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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辣木种子消毒后，剥壳后接种在Ms培养基上，10天能萌发，种子萌发率达79％。适合辣木种子的消毒方 

法是：双氧水浸种6～8 h，清水洗净，0．1％升汞消毒25～40 min；室温下，发芽种子的茎段在MS+6-BA 0．1mg／L+KT 

0．5mg／L+蔗糖30％+琼脂6g／L的培养基上诱导产生不定芽，繁殖系数在6倍以上；不定芽切割后在 MS+6-BA 0．6rag／ 

L+NAA 0．1mg，】 蔗糖 30％+琼脂 6g／L继代增殖，增殖倍数可达 5．8倍；生根诱导在 1，2 MS+IBA 0．05-0．5+蔗糖 15％+ 

琼脂6g／L培养基上均能获得健壮的生根苗，生根率达80％vX上，IBA 0．1mg，L时，达98％；移栽苗圃成活率可达80％。 

辣木各阶段最佳的 PH值范围是 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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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木 (Moringa Ole ra Lam)，又称鼓槌树(Drumstick 

tree)，为辣木科(Mofingaceae)、辣木属(Mo~nga Adans)植物， 

多年生速生乔木树种。辣木的原始栖息地在印度西北部的喜 

马拉雅山南麓，现广泛种植于亚洲、非洲和中美洲的30多个 

热带、亚热带国家和地区fl1。辣木种子圆形、褐色，其上有 3个 

纸质自翼，剥开外壳可看到乳白色的种仁。辣木用途广，经济 

价值高，是一种多功能的经济树种。其叶、果荚、种仁含有丰 

富的维生素、纤维、蛋白质、矿物质、钙 镁、磷、钾等许多人体 

所必须的元素。在印度，辣木的叶、花、果荚均是很普遍的蔬 

菜。辣木叶子中所含的糖苷类化合物具有降低血压的功能。 

叶子晒干后磨成粉可当牛奶冲喝，1天3汤匙，可以提供一个 

儿童每天所需的营养物质。果荚可作驱虫剂，也可治疗肝、脾 

疾病和关节炎。树根、树皮、树脂都可用于治疗某些疾病。在 

亚非拉美洲的传统医学中，辣木早已被广泛地利用着。 

辣木被西方科学界形容为 “植物界的超人”、“奇迹之 

树”，13本人称它为“不可思议之树”，在非洲东部还被称为 

“母亲最好的朋友”，被世界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推广项目之 

一 fl】
，由于辣木神奇的功效和潜在的市场价值，种植辣木的地 

区越来越多，传统的种子育苗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翻。近几年， 

我国台湾省、海南省和云南省已开始大面积引种辣木。良种 

是引进发展辣木的重要基础，开展辣木离体培养可以解决引 

种初期面临的种苗缺乏问题，为进一步推广辣木提供优质的 

种质资源。在辣木的原产地，由于辣木资源丰富，主要采用常 

规的种子繁殖和扦插繁殖，也有少数进行芽接的。在组织培 

养方面，国内仅有一篇关于此方面的报道瞄。但利用辣木种子 

产生丛生芽的微繁殖，至今国内外尚未见报道。辣木种子适 

宜随采随播，发芽率随储存时间的延长而降低阁，利用种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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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快速繁殖，不仅有利于辣木种质资源的离体保存，而且保持 

了种子的变异性，有利于品种改良[41，为选择提供更多的材 

料。由于辣木生长迅速，在适宜的培养基条件下更是如此，在 

短期内可以得到大量整齐均匀的健壮种苗，因此辣木离体繁 

殖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使实现种苗商品化生产成为可能。 

据此，本研究探讨了辣木种子的消毒方法，不定芽诱导、增殖 

和生根培养基中不同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方，以期筛选 

出最佳的培养基配方和培养基程序，为辣木的快速繁殖提供 

参考。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 

从印度引进的优良的辣木种子。 

1．2方 法 

1．2．1初代培养 

1)辣木种子的预处理：选择饱满无皱缩的辣木种子，去掉 

纸质自翼，清水轻轻洗干净后，双氧水(15％)浸泡6～8 h。 

2)消毒剂的选择：比较不同消毒剂(0．1％升汞 30min、 

0．2％升汞 20rain、漂白粉 20min、75％酒精 0．5rain+0．1％升汞 

25rain、高锰酸钾25min)的消毒效果，统计其结果，找出最适 

宜的消毒剂。 

3)最适消毒时间的探索：找到最适的消毒剂后，比较不同 

消毒时间(15，25，40，60，80 min)的消毒效果，探索种子较理 

想的消毒时间范围。 

4)消毒完成后置于无菌操作台上，无菌水冲洗4～5次， 

每次5mim，用干燥的无菌滤纸吸干种子表面的水分后待用[51。 

辣木种子发芽培养基采用MS+3Og／L蔗糖+6g／L琼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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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不定芽或腋芽的诱导。将辣木发芽得到的无菌苗剪成两 

