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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 乌饭树喜酸、喜 湿的生物学特 性，研究 了试管苗移栽前后 的一 系列配套技术 ，摸 索出最佳移栽程序，移 

栽成活率达 9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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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ransplanting of Tissue Culture Shoots of Vaccinium 

ZHOU Chang—dong 

(Shanl'i Afforestation Bureau，030012 7’aiylJan，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acid—loving and humility—loving characteristics of oriental blueberry，a series of techniques 

for transplanting of its test tube shoot were put forwarded．The best transplanting procedure was proposed． 

Transplanting survival rate reached 90 Y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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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饭树(Vacc‘inium L．)，学名越桔，是杜鹃花科 

越桔属植物，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开发前景的新 

兴果树树种。其果实具有防止脑神经衰老，增强心脏 

功能、明目、抗癌等独特功效。在乌饭树组织培养中， 

试管苗的炼苗、移栽是最终决定试验能否成功的关 

键环节。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在山西省杨树丰产林实验局林业科技服务 

中心温室进行 ，生根试管苗由乌饭树课题组培而来 。 

1．2 试管苗移栽方法 

移植棚设在山西省杨树丰产林试验局林业科技 

服务 中心 温 室 内，前 期 棚 内温度 保 持 在 23 C～ 

28 C，移植棚中设喷雾装置使初始空气湿度控制在 

90 ～100 ，其后每2 d～3 d降低 5 ～8 ，直 

到与大气相同。在移植棚里架铁丝 ，搭三层遮阳网 ， 

控制初始光线为日光的l／10，其后每隔3 d撤掉一层 

遮阳网，光照增加 l0 。 

2 试验方法 

2．1 培育瓶生壮苗 

在乌饭树生根培养基中加入多效唑0 mg／L， 

l mg／L，2 mg／L，3 mg／L，4 mg／L，5 mg／L共 6个 

处理 ，每一处理接种 30瓶 ，每瓶接种 7株小苗，重复 

3次 ，统计结果并进行分析 。 

2．2 开瓶、闭瓶炼苗 

在移植棚中搭长6 m，宽2 m，高0．8 m的炼苗塑 

料小拱棚，温度控制在23 C～28 C。将生根试管苗 

不打开瓶 口直接放入小拱棚中，先进行闭瓶炼苗 ，再 

进行开瓶炼苗 ，每个处理选生根壮苗 100株 ，尽量保 

持苗高、叶数等一致 ，重复进行 3次 。小拱棚上覆遮 

阳网一层 ，每隔2 h在小拱棚 中喷水雾5 min。这样让 

异养试管苗逐渐适应 自养的环境条件 ，3 d～5 d后 

撤去遮 阳网，只在早晚喷水雾各 5 min。 

2．3 移栽基质筛选 

试验选择松针土、泥炭与河沙作为移栽基质 ，按 

不 同比例进行配 比试验。 

3 结果分析 

3．1 培育瓶生壮苗 

经多效唑处理的试管苗高度降低，粗度增大，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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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浓绿；发根 比正常培养的要快 ，且发根数量多 ，大 

大增加了根系吸收养料的能力。试验结果见表 1。 

表 1 多效唑对乌饭树壮苗培养试验 

从表 1可以看 出，多效唑对乌饭树壮苗培养 以 

4 mg／L处理效果最好 ，成活率达到89 。同时挑选 

生长健壮、苗高、苗粗、叶片一致的芽苗进行壮苗培 

养 ，进一步研究多效唑4 mg／L处理对乌饭树试管苗 

的影响 ，量化分析结果见表 2。 

表2 多效唑对乌饭树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进一步进行方差分析，多效唑4 mg／L处理乌饭 

