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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桉 8号组培 苗移栽与扦插扩繁技术 

汤勇华 

(霞浦县林业局，福建 霞浦 355100) 

摘要：对赤桉 8号组培瓶苗的移栽、采穗圃营建、扦插育苗等元性 系扩繁 系列技术进行总结探 讨，为 

培育桉树优质壮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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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桉 8号组培苗根芽齐全、根系发 

达，造林成活率较高，生长迅速，可以 

直接上山造林 ，但组培技术操作要求严 

格且成本较高，因此目前国内的生产单 

位通常使用组培方法培育扦插母株，营 

建采穗圃，通过扦插扩大繁殖生产大量 

无性系苗木营建速生丰产林。2004年 

开始，霞浦县林业局小沙苗圃进行赤桉 

8号等无性系苗木繁育生产，通过实践 

摸索，掌握了赤桉 8号无性系组培苗移 

栽、扦插扩繁等技术，现总结如下。 

1、组培瓶苗的移栽与炼苗技术 

生根培养 30d后，小苗茎部木质 

化，叶片舒展，叶色浓绿，茎轴伸长， 

应及时洗苗移植。移栽基质可采用：① 

红心土，②采用红心土加糠灰 (3： 

1)，③ 红 心 土 加 火 烧 土 (70％ ： 

30％)。移栽基 质混合 均 匀后，装 人 

8em×12em的薄膜营养袋 内，基质经 

0．2％高锰酸钾消毒。 

移栽时可先将 瓶盖打开炼苗 3～ 

4d，再洗苗、移植。洗苗时，将瓶苗倒 

扣于掌心，轻轻放人清水中洗净培养 

基，再用 0．1％高锰酸钾消毒。移栽在 

覆盖塑料薄膜的大棚里，每袋移植 l 

株。移植时截除超过 3em长的部分根 

系，移栽后随即浇水，使苗木根系和基 

质紧密结合，移后覆盖薄膜保湿，每 

3d喷 1次多菌灵或代森锰锌药液。移 

栽后 ，5天内不能掀掉薄膜 ，保证拱棚 

内温度在 2O一3O℃，湿度达 90％ 以上， 

晴天及强光照天气。应加盖 75％的黑 

纱网，避免阳光直射，防止苗木日灼。 

如发现有病死植株，应及时拔除。 

组培苗经5天薄膜封闭培养后，打 

开薄膜 ，以后每天喷水 2—3次，保持 

叶面有雾状水珠。移后 5-7d左右 ，可 

揭开薄膜，每 日喷水 3～5次或更多次。 

每星期喷药防病 1次 (用 1000倍多菌 

灵或托布津消毒，以后每星期用 800倍 

百菌清与1000倍多菌灵交替喷淋消毒) 

