杯，每一培养杯中有组培生 

根苗20株，设 3次重复。炼苗 5～8 d、9～12 d、13～ 

15 d后，分别移栽至栽培基质上(腐殖土)，30 d后统 

计移栽成活株数和移栽成活率。 

表 1 冬春季炼苗试验正交表 

1(65％) 1(8．-00～17：00) 

1 2(9：00～17．-00) 

1 3(10：00～17：0o) 

1．2．2 夏秋季炼苗试验 

本试验设置黑色遮阳网、拉网时间、炼苗时间 3 

个因素。黑色遮阳网双层(外一内)设 75％一50％、 

85％-65％、95％-75％三种方式。每天白天盖上遮阳 

网时间设 6：30～18：00、7：00～18：00、7：30～18：00 

三个时段，晚上掀开遮阳网。炼苗时间设 3～5 d、6～ 

8 d、9～11 d。采用4因素 3水平的正交设计 L。(3 ) 

(见表2)[61，共 9个处理。每 1处理试验杯数为 100 

杯，每 1培养杯中有组培生根苗 20株，设 3次重复。 

炼苗 3～5 d、6～8 d、9～11 d后，分别移栽至栽培基 

质上(腐殖土)，30 d后统计移栽成活株数和移栽成 

活率。 

表 2 夏秋季炼苗试验正交表 

1(75％ 一50％) 

1 

1 

2(85％ 一65％) 

3(95％ 一75％) 

3 

3 

1(3～5d) 

2(6～8d) 

3(9～11d) 

3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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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冬春季炼苗对组培生根苗的影响 

各处理的移栽成活株数和成活率列于表 3。从 

表 3可看出，经炼苗后，第 4个处理的平均成活率最 

高，达90．7％，即组合 A2B1C2；其次是第 5个处理， 

平均成活率为 87．8％；最低 的为第 8个处理，仅 

35．0％，是第 4个处理的38．6％。 

表3 冬春季炼苗对台湾金线莲组培生根苗的影响 

2．1．1 试验结果的直观分析与方差分析 

将各因素各水平的成活率整理如表 4。从表4 

可知，遮阳网、拉网时间、炼苗天数3个因素对生根苗 

移栽成活率的影响为：遮阳网 >炼苗天数 >拉网时 

间。从遮阳网来看，采用 75％遮阳网时生根苗的移 

栽成活率最高，达 85．0％；从遮阳网的拉 网时间来 

看，8：00～17：00这一时段将遮阳网盖上生根苗的移 

栽成活率最高，达72．7％；从炼苗天数来看，炼苗 9～ 

12 d时生根苗的移栽成活率最高，炼苗5～8 d时移栽 

成活率最低。 

表 4 直观分析表 

． ． 

A(遮阳网) B(拉网时间) c(炼苗天数) 

毒

IN 水平 水平 水平 极值 水平 水平 水平 极值 水平 水平 水平 极值 

1 2 3 R 1 2 3 R 1 2 3 R 

60．9 85．o 57．2 27．8 72．7 67．8 62．6 10．1 56．1 79．o 68．1 22．9 

试验结果的方差分析结果为 F =78．2，F = 

8．7，F =45．1，均大于 F0l0 =6．23，表明各因素对生 

根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均极显著，影响力为：遮阳网 

>炼苗天数 >拉网时间。 

2．1．2 各因素各水平的多重比较 

采用邓肯新复极差法对存在显著差异的项目进 

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炼苗对台湾金线莲组培生根 

苗的影响为：A2与 A1、A3之间差异极显著，而 A1和 

A3之间的差异不显著；B1与 B3之间差异极显著，而 

B1和B2之间的差异不显著；C2、C3、C1之间的差异 

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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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夏秋季炼苗对组培生根苗的影响 

各处理的移栽成活株数和成活率列于表 5。从 

表 5可看出，经炼苗后，处理 8的平均移栽成活率最 

高，达 85．5％，即组合 A3B2C1；其次是处理 9，平均 

移栽成活率为80．8％；最低的为处理3，仅36．3％，是 

处理 8的42．5％。 

表 5 夏秋季炼苗对台湾金线莲组培生根苗的影响 

2．2．1 试验结果的直观分析与方差分析 

将各因素各水平的移栽成活率整理如表 6。从 

表6可知，遮阳网、拉网时间、炼苗天数 3个因素对生 

根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为：遮阳网>炼苗天数 >拉网 

时间。从遮阳网来看，采用95％一75％(外一内)双层 

黑色遮阳网时生根苗的移栽成活率最高，达80．2％； 

从遮阳网的拉网时间来看，7：00～18：00这一时段将 

遮阳网盖上生根苗的移栽成活率最高，达 66．3％；从 

炼苗天数来看，炼苗 3～5 d时生根苗的移栽成活率 

最高，炼苗 9～11 d时移栽成活率最低。 

表 6 直观分析表 

阳  
A(遮阳网) B(拉网时间) C(炼苗天数) 

水平 水平 水平 极值 水平 水平 水平 极值 水平 水平 水平 极值 
’ 1 2 3 R 1 2 3 R 1 2 3 R 

制 65．s s s．· ．， ． s． s．s z．·⋯ s． 

试验结果的方差分析为 17 =157．3，17 =9．8，大 

于 Fo．01=6．23；FB=4．1>Fo
．

05=3．63。表明各因素 

对生根苗移栽成活率呈显著或极显著影响，影响力 

为：遮阳网>炼苗天数 >拉网时间。 

2．2．2 各因素各水平的多重比较 

采用邓肯新复极差法对存在显著差异的项目进行 

多重比较，结果表明，炼苗对台湾金线莲组培生根苗的 

影响为：A3、A2、A1之间差异极显著；B2与 B3之间差 

异显著，而 B2和B1之间的差异不显著；C1与 C2、C3 

之间的差异极显著，而 C2与 C3之间差异不显著。 

3 结 论 

(1)组培苗前期在恒温、保湿、营养丰富、光照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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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激素适当和无病菌侵染的优 良环境中生长，其植 

株幼嫩柔弱，抵抗不良环境能力差。当植株由试管转 

人栽培基质，环境有很大变化，移栽时容易造成组培 

苗大批死亡，因此，需建立适宜的过渡环境，促使其从 

异养向自养转化过渡，进而移人大田[4I5， 。基于此， 

移栽台湾金线莲组培生根苗前，根据不同季节的气候 

情况，采用不同的炼苗措施使其有一个逐渐适应外部 

环境的过程，使其抗性增强，植株变壮，从而提高移栽 

成活率。 

(2)在冬季和春季，遮阳网、拉网时间、炼苗天数 

3因素对台湾金线莲组培生根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均达极显著水平，影响最大的为遮阳网，其次为炼苗 

天数、然后是拉网时间。黑色遮阳网单层采用 75％ 

的为宜，最佳拉网时间为 8：00～17：00，适宜的炼苗 

天数为9～12 d。 

(3)在夏季和秋季，遮阳网、拉网时间、炼苗天数 

3因素对台湾金线莲组培生根苗的移栽成活率的影 

响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影响最大的为遮阳网，其次 

为炼苗天数、然后是拉网时间。黑色遮阳网双层采用 

95％-75％(外一内)的为宜，最佳拉网时间为 7：00～ 

18：00，适宜的炼苗天数为 3～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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