树试管苗在苗高、苗粗、发根数量、叶绿素含量与对 

照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 ，在培养基中加入多效唑对 

乌饭树壮苗培养效果显著，经多效唑处理的试管苗 

高度降低，粗度增大，发根快，发根数量多，叶色浓 

绿 ，叶绿素含量高 ，从而大大增加了根系吸收养料的 

能力 ，加强了其移栽后的自养能力 。 

3．2 开瓶 、闭瓶炼 苗 

试管苗在出瓶移栽之前必须进行闭瓶、开瓶炼 

苗 ，不可从培养室拿出后直接移入移植盘。乌饭树闭 

瓶炼苗较好掌握 ，以7 d效果最好 。开瓶炼 苗在环境 

条件适宜 的情况下 ，在一定范围内，炼苗时间越长 ， 

成活率则越高，乌饭树试管苗开瓶炼苗时间以 7 d 

为最好，成活率达81 ，且移植后苗子生长快。 

3．3 试管苗的移栽 

试管苗从试管内移到试管外，由异养变为自养， 

由无菌变为有菌，由恒温、高湿、弱光向自然变温、低 

湿、强光过渡，变化十分剧烈。应根据当地的气候环 

境特点、植物种类 、移栽季节、移栽设备等逐步缩小 

这种变化，以实现高成活和低成本 的移栽 。 

3．3．1 温度、湿度、光照条件 

移栽棚的温度要适宜，温度过高牵涉到蒸腾加 

强、水分平衡以及菌类滋生等问题；温度过低幼苗生 

长迟缓或不易成活。一般移栽棚的空气温度控制在 

25 C左右，介质温度控制在25 C～3O C，有利于生 

根和促进根系生长 ，提高移栽成活率。 

在移植棚上架铁丝，搭三层遮阳网，控制初始光 

线为日光的1／10，其后每隔3 d撤去一层遮阳网，光 

照增加 10 Yo，经过 30 d左右炼苗即可移人大田，但 

一 定要避免中午的强光。 

3．3．2 移栽基质 

相对于其他果树 ，乌饭树对土壤条件要求 比较 

严格 。乌饭树的根生长纤细、分布很浅，在粘重土壤 

上根 系生长缓慢 ，从而导致生长不 良；有机质含量低 

且为中性的粘重土壤 ，由于土壤结构较差，通气 不 

良，排水不 良导致乌饭树生长不 良；在钙质土壤上 ， 

乌饭树易发生缺铁失绿症状 ；在干旱土壤上，乌饭树 

根系易受到伤害。乌饭树生长要求酸性土壤条件 ，移 

栽基质的酸碱调节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乌饭树最理 

想的移栽基质类型是土壤疏松、通气 良好 、湿润、有 

机质含量高的酸性沙壤土、沙土或草炭土。 

3．3．3 移栽基质的种类与配比 

松针土是由松林下面的枯枝落叶分解腐烂后累 

积而成 的，呈酸性 ，经测试 pH值多在 4．5～5．5之 

间，并具有一定肥力，通气性和透水性很好 。在山西 

省高 山地带的松树林区可找到这种土壤 ，如管涔山、 

太行山、黑茶山、五台山等处均有大面积华北落叶松 

林，地面松针叶已自然腐烂，采集回来可直接使用。 

泥炭含大量 的有机质和腐殖酸，其有机质含量 

达5O ～7O ，个别的高达85 以上，腐殖酸含量 

2O ～4O％。泥炭在有机质被土壤微生物分解后 ， 

较长时间供给植物生长所需养分。泥炭含有的腐殖 

酸具有较强的吸附力，可增加土壤的团粒结构，使土 

壤发暄、土质松轻并且具有较强的吸水性和吸氮力 。 

泥炭 中的含碳有机物，在分解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二 

氧化碳 ，直接被作物的根系和叶面吸收，从而促进光 

合作用的进行 ，有利于植物的生长。泥炭多呈酸性至 

微酸性，东北地区的泥炭pH值为4．6～6．6，是喜酸 

植物理想的移栽基质。 

河沙土是河床上的冲积土，颗粒较粗，呈中性， 

既通气又透水。 

试验选择松针土、泥炭与河沙土作为移栽基质， 

按不同比例进行搭配。用5O 的多菌灵粉剂500倍 

液均匀喷洒移栽基质，用塑料布完全覆盖，在强太阳 

光下照射3 d以上。做长5 m，宽40 cm，高30 c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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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床，苗床侧方灌水，使基质持水量达6O ，最后用 

