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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非洲菊组培苗移栽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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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烟台农业学校，山东烟台 264002；z龙口诸由镇政府) 

摘要 对影响非洲菊组培苗移栽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探讨。试验结果表明，草炭、蛭石、珍珠岩混合栽培基质优-l-g-的栽培基质。能明 

显提高幼苗的成活率和幼苗的生物量；非洲菊试管苗炼苗最适宜的温度为20,--30~C；空气的相对湿度应保持在 90％~X5_，最有利于幼苗的 

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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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为多年生草本花卉，品种繁多，花色艳丽，深受 

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具有广阔的市场消费前景。非洲菊种子 

繁殖困难，分株繁殖速度慢，应用组织培养法能够快速繁育 

非洲菊。利用组培法培育试管苗、试管苗移栽培育非洲菊， 

是目前非洲菊切花生产中常用的方法。试管苗幼嫩、脆弱、 

适应性差，移栽难度大．成活率低。具有较高的试管苗移栽 

成活率才能使非洲菊组培苗的快速繁殖技术实用化【1】。为了 

使非洲菊试管苗较快地适应自然环境。提高成活率，并能更 

好地生长发育。我们对影响非洲菊组培苗移栽的关键因素 

进行了研究，以确定最佳的因素组合，为非洲菊组培苗高成 

活率移栽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材料为切花非洲菊。移栽基质为草炭、蛭石、珍珠岩。 

1．2 试验方法 

1．2．1 不同材料的基质对非洲菊试管苗移栽的影响试验。 

以草炭、蛭石、珍珠岩作为移栽基质，按比例混合。处理 1三 

种基质的比例为 1：1：1；处 理2为2：1： 处理 3为遢 ：2：1 处理 

4为1：1：2；处理5为草炭；处理6为珍珠岩 观察其生长状 

况及成活率。 

1．2．2 温度对非洲菊试管苗移栽的影响试验。设处理 1温 

度为 30~35℃；处理 2温度为25~30qC；处理 3温度为20~ 

25qC；处理4温度<15℃。 培养时间为 15d．观察其生长情况 

及成活率。 

1．2．3 空气湿度对非洲菊试管苗移栽的影响试验。设处理 1 

空气湿度为 80％'--90％；处理 2空气湿度为 60％--70％；处理 3 

空气湿度为50％"60％o培养时间为 15d。观察其叶片的萎蔫 

程度、生长势及成活率。 

1．2．4 炼苗与移栽。非洲菊试管苗在瓶内处于光照和温度 

基本恒定、无菌、高湿等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与外界环境差 

异明显。为了增强试管苗的适应性和抗性，提高移栽成活 

率，在其出瓶前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炼苗”。选择健壮、生 

长势强、高度在3cm以上的非洲菊组培苗，接转到生根培养 

基上进行培养。当非洲菊试管苗在瓶中的高度达到5cm左 

右、根长达到 1~1．5cm时，将培养瓶从培养室移至炼苗室进 

行炼苗。炼苗室的温度应控制在 i8~25~C 相对湿度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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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0％。2~3d后将培养瓶封口打开。使瓶内的小苗逐渐适 

应温室的环境，炼苗的时间为 1周左右。试管苗移栽时．用 

镊子小心地将试管苗从培养瓶中取出，洗净附着在根部附 

近的培养基，将苗种植在准备好的栽培基质上。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材料的基质对非洲菊试管苗移栽的影响试验 

不同材料的基质具有不同的水、肥、气、热状况，基质的 

种类不同直接影响非洲菊试管苗移栽的成活率和生长状 

况。由表 1可以看出。移栽在混合基质上的非洲菊试管苗成 

活率较高、生长状况良好，成活率最高可达88％。混合基质 

材料的配比对非洲菊试管苗移栽的成活率基本没有影响， 

此结果与张黎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网。在单一基质上非洲菊 

试管苗成活率较低、生长状况比较差，如移栽在蛭石上的非 

洲菊试管苗的成活率只有43％。由表2可以看出，混合基质 

的配比对非洲菊幼苗生长生物量影响不明显，而单一基质 

上非洲菊幼苗生长的生物量明显降低。分析其原因在于混 

合基质具有良好的孔隙状况．其通气透水性和保水保肥性 

明显优于单 基质 有利于幼苗的生长发育。 
’  

表1 不同基质处理非洲菊幼苗生长状况 

表2 不同基质处理对非洲菊幼苗生物量的影响 

2．2 温度对非洲菊试管苗移栽的影响试验 

温度直接影响非洲菊幼苗的生长，当温度超过 30℃时， 

幼苗的成活率急剧下降，由于温度升高，同时湿度较大，烂 

苗现象严重。温度低于 20℃，幼苗的成活率没有太大的降 

低。但幼苗生长缓慢。由表3可知，非洲菊试管苗炼苗最适 

宜的温度为20-,-30~C。 

2-3 空气湿度对非洲菊试管苗移栽的影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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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豇豆品种比较试验 

