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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正交试验设计，研究了吲哚丁酸处理 时间、扦插时期 、扦插苗床和不 同部位插穗 4因子对大果沙 

棘 Hippophae rhamnoides扦插成苗的影响。结果表明，采取嫩枝扦插的最佳方案为 50 mg／kg吲哚丁酸处 

理 12 h、利用无土灰渣苗床、采用带顶芽的半木质化嫩枝插穗、扦插最佳时期为 7月。说明在甘肃秦王川引 

大灌区，以日光温室作为扦插苗床，进行大果沙棘嫩枝扦插快繁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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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果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s为胡颓子科 

沙棘属落叶小乔木或灌木植物[1]，具适应性强、耐 

寒、耐旱、耐瘠薄特点r2]，是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 

失、固氮改良土壤的优良树种之一[3]，也是陡坡地 

发展旱生灌木林的首选树种之一_4]。秦王jil灌区 

有丘陵缓坡地近2万 hrI12，引大工程建成 1O年来， 

目前尚未开发改造。平川耕地的渠、路、林、田正在 

配套完善中，林草覆盖率十分低下。在该区进行大 

果沙棘嫩枝扦插快繁技术研究，并总结推广，对改 

变生态和秃山荒坡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试验 区自然概况 试验设在甘肃中部引大 

(青海大通河)入秦(甘肃秦王JiI)工程主要灌区秦 

王川，总面积 1 000多 kmz。位于北纬 36。13 ～ 

36。53 ，东 经 103。27 ～ 104。21 ，海 拔 1 900～ 

2 300 m，属典型西北内陆性气候；地形为盆地、丘陵 

和沟壑，盆地内主要为洪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 pH 

值8---9I5]。年日照时间2 660~2 768 h，夏季日均日 

照8～9 h，年辐射总量 534．4~557．3 kJ／cmz，光照资 

， ， ， ， ， ， ， 

源丰富，年均温 5．9℃，昼夜温差大，日温差12．7～ 

15．0℃，≥O℃的年积温2 893℃，≥10℃的年积温 

2 226．9℃，平均无霜期 125~175 d。 

1．2试验材料 供试大果沙棘品种为齐棘 

1号，当年生半木质化枝条为插穗。 

1．3试验方法 ， 

1．3．1试验设计 采用 4因素 3水平正交设计， 

试验处理因子与处理水平见表 1。同时，对不同 

处理因素、不同处理因子的生根率和根系数量分 

别进行统计和方差分析。试验插穗全部采用吲哚 

丁酸 50 mg／kg溶液处理，扦插苗床设在日光温室 

内，采用无土灰渣、细绵沙、黄绵土3种苗床处理。 

4．2收获 鲁梅克斯 K一1生物量大，刈割次数 

多，收获占整个劳动力消耗的比重较大，需合理安 

排。当鲁梅克斯 K一1植株高达 70~90 cm即可 

刈割，其后 30~45 d可再次刈割。小面积种植可 

以人工刈割，大面积种植宜采用机械收割，在新疆 

和北京等地使用圆盘收割机收割效率比较高。由 

于鲁梅克斯 K一1蛋白质含量高，含水量大，收割 

后要及时装运加工利用，否则容易发霉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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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土灰渣苗床表层为 20 cm厚消毒细河沙，第 

2层为厚度 10 cm的碎石层，第 3层由10 cm灰渣 

铺成；细绵沙苗床表层为 10 cm厚细绵沙，下层为 

施入 30 000 kg／hm。有机肥的改良黄绵土壤；黄 

绵土苗床为施入 30 000 kg／hm 有机肥的改良黄 

绵土壤 。 

表 1 试 验处理因子殛水平 

处理因子 

水平 吲哚丁酸浸 扦插时间 苗床 

泡时间(A) (B) (C) 

插穗 

(D) 

