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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丁香为丁香属的一个优良抗逆观赏品种，为了把优良品种的培育、保护、扩繁、示范和推广有机地结 

合起来 ，丰富自治区不同城市地区观赏木本植物品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研究其生物学特性、 

繁育技术，研制栽培与利用配套技术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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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yringa villosa and Technology of Rapid Propagation 

U Ai—ping 

(／nnerMongoliaAcademy ofForestry，Huhhot 010010，China) 

Abstract：Syringa villosa is a good ornamental variety of Syringa L．with good stress tolerance．It，s necessary to 

study it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breeding technology，equipped technology of planting and utilizing，in order to 

increase ornamental woody plant species for different cities in Inner Mongolia and promote the chang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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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形态学特征 

红丁香(Syringa villosa)为木樨科 (Oleaceae)丁香属 

(Syringa)落叶灌木，高达 3～4．5 m。小枝粗壮，具星状毛 

和白色星状点，红褐色。叶宽椭圆形至长椭圆形，长 8—20 

cm，宽5～10 cm，顶端尖，较粗糙，表面暗绿色 ，背面被白粉， 

叶脉较深，中脉有短柔毛，叶柄长 1．5 cm。大型圆锥花序密 

集顶生，长达 17～20 cm，花序轴具短柔毛，基部具2对小叶， 

花萼具疏生短柔毛。花冠长 1—2 cm，花冠裂片开展 ，顶端 

钝，堇紫色至白色，芳香 ，花药着生于花冠筒口处；蒴果长 1 

～ 1．5 cm，顶端稍尖，圆柱形，平滑。 

2 生态地理分布 

红丁香主要分布在辽宁、河北、山西、陕西 ，多生长于海 

拔 1 200—2 700 m的林缘、山谷、河边或阳坡之灌木丛中。 

3 生物生态学特性 

红丁香性喜阳、喜湿润、稍耐阴、耐寒，抗旱性也较强，生 

长势极强健，枝干粗壮，花期晚于其他丁香品种，且花开繁 

茂，结实量大，种子繁殖容易，种子不需特殊处理 ，出苗率可 

达90％以上，萌蘖力非常强。 

3．1 生物学特性 

3．1．1 生长节律与物候适应性 

红丁香幼苗期地上部分生长非常迅速，当年生可达 60 

～ 70 cm，第 2年移植苗生长加快，可达 100—110 cm，第3年 

即可开花，并有少量结实，大量结实在4～5年生，此时地上 

部分灌丛高可达 180—200 cm，具 5～6个 以上分枝丛 ，灌丛 

径可达 10～15 cm，冠幅可达 120 cm，生长节律以6月份为旺 

盛期，7月份生长趋缓，8月初生长逐渐停止。 

3．1．2 物候适应性 

红丁香在呼和浩特地区一般于4月初(4月 8～9日)萌 

动，4月中下旬叶芽开放，4月末展叶，花期在 6月上句 ～6 

月中下旬(6月 1日～6月 25日)，果成熟期 9月 7日～9月 

18日，10月中旬落叶。 

3．2 生态学特性 

3．2．1 喜温暖、湿润、阳光 充足 

红丁香在阳光充足、气候湿润的地区生长更佳，开花时 

间长且花繁色艳，结实量高。 

3．2．2 抗寒、耐旱 

红丁香在温带地区，特别是亚湿润地区，年平均气温大 

多在 0 oC以上或 一1℃，年平均最低气温 一30～一35℃，年 

平均最高气温 3O～35℃。如在呼和浩特地区，年最低气温 

收稿日期：2007—09—27 

本文由国家林业局推广项目(项 目编号：2003[28]-4)资助 

作者简介：李爱平(1961一)，女，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内蒙古林科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林木引 选、育种及森林培育研究工作。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4期 李爱平，等：红丁香生物学特性及快繁技术研究 27 

