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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巨尾桉组培苗成活率关键因素分析 

卢，＼＼兰 
(平和县林业局 ，福建 平和 363700) 

摘 要：运用正交试验设计，探讨了覆盖、降温、炼苗时间三要素对 巨尾桉组培苗夏季移植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覆 

盖、降温、炼苗时间对巨尾桉移植苗的成活率和生长性状(苗高、地径)产生显著影响，最佳组合为覆盖(一层塑膜， 

二层 遮阳 网)+自动 降温 +15 d的炼苗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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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survival rate of tissue-cultured 
seedlings of Eucalyptus grandis×E ．urophylla 

LU Xiao．1an 

(Pinghe Forestry Bureau of Fujian Province，Pinghe 363700，China) 

Abstract：Orthogonal design method was appli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overhead shading，cooling and domesti— 

cated time on the survival rate and growth of tissue—cultured seedlings of Eucalyptus grandis×E．urophylla af- 

ter they are transplanted into the soil during summer time．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head shading。cooling and 

domesticated time affected the seedling survival rate and growth significantly．The best combination of influenc- 

ing factors was observed to be overhead shading with monolayer plastic film，plus automatic cooling and domes— 

ticated time lasting 15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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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巨桉(Eucalyptus grandis)、尾叶桉(E．urophylla)及其杂交种巨尾桉(Eucalyptus grandis×E．urophylla)具有 

生长快、用途广、经济效益好的特点，从而得以在华南地区广泛引种，并迅速成为南方商品林基地建设的主要 

树种[卜 ．由于桉树为异花授粉，种间种内易杂交，因而子代分化较大．因此，无性系育林成为桉树遗传改良 

的一种重要手段[6-9]． 

然而，巨尾桉组培苗在夏季移植的成活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尤以温度、湿度最为显著．本研究采用正交 

试验设计，探讨了覆盖、降温、炼苗三因素对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成活率的影响．以期通过本试验，初步摸索出 

一 套夏季组培苗移植栽培技术，以解决长期以来巨尾桉组培苗移植在夏季成活率极低的问题． 

1 实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霞寨镇林场(El17。24 02 N24。47 24 )，平均海拔高度 60 m，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年均气温21．8℃，年降水量 1 587 1 877．8 mnl，无霜期 321．2 d，年均相对湿度 65％，年均 日照时 

数 2 04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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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 和方法 

1)供 试材料 

试验中的瓶苗为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提供的 E 一3229品种 ． 

2)方法 

(1)组培苗移植 

用 8 cm×12 cm营养袋装好移栽基质，移栽前 1 d用 0．1％高锰酸钾溶液对基质进行浇灌消毒，移栽时间 

用水把基质浇透以便移栽[ 。。．从瓶内取出高度 3～5 cm的生根苗，用清水将黏附在苗木基部的培养基清洗 

干净，再用 0．05％高锰酸钾溶液浸泡 1 min消毒 ，消毒处理后用 清水 漂洗 ，移栽深度 1～2 em．移 栽后即时浇 

上 0．1％多菌灵溶液定根水 ，覆盖上农用塑料薄膜和遮阳网进行保温保湿l_1 ． 

(2)试验设计 

①炼苗时间：把生根瓶苗放在阴凉处进行炼苗，通过对不同炼苗时间的生根瓶苗进行栽培管理，考察不 

同炼苗时间对夏季 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成活率的影响 ，分 3种处理炼苗 5 d、12 d-,20 d． 

②覆盖：在移栽后的营养袋上覆盖塑膜和遮阳网，考察不同覆盖对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成活率的影响 

分 3种处理 ：Fl1覆盖一层塑膜，一层遮阳网；F12覆盖一层塑膜，二层遮阳网；Fo1无覆盖塑膜，一层遮阳网． 

③降温：人工降温，9：00—15：00隔 1 h喷 1次水；自动降温，9：00—15：00用安在苗圃中的喷水头持续喷 

水；无降温． 

根据 以上 3个 因素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H J，每一因 

素设计 3个水平，选用 L9(3 )正交表进行安排，各因素水平 

详见表 1，试验指标为成活率、苗高、地径，其中成活率为本实 

验的考察指标，共设 9个实验，每个实验 500株，移栽时间 

2007年 7月 4日，移栽后3个月调查成活率、苗高、地径． 

3 结果与分析 

1)不同试验方案 的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成活状况 

由表 2可知 ，不 同处理 夏季 

巨尾桉组培苗移植的成活状况存 

在较大差异 ，夏季 巨尾桉组 培苗 

移植的成活率以采取第 5号试验 

方式最高，其成活率、苗高、地径 

分别为 86．3％、15．0 cm、0．23 em， 

其 次是第 4号 (82．1％、65．0 em、 

l4．3 cm)和第 2号(80．3％、14-8 

cln、0．20 cm)，第 9号的试验方差 

最差(57．1％、13．8 em、0．27 em)． 

表 1 试验 因素 与水平 

表 2 正 交实验设计与结果 

注 ： ：sin 

2)不同因素及水平对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成活率的影响 

根据表 2试验结果，将各因素各水平对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成活率的影响进行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 

由表 3可知从降温(A因素)来 表3 不同处理对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成活率的影响 

看，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的平均 

成活率和苗高为 A2最大，但平均地 

径为 0．23 cm，要比水平 3小；从覆 

盖的不同处理方式 (B因素)来 看 ， 

B：的成活率、平均苗高，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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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14．7 cm，但平均地径为 0．22 cm，小于水平 1和水平 3；从不同降温(C因素 )的处理来看 ；夏季 巨尾桉 

组培苗的平均成活率，和平均苗高以水平 2效果最好，分别是 73．2％、l4．3 cm，3个水平的平均地径无差异。 

平均是0．23 cm．从不同处理及不同水平下各处理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的总体效果来看，最佳组合为 

A2B2c2，即自动降温 +覆盖一层塑膜、二层遮阳网+炼苗时间为 12 d有利于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因素对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成活率的影响程度，对表 2试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 

考虑到成活率为百分数，往往不遵循正态分布和等方差，为了检验它们之间的差异显著性，先对成活率的百 

分数进行反正弦平方根变换，然后再作方差分析．经分析得 表4 正交试验方差分析表 

表4，结果表明：降温，覆盖对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成活 

率的影响达显著水平(P<0．05)，但对苗高和地径无显著 

影响；炼苗对组培苗的成活率有显著影响，但对苗高和地径 

影响不显著 ．由表 3及表 4可以看出，试验中三因素对夏季 

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成活率 的影响主次为覆盖 >降温 >炼 

苗，即覆盖对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成活率的影响大于降 

温和炼苗 ． 

4 结 论 

本试验条件下第 5号实验对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成活率的促进作用最好，其成活率、苗高、地径分别 

为 86．3％、15．0 cm、0．23 cm，其次是第4号实验，效果最差是第 9号实验． 

试验中降温及覆盖对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成活率的影响达显著水平，炼苗对成活率有显著影响，该三 

因素能使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有较高的成活率，其作用为覆盖 >降温 >炼苗；这三因素对苗高和地径有一 

定的影响． 

从不同处理及不同水平下处理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成活率的总体效果来看，本试验条件最佳组合为 

A2B2C2，即降温为自动降温+覆盖一层塑膜、二层遮阳网+炼苗为 12 d，最有利于夏季巨尾桉组培苗移植的 

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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