和用2％ 一3％复合肥液浇施 1次。若 

出现蛾类等幼虫危害，可喷洒 40％氧 

化乐果乳油 1000～2000倍液或 20％杀 

灭菊酯 2000～3000倍液。移栽 30d后 

检查，小苗平均成 活率达 9o％ 以上。 

随后，应进行炼苗，炼苗设施十分简 

单，选择平整、光照好 、排水充分的空 

地即可，面积大小视育苗数量而定。大 

面积育苗时须安装 自动喷灌设施，保证 

苗木有充足水分供应生长。如不及时搬 

出大棚炼苗，易导致小苗徒长，苗茎细 

弱木质化差，易导致病害的发生。当苗 

高达 10em时，叶片3～4片以上 ，可用 

于营建采穗圃；当苗高达 15era以上， 

叶片 4～5片以上时可成为商品苗出售。 

2、采穗圃营建与管理技术 

组培苗高约 10em，下部叶片保留 

的组培苗即可作采穗母株。采穗圃种植 

密度 约 2万彬 亩 (苗 间距 15era × 

20era)，定植后浇定根水。采穗母株种 

植后苗高长至 25era左右时，可从离地 

4～6em左右基部能保留 2～3对小叶处 

剪断主稍 (打顶)。约 1O～15天后， 

留桩萌发的苗条可长至8～10em、具3 
～ 5对左右小叶，此时即可采集半木质 

化穗条进行扦插，以后留桩继续萌发反 

复剪取穗条。为防止萌芽条徒长，淋水 

要适时适量。萌条生长期适当少淋水， 

使其木质化，准备采穗前2天内适当多 

淋水。母株进人采条期，每月追肥 1 

次。施肥与采萌条应相隔4天以上，采 

条前一周内不要施肥 ，否则会影响插条 

生根率。肥料以复合肥或有机肥为主。 

不可单施氮肥。以免引起萌条含氮过高 

徒长、易发生扦插后插条腐烂等现象。 

另外，要注意利用水肥条件控制母株萌 

枝的幼化程度以及病虫害的防治。采稳 

母株一般连续采条 2年左右就出现母株 

长势衰弱、萌芽条减少、萌条质量差的 

现象，此时采穗圃应及时报废。否则， 

如继续采条 ，所育苗木易 出现生长衰 

退。 

3、扦插技术与管理 

赤桉8号一年四季均可进行扦插， 

尤以秋末、春初最好。扦插前，将基质 

分别装人8×12em塑料营养袋中，摆 

放成苗床，扦插前一天用0．1％高锰酸 

钾溶液消毒。扦插在扦插大棚内进行， 

采穗圃剪取的半木质化穗条，长度为7 

～ 10em。含3～5对叶片，制穗时去掉 

基部一对叶子和腋芽。由于穗条的叶片 

和枝条被茸毛。所以扦插前先用 0．1％ 

多菌灵浸泡5rain。然后将插穗基部2～ 

3em蘸生根剂 (ABT1#600 nag．L一1与 

滑石粉搅拌成米糊状)或将插穗基部 

浸人配制好的 ABT 1号生根粉 1000倍 

溶液中，处理时间为2h。之后即可进 

行扦插，扦插采用直插法，即将穗条坚 

直插入容器基质中，扦插时基质要湿 

润，插前先用小棍子打一个引导孔，大 

小比插条直径稍大，然后将经消毒处理 

并沾上已配置好的生根剂的插条插人容 

器中，深度约为2～3em，插穗扦插后 

随即浇水，使插穗基部和基质紧密结 

合。扦插后，用竹片搭建拱棚，覆盖上 

遮光率为 75％ 的遮荫 网和塑料薄膜； 

第 3天开始喷洒除菌剂 (0．1％托布津 

或多菌灵)，以后每周喷一次。扦插拱 

棚内的温度控制在 25~C左右，空气相 

对湿度控制在85％ 一90％。每天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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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农林业发展现状及其应 用概况 

周敦强 

(福建周宁县林业局，福建 周宁 355400) 

摘要：概述了复合农林业崛起的历史背景及概念的演绎过程，概要介绍了混农林业在世界范围的应用 

情况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混农林业 发展状况 应用前景 

1 混农林业发展的背景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由于石油及 

化工工业的快速发展，传统农业迅速实 

现了现代化，农产品产量得到大幅度的 

提高，但也给人类带来了负效应。因 

此，迫使人们去寻求农业丰产与生态环 

境 良性循环 的发展道路。在发展 中国 

家，为满足大量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在 

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的国情背景下，无 

力走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道路，因而不 

得不拓展生存空间、改变土地利用结构 

等粗放经营方式来维持国民生计。其主 

要途径就是减少林业用地、扩大耕地面 

积，以达 到增产、解决粮食危机的 目 

的。而森林资源是生态系统的主体，林 

业在整个大农业生产中起着改善生态环 

境，促进粮食增产的重要作用。这种毁 

林造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 

道路从长远来看是得不偿失的。在不破 

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农业生 

产的持续发展，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 

要任务。 

混农林业被视为一种土地综合利用 

体系，正在深入研究、推广应用，在农 

业生产和生态建设上已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随着生态学原理渗透到各个领域 ， 

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农业、生态林业和 

混农林业是农业和林业的发展方向。 

2 混农林业的概念及演绎过程 

在发展中国家，要想确保粮食供应 

的同时又不断地营造森林，就必须要考 

虑建立农业与林业的综合体系，所谓 

agroforestry一词由此而来的，并且它作 

为一个新概念已开始为人们所使用。 

混农林业 (agroforestry)最初的定 

义是由曾经担任过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 

事和ICRAF第一任主席的King及其同 

事在 1968年给出的，即 “混农林业是 
一 种适合当地栽培实践的经营方式，是 

在同一土地单元内将农作物生产与林业 

和 (或)畜牧生产同时或交替地结合 

进行，使土地的全部生产力得以提高的 

持续性土地经营体系”。ICRAF经过多 

年的研究与讨论 ，于 1982年定义 agro- 

forestry是一种土地利用系统和工程应 

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 

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 

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 

问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 

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 

的相互作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又有 

众多的学者分别提出各自的看法。美国 

学者则把防护林、薪炭林和经济林都包 

括在混农林业范畴之内，且着重于提高 

边际土地的生产力和保持水土。P．K． 

R．Nair(1984)指出，混农林业是一种 

土地综合利用形式，即有意识地将林木 

或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作物或畜牧业结 

合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综合整体，这 

种经营方式谓之混农林业。我国学者熊 

通气约 3—4次，以保持插穗叶片有雾 

状小水珠、基质保持湿润不积水为宜。 

待80％插穗生根 (约 30d)后，减少 

喷水次数，延长喷水时间，以保持基质 

湿润为宜；每周施 0．2％ 一0．3％复合 

肥]，浓度逐渐提高，促进苗木生长。 

文愈认为，按照农、林、牧、渔、副各 

业的特点，根据生态学的原理和时空排 

序，将其全部或部分组合成为人工生态 

系统，进行综合经营管理，使之发挥巨 

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称为混农 

林业系统。1988年，Yong也陈述 了 自 

己的观点：“混农林业作为一种土地利 

用技术和制度的集合名词，是有目的地 

把多年生木本植物 (乔木、灌木 )等 

同草本植物 (农作物、牧草)和 (或) 

畜牧业经营同一土地单元，并采取统一 

或短期相同的空间配置、轮作等耕作措 

施；在混农林业系统的不同组分只存在 

着生态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相互作用”。 

这一观点当时为国际上多数学者广为认 

同。 

进入20世纪9O年代，随着可持续 

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 

Lundgren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混农林 

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 

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 

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 

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 

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 

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 

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 

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 自然资源的 

可持续生产力 ，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 

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 

为更好地适应资源与环境持续管理 

扦插后 (一般夏季2O天，冬季3O 

天左右) 当插穗生根萌芽，生长稳定 

时，将扦插苗移到室外，同时去掉病、 

死株，并进行苗木分级后将成活苗移至 

全光照炼苗区继续培育。其间生长环境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精心管理才能 

形成良好的扦插苗。在管理过程中，每 

天要保持充足的水分。如水肥管理得 

当，6o天即可培育成合格造林苗，出 

圃时苗木高 15—20era，顶端优势明显、 

顶芽完好 、主干粗壮、根系发达、高径 

比协调、色泽正常、无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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