黄芸萍 王毓洪 何智龙 马晓婕 

(浙江省宁波市农科院蔬菜研究所 ，浙江宁波 315040) 

为鉴定参试品种的抗病性、丰产性、商品性和利用价 

值。筛选出适合本地区种植的高产、抗病、优质的豇豆新品 

种。2005年我们进行了不同豇豆品种的比较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品种为绿豇 1号、绿豇 2号 、之豇 28—2，其中之豇 

28-2作为对照(cK)。 

1．2 试验方法 

本试验安排在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进行，采用小 

区处理，每处理面积为 16．7m2，每处理均不喷防病农药 ，其 

他同常规管理。各品种于2005年 5月3日进行播种，采用 

地膜覆盖栽培，畦宽 1．5m(连沟)，每畦种2行，穴距 0．25m， 

每穴定植 2株，生育期间主要考查抗病性、产量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抗病性 比较 

2．1．1 白粉病抗病性比较。6月27日我们对参试各品种的 

白粉病发病情况进行了田间调查(见表 1)，结果表明，白粉 

病的抗病性以绿豇 2号最好，株发病率为 11．1％，比对照之 

豇 28—2降低 18．4％，病情指数为 1．39；比对照降低 0．12个 

百分点；绿豇 1号对白粉病的抗性较差，株发病率和病情指 

数分别为 18．9％和 2．35，可能是因为绿豇 1号相比之豇 28— 

2和绿豇 2号长势旺盛，叶片大而多，在相同种植密度的情 

况下，通风透光不好，造成了白粉病的发生。 

表 1 不同豇豆品种白粉病、煤霉病抗病性比较 

2．1．2 煤霉病抗病性比较。6月25日田间调查各品种均未 

见煤霉病发生，7月5日再次调查时发现，参试 3个品种中 

以绿豇 1号的抗病性最强，煤霉病株发病率为 26．4％，比对 

照降低22．4％，病情指数为3．30，比对照降低0．6个百分点； 

绿豇2号虽然田间株发病率为26．5％，比对照降低22．1％，但 

病情指数高达4．68，高于对照 0．78个百分点(见表 1)。 

2．2 产量比较 

田间测产表明，前期产量以绿豇 2号最高，绿豇 1号次 

之，产量分别为 18 231kg／hm2和 16 986．3kg／hm ，分别比对 

照增产42．36％和 32．64％。由于后期持续的高温与干旱天气， 

致使豇豆生长中后期迅速早衰，无法进行准确测产。见表2。 
表 2 不同豇豆品种产量比较 

2-3 商品性比较 

参试的3个品种中。绿豇 1号、绿豇2号均为深绿色豆荚， 

且豆荚较长，分别为58．5cm和 59．Icm，荚条直，不易老化发白， 

较耐贮运，商品性佳，适宜宁波等地的消费习惯。而对照之豇 

28—2豆荚浅绿色，荚条短(53．8cm)，易老化鼓粒，不耐贮运。 

3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参试3个品种中绿豇 2号对白粉病的 

抗性最强，绿豇 1号白粉病发病率最高，可能是因为绿豇 1 

号相比之豇 28—2和绿豇 2号长势旺盛，叶片大而多，在相 

同种植密度的情况下，通风透光不好，造成了白粉病的发 

生。而对煤霉病的抗性则以绿豇 1号最强，株发病率和病情 

指数均低于对照 ；且绿豇 1号、绿豇 2号每花序结荚数多， 

结荚能力强，每株结荚数多，荚条长，产量高；豆荚深绿色， 

不易鼓粒老化，商品性佳。(收稿日期：2006-05-24) 

表3 不同温度对非洲菊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表4 不同湿度对非洲菊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试管苗从瓶中移出，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空气中的湿度 

直接影响试管苗的成活。在移栽后的 lOd内必须覆盖塑料 

薄膜，以防风保湿。由表 4可知，空气的相对湿度应保持在 

90％以上。 

3 结论 

非洲菊试管苗的移栽技术直接影响苗的成活率，影响 

移栽技术的关键因素主要有移栽基质、温度和湿度。试验结 

果表明，草炭、蛭石、珍珠岩混合栽培基质优于单一的栽培 

基质，能明显提高幼苗的成活率和幼苗的生物量；非洲菊试 

管苗移栽最适宜的温度为20~30oC，温度高容易烂苗，温度 

低幼苗生长缓慢；空气的相对湿度应保持在 90％以上最有 

利于幼苗的成活。(收稿日期：2006-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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