1．3．2扦插及管理 将修剪好的插条用橡皮圈扎 

成小捆，每捆 25～5o根，及时放入盛有浓度为 

50 mg／kg、深度 3～4 cm的吲哚丁酸容器内，按 

试验设计时间浸泡后进行扦插(表 2)。扦插株行 

距5 cm×5 cm，扦插深度 3．O～3．5 cm，温室内安 

装微喷灌设备，喷雾按天气情况而定。晴天时，依 

据表 2进行水分管理；阴天时，视苗床干燥与叶面 

水膜综合情况来确定喷雾次数和喷雾持续时间。 

表 2 扦插后的水分管理 rain 

2 结果与分析 

2．1不同组合 处理对生根率及根 系数量的 

影响 表3结果显示，组合处理A c】D 的生根 

率和根系数量与其它处理差异显著(P<O．05)；虽 

然 A C2 D2根 系数量与 A。 C2 、A2 (=3 Dl、 

B2 clI)3和 B3 C2 Dl差异不显著(P>O．05)，但 

其生根率与其它处理差异显著(P<O．05)。可见， 

组合处理 A B C D 为最优组合，即半木质化顶 

梢采用吲哚丁酸 50 mg／kg水溶液浸泡 12 h，于 7 

月 15日无土灰渣苗床扦插，其生根效果最好；而 

A B。C。D ，即中部带侧 枝生长点吲哚丁酸 5O 

mg／kg溶液浸泡 12 h，于8月 15日细棉沙苗床扦 

插，其生根效果次之。 

表3 不同组合处理对生根率及根系数量的影响 

注 ：表 中小写字母不 同者差异显著 (P<O．05) Fl司 

2．2不同处理 因子对生根率和根 系数量的 

影响 表4中极差值表明。不同处理因素对生根 

率作用大小排序为：吲哚丁酸浸泡时间>插穗的 

采条部位>扦插时间>扦插苗床；对根系数量作 

用大小排序为：插穗的采条部位>扦插时间>扦 

插苗床>激素吲哚丁酸浸泡时间。 

2．3不同因子水平对生根率和根 系数量的 

影响 表4结果显示，随着吲嗓丁酸处理时间的 

延长，大果沙棘生根率不断提高，吲哚丁酸(50 

mg／kg)浸泡 12 h处理水平的生根率最高；3种不 

同水平扦插时间处理的大果沙棘生根率彼此差异 

显著(P<O．05)；不同扦插苗床水平处理中，无土 

灰渣和细绵沙苗床处理 的生根率差异不显著 

(P>0．05)，但二者与黄绵土苗床处理的差异显 

著(P<O．05)；不同部位插穗水平中，半木质化顶 

梢与其它处理的生根率差异极显著(P-(0．05)， 

中部带侧枝生长点与中部无生长点枝条的差异不 

显著(P>O．05)，即半木质化顶梢的生根率最高。 

吲哚丁酸浸泡时间长短处理对大果沙棘根系 

数量影响不显著(P>0．05)；7月 15日扦插时期 

处理的大果沙棘根系数量显著高 于其它处理 

(P<O．05)}扦插苗床中，无土灰渣处理的大果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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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根系数量显著高于其它处理(P<O．05)，细绵 

沙苗床处理的高于黄绵土苗床(P<0．05)；不同 

部位插穗中，半木质化顶梢处理的大果沙棘根系 

数量显著高于其它处理(P<O．01)，中部带侧枝 

生长点与中部无生长点枝条处理的根系数量差异 

不显著(P>O．05)。 

表 4 不同因子水平对生根率和根系数量的影响 

可见，大果沙棘在甘肃秦王川地区的最佳扦 

插期为7月，8月为扦插适宜期，较好的扦插苗床 

是无土灰渣和细绵沙苗床，木质化顶梢为最佳插 

穗，吲哚丁酸处理可显著提高大果沙棘的生根率， 

对根系数量增加影响不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从试验结果看出，不同处理因子在嫩枝扦插 

中对生根率、根系发育等不同时期的作用效果不 

同，对生根率影响最大的是生长素吲哚丁酸的处 

理时间，吲哚丁酸处理 12 h生根率达 91．2 ，其 

次为插穗的采条部位，再次为扦插时间；对根系发 

育影响最大的是扦插苗床，其次为插穗的采条部 

位，再次为扦插时间。 

试验结果还表明，在甘肃秦王川引大灌区，以 

日光温室作为扦插苗床进行大果沙棘嫩枝扦插快 

繁是可行的 该区利用日光温室作育苗床进行大 

果沙棘嫩枝扦插在 7—8月均可进行，插穗采用半 

木质化带顶梢的枝条，吲哚丁酸处理 12 h，采用无 

土灰渣苗床，效果较佳。由此繁殖的苗木生根率 

最高可达 91 以上，根系发育健全，根系数量最 

多可达 9条，且苗木质量好，出圃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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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ies on the technique of rapid reproduction of Hippophae rhanrno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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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means of 4 factors and 3 levels orthogonal design experiments，we have studied the 

effects on survival rate of tiwg cuttage by 4 factors including IBA、time of tiwg cuttage、seed bed and 

scion woods of different part of plant．The results showed：the survival rate of seeding is improved 

greatly when the half lignification tiwg cuttage with top bud was treated for 1 2 h with 50 mg／kg IBA， 

the most appropriate date is in j uly．In a word，it is feasible to rapidly reproduce Hippophae rhan— 

rnoides by tiwg cuttage in green house in Qinwangchuan，Gan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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