段，接种在诱导培养基中(同一颗苗的两段接种在同一个培 

养瓶中)，诱导不定芽或腋芽的产生。 

1．2．2．1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辣木茎段诱导的影响。将 6-BA 

(0．2，0．5，0．8)；NAA(0．2，0．5，0．8)；KT(0．2，0．5，0．8)分别用于诱 

导辣木不定芽的发生，以筛选适宜的种类与浓度。试验测定 

指数为芽平均繁殖系数和平均芽长。15天后统计平均繁殖系 

数(诱导后的芽数，诱导前的芽数)及平均芽长。 

1．2．2．2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对辣木茎段诱导的影响。辣木茎 

段诱导除了做以上处理外，为了探索不同种类生长调节剂及 

其浓度配比对辣木茎段诱导的影响，根据预处理试验和相关 

资料鞠，设计以下处理(见表 1)。 

表 1 不同种类生长调节剂及其浓度配比 

序号 生长调节剂用及其浓度配比 

MS+NAAO105+6一BA0．1+K1、0．5 

MS+NAA0．2+6一BAO．2+KT1．5 

MS+6_BAO．1+K1、0．5 

MS+NAA1．O+6一BAO．5+KT510 

MS+NAAO．5+6一BA1．O+KT5．O 

1．2．3继代增殖。诱导的不定芽数量少，不能满足大量繁殖的 

需要，将诱导的单芽或丛生芽转接到继代培养基上，根据芽 

的增殖情况来筛选适合辣木继代增殖的最适培养基。 

本试验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琼脂6g／L，蔗糖30g／L，以细 

胞分裂素 6-BA和生长素 NAA作供试因子，设置 6_BA 

(03，0．6，0．9，1．2mg／L)4个水平，NAA(0．01，0．05，0．10，0．50mg／L)4 
-~-7J~~，共组成16个处理。研究两者配合使用的综合效应。 

1．2．4生根培养基。将增殖形成的1-2cmr6t~右的健壮小苗接 

种到生根培养基上，以 1／2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生长调节 

剂 NAA(0．05，0．1，0．2，0．5mg／L)，IBA(0．05，0．1，0．2，0．5mg／L) 

