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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芳藤高效低成本快繁技术研究 

付 超 周雪玲 

(两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西安 710018) 

摘要 通过一次成苗培养基试验、降低成本试验、移栽及扦插试验研 究扶芳藤种苗工厂化快繁技术，结果表明：用低浓度激素的一次 

成苗培养基能保证快繁的纯度及苗木质量，同时简化工作程序 ，这种培养方式对经济果木的工厂化低成本快速繁育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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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处干旱、半干旱荒漠区，许多地方处于大沙漠前 

沿、河流下游、地下水位高、盐碱重的地区。扶芳藤为卫矛科 

卫矛属常绿阔叶藤本状灌木，是在干旱区城镇绿化和沙漠治 

理中有极大开发前景的攀援植物。扶芳藤地上枝条生长快， 

爬蔓能力强，根系发达；耐寒，耐贫瘠，在不同立地条件下都 

有较强的适应性 ；扶芳藤能耐一309C以下低温 ，可在含水量 

低于 6％的土壤中生长良好；在土质疏松的砂石地生长好， 

在砂石区 、石灰岩区及火成岩区均能栽培 ，扶芳藤还是优良 

的立地绿化材料和地被植物。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利用组培 

技术低成本快繁扶芳藤这一优良的灌木植物．使其在新疆城 

市绿化和沙漠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选用从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新引进的品 

种。 

1．2 外植体无菌系的建立 

2007年从田间采取扶芳藤的幼嫩茎段，先在加有洗衣粉 

的洗涤液中漂洗，再在自来水中冲洗 1h，然后在超净工作台 

上用刀切成带有2个侧芽的茎段，用75％酒精消毒 lmin，接 

着置于 O．1％的升汞中表面消毒 5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5～ 

8次，接种于 MS培养基中，培养温度 25~28qC，光照 16h／d， 

光照强度 1 500~2 500Lx，从中选出分化正常、萌动早、生长 

速度快、对培养基适应性强的无菌系。 

1．3 一次成苗培养基试验 

对激素配比进行试验，设置 IAA浓度为 0．20mg／L、1，00 

mg／L，IBA浓度为 0．20mg／L、1．00mg／L，NAA为 0．12mg／L、1．00 

mg／L，琼脂 6．5％，蔗糖3％，每处理接种 10株。 

1．4 降低成本试验 

1．4．1 光照强度和 目光照时间对试管苗生长 的影响 。将试 

管苗 置于 2 500Lx和 1 500Lx下在 25,--28~(2进行 24h／d和 

16h／d两种光照时间对试管苗生长影响对比，培养 30d后统 

计结果。 

1．4．2 简化培养基试验。选用不同的培养基对试管苗进行 

组培快繁(见表 1)，每个处理均接种 10瓶，每瓶 20段，30d 

后调查组培苗生长情况。 

1．5 移栽及扦插试验 

1．5．1 试管苗光诱导时间试验。在目光温室内使试管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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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种培养基成分 

堡 
MS培养基(A) 

简化培养基(B 

培养基成分 

蔗糖，蒸馏水 

大量元素，铁盐，3％食用白糖，0．65％琼脂，自来水 

注：培养基 pH值为 5．8。 

光照强度达到2 O00Lx，分别锻炼 lOd、20d、30d，调查试管苗 

锻炼后的生长情况、污染率，移栽到园土，30d后统计成活率。 

1．5．2 扦插快繁试验。取扶芳藤移栽成活的试管苗高枝，剪 

成单叶茎段，浸蘸不同浓度的IAA、IBA，分别扦插于珍珠岩 

和炉渣基质内，每处理 100株，30d后统计生根成活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一次成苗培养基的筛选 