5O 9／6的多菌灵粉剂 500倍液均匀喷洒苗床表 面消 

毒。试验配比为： 

A1)田园土 ：河沙土一1：1； 

A2)松针土 ：泥炭 ：河沙土一1：1：1； 

A3)松针土 ：泥炭 ：河沙土一1：2：1。 

其中 田园土为科技服务中心作物地 的表层土 

壤；松针土收集于山西省管涔 山秋千沟林场落叶松 

林；泥炭购买 于黑龙江省桦川县 申家庄生产的熊猫 

牌泥炭。 

以松针土和泥炭代替 田园土后 ，土壤容重 明显 

减少 ，而总孑L隙度增加 ，相应的非 毛管孑L隙也增加 ， 

土壤透气与排水能力增强 ，非毛管孑L隙与毛管孑L隙 

之比较为合理。 

3．3．4 浇灌 用水处理 

基质的酸碱度不仅受基质本身成分的影响，而且 

受浇灌用水的影响。水质的好坏对基质影响很大。自 

来水大多含有氯化物，其 中氯化钙的含量最高，北方 

水质常常是碱性，如果长期用这种水浇灌苗木，酸性 

基质同样会再碱化。为了改善浇灌用水的水质 ，我们 

先用北京先路水处理新技术公司生产 的ED1一XY 

纯水处理设备 ，对浇灌用水进行脱盐处理 ，处理后脱 

盐纯水的pH值为6．8；再通过 自来水中溶解硫酸亚铁 

(FeSO )和硫酸铵[(NH )。SO ]的方法，改变浇灌用 

水的酸碱度，防止基质再碱化。浇灌用水处理为： 

B1)普通 自来水 ； 

B2)脱盐纯水 +0．2 9／6FeSO ； 

B3) 盐纯水+0．2 9／6FeSO +0．1 9／6(NH )。SO 。 

3种处理 的水的pH值见表 3。 

表 3 三种浇灌用水的 pH 值 

试验地普通 自来水呈碱性，pH值 7．8；经设备 

处理的脱盐纯水 ，pH值 6．8；脱盐纯水 中加入0．2 

FeSO 和0．1 (NH )2SO ，pH值<6，呈酸性 。 

3．3．5 最佳移栽基质和浇灌用水配比 

为了筛选出最佳移栽基质和浇灌用水，试验选 

择了基质(A)与水质(B)两个试验因子，每因子设 

3个水平的处理，重复3次，每处理5O株，L。(3 )正交 

试验设计。各处理苗木生长情况调查结果见表 4。 

由极差分析可知 ，移栽基质对试验结果 的影响 

要比浇灌用水水质的影响大。实际观测 ，若移栽基质不 

表 4 移栽基质和浇灌用水 L，(3 )正交试验 

2．41 2．13 2．12 6．66 

2．38 2．25 2．68 7．31 

2．85 2．46 2．72 8．03 

2．55 2．70 2．84 8．09 

2．99 2．97 3．O5 9．01 

4．O3 3．66 3．61 11．30 

3．11 2．98 3．01 9．10 

4．00 3．54 3．47 11．01 

4．12 3．98 3．79 l1．89 

丁1 

了 2 

了 3 
__ _ — —  

X1 

X2 

X3 
__ _ — —  

R 

22．00 

28．40 

32．00 

7．33 7．95 

9．47 9．11 最佳搭配A3+B3 

l0．67 10．41 

合理，~flA1处理，土壤偏碱，再用 自来水中溶解硫酸亚 

铁和硫酸铵的方法，改变浇灌用水的酸碱度，防止基质 

再碱化，则效果不理想，移栽苗生长迟缓。对以上试验 

结果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结果见表 5至表7。 

表 5 方差分析 

表 6 A因素多重比较 

5 9／6L、S、D一0．374×2．365—0．885； 

1 L、S、D= 0．374×3．499— 1．3O。 

经以上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可知，移栽基质各水 

髓 耻 髓 耻 髓 髓 髓 

M M M 舵 舵 们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山 西 林 业 科 技 2007矩 

平间差异显著 ，在基质 1号(田园土 ：河沙土=1：1) 

上最差 ，而在基质 3号(松针土 ：泥炭 ：河沙土：== 

1：2：1)上生长最好。因为以松针土 ：泥炭一1：2 

代替田园土后的基质3号，土壤酸性合理，养分增大， 

通透性好，保水能力增强，最适合乌饭树试管苗生长。 

浇灌用水各水 平问差异显著，单纯以 自来水浇 

灌的处理 B1，因水质呈碱性 ，不适合乌饭树试管苗 

生长。加入硫酸亚铁和硫酸铵的B2、B3，以硫酸亚铁 

和硫酸铵配合使用效果最好 ，不仅可 以有效地 防止 

基质再碱化，而且向土壤中施入Fe、N营养，对乌饭 

树试管苗的生长有促进作用。 

因此，选松针土 ：泥炭 ：河沙土一1：2：1的 

基质 3号，再用硫酸亚铁和硫酸铵处理 的脱盐纯水 

浇灌 ，移栽效果最好，其移栽成活率在 9O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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