和空白对照，15天后观察根的生长情况，统计平均生根率，平 

均根数和平均根长。 

1．2．5炼苗移栽。材料：瓶内带根健壮的辣木苗；炼苗：将瓶苗 

置于露天下放 1周，打开瓶盖放 1周，取出试管苗，在自来水 

下冲洗干净根部的琼脂，浸入 1 000倍的多菌灵消毒 20 s，取 

出用湿毛巾包裹滤掉水分，移栽到不同基质中(见表2)，移栽 

前，所有基质经过消毒 ，常规管理，30天后统计其成活率和 

生长情况。 

表 2 移栽基质及其成分 

1．3培养条件 

均为培养室的自然光照和室温，培养基均为MS，附加 

蔗糖 30g／L(生根培养基 1／2MS，蔗糖 15g／L)，琼脂 6 g／L， 

调节pH值 5．8，设3次重复，且每个处理中材料数均为30 

个 以上。 

2结果与分析 

2．1初代培养 

2．1．1不同的消毒剂对辣木种子消毒的影响。由表3可知：5 

种消毒方法均能达到一定的消毒效果，使用漂白粉和高锰酸 

钾时，污染较严重，污染率分别高达53．3％和38．9％。污染情 

况都是在种子周围出现一层白色不透明的物质，据观察是来 

自于种子内部的一种分泌物。升汞消毒的污染较轻，但同时 

考虑到发芽率，只有 0．1％升汞消毒的发芽率较理想，达 

79．4％。用0．2％升汞和75％酒精+0．1％升汞消毒，污染率虽低 

但死亡率太高，达50％。综合考虑各种指标，辣木种子消毒的 

适宜消毒剂是0．1％升汞。 

表 3 不同消毒方法的消毒效果 

2．1．2消毒时间的探索。找出种子最适宜的消毒剂后，比较 

0．1％升汞(15，25，40，60，80 min)的消毒效果，探索种子的极 

限消毒时间，15天后统计结果(见表4)。 

表 4 不同消毒时间的消毒效果 

由表4可知：随着消毒时间的延长，污染率逐渐降低，死 

亡率不断增加，80rain时已杀死一半以上的种子，发芽率仅 

36．5％；25rain和40rain时消毒效果较理想，死亡率分别为 

5．3％和13．9％，发芽率分别为78．9％和70．3％。故选择0．1％升 

汞消毒 25rain，消毒效果最理想。可以看出，从 25～40rain，随 

着时间的延长，污染率稍降低，但死亡率不断提高，且比污染 

降低的幅度大，降低了辣木的发芽率。综合考虑各种指标，辣 

木种子适宜的消毒时间范围是25,,,40rain。 

2．2不定芽诱导 

选取健壮无污染的辣木苗，剪成两段，用于诱导不定芽或 

腋芽发生。 

2．2．1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辣木(茎段)诱导分化。通过观察发 

现，上段茎尖诱导产生腋芽，5天后腋芽开始萌动；下段带种 

子的茎段，3天后开始膨大，长出少量愈伤组织，10天后就长 

出大量不定芽，有单芽也有丛生芽。统计20天后的诱导情况 

并作分析(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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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坐标为芽增殖系数，横坐标为生长调节剂浓度(mg，L) 

图l 不同处理对芽增殖系数的影响 

囵 

由图1看出，随着6-BA浓度的提高，其平均繁殖系数也 

逐渐提高，到0．8mg／L时达到最高5．44倍；随NAA浓度的提 

高繁殖系数却逐渐降低，最高时也不足3倍；KT随着浓度的 

提高芽增殖系数也逐渐降低。说明：6一BA x?-i~导辣木不定 

芽的效果比较好，浓度为0．5mg／L，0．8mg／L时的增殖系数都高 

于其它两种生长调节剂的诱导效果，0．8mg／L时的诱导效果最 

好。NAA和KT诱导的效果相对差些。 

网  l
霸NAAl 巨兰：I 

纵坐标为平均芽长，横坐标为生长调节剂敬度(mg／L) 

图2 不同处理对苗平均伸长量的影响 

由图2看出，6-BA和NAA诱导出不定芽的平均长度与 

对芽增殖系数的影响正好相反。当6-BA浓度升高时，诱导出 

的平均长度却呈下降趋势；当NAA浓度升高时，芽的平均长 

度呈上升趋势；随KT浓度升高，芽平均长度呈上升——下降 

的倒v字型。6-BA对芽长的诱导效果与增殖系数正好相反 

说明它更有助于腋芽由顶端优势的抑制下解放出来，更有利 

于芽的增殖。 

2．2I2生长调节剂配比对辣木诱导不定芽的影响 

表 5 诱导及分化培养基 

由表5可知，辣木茎段在以上 5种培养基中，3天后，基 

部肿大，产生少许愈伤组织。20天后可以观察到，不同配比的 

5种培养基均能诱导不定芽的产生，不同处理的茎段开始出 

愈时间差异不大，3号处理，出愈最早，增殖倍数最高，达 6 

倍，处理 1、5效果较明显，都达到平均3．5倍以上，而处理 2、 

4都不足3倍。茎段丛生芽的诱导与6一BA和 KT密切相关， 

KT浓度过高，对辣木增殖不利。同时低浓度的6-BA和NAA 

配合适当浓度的KT对茎段的诱导起着较好的作用，但是试 

验结果表明，不添加NAA，MS+6一BA0,I+KT0．5时效果更好。 

2．3 6一BA和NAA配合zl-t,木继代增殖的影响 

许多研究证明 ，各种激素在发挥作用时并不是孤立的， 

各种激素之间，外源激素与内源激素之间的比例，形成了对植 

物生理活动的调控。嫩茎的形成与增殖不仅取决于激素的浓 

度，还取决于激素之间的相对比例。因此，在微体繁殖中，探讨 

各个阶段最佳的激素配比是十分重要的。 

本试验以6一BA和生长素NAA作供试因子，分置4个水 

平，共组成 16个处理，重复4次，统计 20天后平均增殖倍数 

及平均芽长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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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6-BA-NAA配比对辣木增殖系数和嫩茎长 