由表2可知，在不附加任何激素的情况下，继代苗不生 

根 ，用 NAA、I从 生根效果明显好于 IBA，在 MS培养基 中 

分别加入 NAA 1．00mg／L和 IAA 1．00mg／L，30d后统计生根 

率分别为90％~g 100％．平均每株发根数分别为4．7条和6．2条 

(见表 2)。 

表2 不同激素组合诱导生根的效果 

2．2 降低成本试验 

2．2．1 光照强度和光照时间对试管苗生长的影响。由表3可 

知，在 2 500Lx光照强度下，每天 16h光照试管苗除生根率 

稍低于 24h光照外 ，平均株高 、平均节长 、增值 系数均优于 

连续光照处理：在 1 500Lx光照强度下试管苗的生长情况也 

类似，光照时间一定，1 500Lx光强下试管苗的生长优于2 500 

LX处理。因此在光强 1 500Lx和 16h／d条件下培养试管苗较 

为理想 。 

2。2．2 简化培养基试验。由表 4可知，2种培养基在苗高 、径 

粗、叶片数及成株率等指标上无显著差异，在温度 18~25~C、 

光强 2 O00Lx和 16h光照条件下 ，30d都可以发育成正常的 

小植株，且均表现生长旺盛，叶大色绿。但从培养基成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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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种混交比例下生物量情况 

2．2 林下植被生物量及其分配 

从图2可以看出，混交林中林下植被的生物量比马尾松 

纯林的低，马尾松纯林中林下植被生物量高达 2．978t／hm 。 

这主要是由于马尾松为强阳性树种，纯林林冠稀疏，林下光 

照较充足，导致林下植被生长旺盛，生物量较高。而在混交 

林中由于一些较耐阴树种的介入．马尾松和阔叶树形成的林 

冠郁闭度较大，生物量降低，林下光照及营养相对较弱。 

3 结论与讨论 

5种混交林比例的马尾松混交林生物量(除比例小于 

20％的 )均 比马尾松纯林 高 ，分别 为 246．485t／hm2、281．583 

t／hm 和 273．946t／hm 。而马尾松纯林的乔木总生物量为 

232．657t／hm2。因此，马尾松与阔叶树混交能够促进森林生 

物量的提高。 

尽管混交林和纯林中物种数量基本一致，但混交林中林 

下植被层生物量却明显低于纯林，表明在混交林中林下环境 

嘲 

刊 

81-1oo 61~8o 41~6o 21—40 1 

混交比例∥％ 

图2 5种混交比例林下植被生物量情况 

较为阴暗，抑制了林下植被的生长。因此 ，在对混交林的管 

理中，应当注意及时人工去除上层枯枝，增加光照强度 ，从 

而利于促进地下植被生长及生物多样性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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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光照强度与光照时间对扶芳藤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看，B配方折算金额最低 ，运用B培养基不影响苗的质量， 

而且显著降低成本。可在扶芳藤工厂化繁育中应用。 

表 4 不同培养基扶芳藤生长情况及培养基成本核算 

2．3 移栽试验 

2．3．1 试管苗光诱导时间对移栽成活率的影响。从表 5可 

看出，试管苗诱导时间对移栽成活率影响极大，随着光诱导 

时间的增加，试管苗污染率有所上升 ，但苗增高度、成活率 

呈增加趋势，且叶色由绿增至深绿，其中诱导30d试管苗茎 

杆粗壮、叶大、叶色浓绿。表现出露地苗的生长状况。 

表 5 自然光照时间对扶芳藤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光照时间／／a 污染率∥％ 苗增高∥cm 叶色 成活率∥％ 

2．3．2 扦插快繁试验。试验发现在炉渣内扦插扶芳藤茎段， 

IAA和IBA两种激素处理的苗基部均发生腐烂现象，生根率 

不高，而在珍珠岩中效果较为理想，尤其是 I从 1．00mg／L处 

理 ，30d后生根率达 85％以上。 

3 结论与讨论 

在组培快繁过程中，如果继代次数过多，容易造成优良 

种性变异，而且幼苗细弱，影响成活率，而用低浓度的生长 

素和细胞分裂素的一次成苗培养基能保证快繁的纯度及苗 

木质量 ，同时简化工作程序 ，这种培养方式对经济果木的试 

管苗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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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量分析 

变异来源 由 
5 

2 

1O 

17 

平方和 均方 F Fm 
3-33 

4_1O 

Fn【】1 

5．64 

7．56 

处理间 
区组间 

误差 

总合 

156 952．94 31 390．58 79．52} 

3 347．31 1 673．65 4．24* 

3 947．24 3 94．72 — 

164247．50 一 一 

注： 差异显著；# 差异极显著。 

液可以在生姜生产上大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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