对表6增殖倍数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7。 

6 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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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增殖系数方差分析 

由表7方差分析可以看出，6-BA各水平间达到了差异显著 

水平，NAA各水平间也达到了差异显著水平，6-BA与 NAA 

的互作效应不显著。对6-BA和NAA需要进行多重比较(见 

表 8、9)。 

表 8 6一BA内部差异比较 

注：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表 9 NAA内部差异比较 

注：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6～BA以浓度0．6mg／L最好， 

增殖系数平均达到了4．5，其次是 0．3mg／L，二者差异不明显， 

再次是 0．9mg／L，1．2mg／L时增殖系数最低 ，后二者与 0．3的 

差异不显著，但与0．6之间差异显著。所以从总体上看来，BA 

浓度在 0．3~0．9mg／L之间都有利于增殖，增殖系数均在3．3 

以上。NAA浓度以0．05mg]t为最好，增殖系数平均达到了 

4．3，其次是 0．1mg／L，再次是 0．01mg／L，三者差异不显著，以 

0．5mg／L效果最差，与前三者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因 

此，从总体上看，NAA浓度在0．01—0．1mg／L之间都适宜，增殖 

系数在3．6以上，试管内分生苗生长也很正常。处理间比较， 

以处理 10为最好，最佳组合是 6-BA0．6mg／L+NAA0．05mg／L， 

6-BA／NAA比值为6：1，平均增殖系数达到了5．8，其次是处理 

7、处理 5、处理 1、处理 6等也较好，繁殖系数均在 4．4以上， 

相互之间的差异不显著，激素浓度与 6-BA、NAA各自多重比 

较的结果一致。 

6一B 卜 NAA配合对嫩茎长度的影响差异较显著，以6一 

BA0．3mg／L+NAA0．01mg／L组合最好，此时，6-BA／NAA的比值 

为30：1，嫩茎长度最高达到了 1．29cm。但 6-BA各水平间、 

NAA各水平间以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差异都不显著。6-BA与 

NAA配合使用时对嫩茎长度的影响，总的变化趋势是，嫩茎 

长度随BA浓度的升高而降低，随NAA浓度的升高而升高， 

但6-BA与NAA浓度太高，对嫩茎的生长又起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在试验所确定的浓度范围内，增殖系数和芽长 

都有一定的变化规律，适应的激素浓度范围比较宽，但极值点 

不同6-BA与NAA配合使用与单独使用效果不同，配合使用 

的综合效果更为有效。获得最大嫩茎数量的6-BA／NAA比值 

为6：1，获得嫩茎最大生长量的激素比值以30：1为好。一般来 

说，在诱导和增殖阶段，以较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配合低浓度 

的生长素，而在生根阶段，则以低浓度的细胞分裂素与高浓度 

的生长素搭配较好。这些说明了在一定激素浓度范围内，适 

当提高 6-BA／NAA比值可获得较大的增殖系数，适当降低该 

比值可以提高嫩茎长度，即有利于促进嫩茎增长。 

总之，对辣木而言，嫩茎的增殖对激素浓度有一个较宽的 

适应范围，培养基为 MS+6一BA 0．3—0．9mg／L+NAA 0．01— 

0．1mg／L时都能促进组培苗的增殖，其中最适合的培养基为 

MS+6-BA 0．6mg／L+NAA 0．1mg／L时，增殖系数可达5．8，同时 

增殖苗质量较高，激素再增高虽然有利于嫩茎增殖，但当激素 

浓度超过一定范围时，增殖变化不再明显，反而会对嫩茎的增 

殖有抑制作用。 

另外，嫩茎的形成和生长，不仅取决于 6-BA／NAA的比 

值，而且还受制于各自绝对的添加量。6-BA／NAA比值相同 

时，绝对量不同，效果也不同。如比值为6：1时，当0．3／0．05 

时，嫩茎数及嫩茎长度为4．4和 1．20era，而0．6／0．1时，嫩茎数 

和嫩茎长度则为5．8和0．94cm。 

2．4生根培养 

把辣木小苗接种到生根培养基上培养，发现辣木容易诱 

导生根，不同浓度的IBA，NAA均能诱导生根。由表 10可知， 

在IBA浓度为0．1mg／L的时候，生根率最高，达到 98％，根白 

色，粗壮，须根 4—5根；0．5mg／L时，生根率虽低，但须根数量 

多，平均达7根以上。NAA诱导，生根率随着浓度的提高而降 

低，NAA浓度为0．5mg／L时，生根率仅为40％且根数少，平均 

根数为2，不利于移栽成活。 

表 10 不同浓度的 IBA和 NAA对辣木生根的影响 

注：生根指数=平均根长×平均生根数×生根率 

2．5炼苗移栽 

生根瓶苗经过炼苗 1~2周后，移栽到不同基质中，常规 

管理，30天后统计其成活率，结果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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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移栽基质对辣木试管苗成活率的影响 

以上移栽基质中需要消毒处理(新鲜的河沙可直接使用)， 

移栽前喷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000倍液，试管苗也用一定 

浓度的多菌灵溶液浸泡20s，移栽时先用树枝在基质上插一小 

孔，再将辣木苗轻轻放人小穴中，注意不要伤到根，若小苗叶子 

太多，也可用剪刀轻轻剪掉少许叶片，以减少蒸发量，提高苗木 

成活率。从表 10可以看出，土：砂=1：3的基质中辣木的移栽成 

活率较高，达80％，在红壤中，移栽效果最差。 

3结论与建议 

1)辣木种子消毒是实验成功的第一步，种子消毒的适宜 

方法是 0．1％升汞消毒25—40min，用双氧水浸种也是影响种 

子消毒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辣木种子的污染是由 

其分泌物造成的，建议更进一步弄清该物质的成分，以便采 

取相应的措施降低污染率。 

2)辣木无菌苗的茎段，容易诱导产生不定芽。NAA、6一BA 

和 KT 3种激素，单独使用，均能诱导辣木产生不定芽，但 6一 

BA的作用效果最好，0．5m~／L时平均繁殖系数为4．84，0．8mg／ 

L时繁殖系数在5以上，且随着6_BA浓度的提高，繁殖系数 

有上升的趋势；6一BA和 KT配合使用，也能很好地诱导辣木 

产生不定芽，6一BA 0．1mg／L+KT 0．5mg／L时，繁殖系数在6以 

上。因此，诱导分化阶段适宜的培养基为：MS+6一BA 0．8mg／L 

+3％蔗糖+琼脂 6g／L和 MS+6一BA 0．1m ／L+KT 0．5mg／L+3％蔗 

糖+琼脂 6dL，形成不定芽所需时间短，丛生芽数量多，质量 

高，愈伤组织较少。 

3)在继代培养时，提高增殖倍数是其重要的任务之一， 

也是降低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验结果表明：6-BA和NAA 

配合使用时，6一BA 0．3—0．9mg／L+NAA 0．01—0．1mg／L均能达到 

较好的增殖效果，增殖倍数都在3倍以上。但最适宜的继代 

培养基配方是MS+6一BA 0．6mg／L+NAA 0．1mg／L+3％蔗糖+琼 

脂 6g／L。由于辣木生长非常迅速，消耗营养也快，建议20天 

左右换一次培养基，若长时间不换，会导致叶片发黄脱落，影 

响辣木增殖。 

4)生根培养时，IBA和NAA在适宜的浓度范围内(0．05、 

0。l、0．2、0．5 mg／L)均能诱导生根，且生根率较理想。但IBA诱 

导，以0．1mg／L为最好，根的诱导率达到98％，须根的数量多； 

NAA诱导的根较细，数量很少，随着NAA浓度的提高，生根 

率降低，以0．05 mg，L为好，根的诱导率为80％。为了取根时 

方便，建议生根培养基可适当减少琼脂用量，使培养基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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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一些。 

5)辣木在移栽前，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炼苗，炼苗时间的 

长短影响着辣木的移栽成活率，炼苗时间太短，苗仍然难以适 

应外界的环境，会导致移栽成活率降低；时间太长，瓶苗容易 

污染，严重影响辣木的成活，故掌握适宜的炼苗时间，是辣木 

移栽成活率的关键。 

6)辣木的移栽成活率还不太理想，主要是辣木的根比较 

细弱，在取出清洗和种植的过程中易受损。辣木种植忌水浸， 

红壤保水能力太强，透水透气性差，不适宜种植辣木；建议使 

用土：砂=1：3的基质或混合基质，既能保持一定的水分又具有 

较强的透水透气性；花盆种植时，可在白天温度高时罩上塑 

料袋，以保持一定的湿度。 

7)本试验只是综合其它植物组培的经验 ，初步探讨了 

辣木组培各环节的适宜培养基组合。仍遗留有不少问题有待 

深入探索，如外植体类型单一，没有对不同类型的培养基进行 

比较和选优，继代增殖也仅限于不定芽分化一条途径，新技术 

和新方法的应用不足等等。建议下一步可扩大外植体选择范 

围，并且在炼苗移栽时，多选择一些移栽基质进行移栽，进一 

步加强管理，提高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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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of Moringa Lam 

LU0 Yunxia1．LU Bin2,SHI Zhuogong 

(1．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Kunming Yunnan 650224，China； 

2．Yunnan Academy of Forestry，Kunming Yunnan 650204，China) 

Abstract：The sterilized seeds of Moringa ole ra Lain started to germinate after they were striped and growned on MS 

media for 10 days．Th e germinate rate was up to 79％．Th e suitable disinfection way of ole ra’s seeds was that soaked 

by H2()2 for 6~8h，cleaned by water，then sterilized with 0．1％ HgC12 25~40rain．Under the common temperature，the sprig 

of germinated seeds could produce bud cluster and proliferation on the media of MS+6-BA 0．1 mg／L+KT 0．5 mg／L+can e 

suger 30％+agar 6g／L,an d the proliferation rate could be more than 6 times．Th e media for multiplication was MS+6- 

BAO．6mg／L+NAA0．1mg／L+cane suger30％+agar 6 g，L'and the proliferation rate could be 5．8；The suitable media for 

rooting was 1／2 MS~IBA 0．05~0．5+Suger 15％，an d the rooting rate could be over 80％，the best was up to 98％ when IBA 

was 0．1 ms／L．Th e survival ratio was 80％ when grown in nursery．Th e best pH range is 5．8~6．2． 

Key words：Moringa ole m Lam；Tissue culture；Crowded buds；Acclimatization and trans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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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施基肥 

桉树专用基肥0．75kg／~施入穴内，将基肥与穴泥充分混 

合均匀。 

4．4穴抚  

在桉树植株以lm直径范围内留出穴盘。 

4．5喷除草剂 

采用化学除草控制杂草，将杂草控制在不造成危害的水 

平。选用41％草甘磷，喷洒在杂草绿色叶面后，与光合作用产 

物结合吸收传导至杂草根部，杀死根系后杂草枯萎死亡。喷 

药时机选择在桉树苗高30～50 cm时，杂草已全部萌发生长 

旺盛时易吸收除草药物，效果最好。但桉树对草甘磷极其敏 

感易发生药害，喷药前要采取保护措施，一般用套袋或盖罩 

的方法，以免药液飘洒伤及桉树苗。41％草甘磷使用浓度为 

150～200mL兑水 15 kg，一般一桶药可喷施0．1 hm 左右。选 

择在无雨、风力3级以下天气，要确保喷药后2 h内不下雨。 

喷施时尽量压低喷头，以喷湿杂草叶面为度。喷药后及时揭 

去保护罩，否则会造成苗木萎蔫。 

化学除草用于抚育具有除草彻底，死亡杂草自然覆盖林 

地，具有保土保水保温保肥的作用。持效期长，可达 1年左 

右；q-效高，一般每人每天可完成0．33hm2左右；成本低，约为 

450元／ll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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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on-Controlled Burning and Controlled Burning for 

Afrorestation on the Growth of Eucalyptus 

ZHU Chongsheng ．，LUO Zhaorong2 

(1．Jiangxi Stated Zhaokeng Forestry Farm of Quannan County，Quannan Jiangxi 341800，China； 

2．Jiangxi Gaofen Ecological Farming and Forestry Develo['ment Co．，Ltd．Quannan Jiangxi 341800，China) 

Abstract：Th e trial on effect ofnon 。controlled burning and controlled burning on the growth of 1-year——old plantation of 

Eucalyptus was investigated of in field．Th e results showed that non—controlled burning for a矗_0rles切 on has no effect in tlle 

first growth year,the methods of operation with simple，low cost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 agement． 

Key words：Eucalyp tus；Non-controlled burning；Ecological Planting；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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