为 一35℃，露地栽培红丁香，能正常生长、发育、开花、结实。 

但在春季出现倒春寒或早春风旱现象比较严重的年份，易出 

现干梢现象，但不影响正常生长发育。而在冬季有积雪的地 

区，空气湿度也比较高，红丁香可耐更低的低温，在哈尔滨能 

耐 一36℃低温，可见红丁香有很强的耐寒能力，且冬季不需 

特殊防护。红丁香耐旱性也较强。在西北地区，特别是 3～ 

6月问，气温从 10℃迅速上升到 28～30℃左右，蒸发量剧 

增至250～300 mm，大风长达 3个多月。此时正值红丁香迅 

速生长开花之时，特别是在呼和浩特地区，年降水量 426 

lnln，而年蒸发量却达 1 762．8 mm，但春季只要每隔 20 d灌 

水 1次即可保证红丁香生长良好，且花繁叶茂。 

3．2．3 耐瘠薄 

红丁香对土壤要求不严，除强酸性土壤外 ，几乎在各类 

土壤上均能正常生长，但以排水 良好 、疏松、含腐殖质较高的 

中性壤土为最佳。 

3．2．4 稍 耐碱 

红丁香在 pH值8～9的沙壤土上生长良好，并能正常开 

花结 实。 

4 快速繁殖技术与方法 

4．1 实生播种繁殖 

红丁香生长强健，结实率大，种子成熟度高，种粒饱满， 

表面平滑而有新鲜的光泽，大面积应用适合于有性繁殖。试 

验设计详见表 1。 

由表 1、2可知：经不同种子处理后对红丁香进行播种， 

对种子出苗率影响较大，其中②播种效果最佳，播种出苗率 

达 98．3％，且实生苗生长快、发芽良好。种子有性繁殖为红 

丁香大量繁殖的有效途径。用0．5％K MnO 溶液处理片刻 

后，清水洗净，再用30～40℃温水浸种2 h，湿沙层积冷藏30 

d，可使红丁香种子出苗率达98．3％，并提前 3～16 d出苗， 

且实生苗生长发育良好。 

表1 红丁香种子处理的7种方法 

表 2 种子处理方法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处理 播种数 出苗数 播种时间 出苗所需 出苗率 60 d后 

方法 ／粒 ／株 (年 ·月 ·日) 天数／d ／％ 苗高／cm 

注：⑧为未经任何处理的对照。 

4．2 嫩枝扦插快速繁殖 

红丁香嫩枝扦插于开花后 10～30 d内，即6月15～7月 

1日内进行嫩枝扦插。采集当年生嫩枝，插穗长度为 10～12 

cm，上边保 留 1～2片叶子，且扦插时其穗条需采用激素 

ABT1 、ABT2 、IBA(吲哚丁酸)、NAA(荼乙酸)以及 IBA+ 

ABT1 混合液、IBA+ABT2 混合液、不 同浓度稀土溶液处理 

后扦插。并在扦插前对基质用0．5％高锰酸钾或800倍多菌 

灵灭菌消毒。 

插后每天视基质干湿状况，定时供水喷雾。插床气温应 

保持在22～28℃，表层地温 20～25℃，相对湿度保持在 

80％ ～100％。用 ABT2 或 IBA100 ppm浓度处理，浸泡 13 h 

效果最佳 ，生根率可达 90％ ～96％以上。且不同插期嫩枝 

扦插生根率差异较大，以7月上旬 ～中旬，扦插生根率最高 

达90％以上。即花后 20 d为采条和扦插的最佳时间，红丁 

香采用嫩枝扦插为生产上快速而有效的繁殖方法，且生根 

快、成活率高。不同浓度不同激素处理对红丁香嫩枝扦插生 

根的影响见表3。 

4．3 硬枝扦插快速繁殖 

硬枝扦插，即用枝条已木质化的 1年生枝条的扦插方 

法。扦插时间一般在秋末冬初植株落叶休眠后，或在初春植 

株萌动前。剪取生长健壮、无病虫害、充实的休眠枝条，插穗 

上应保留3个芽节，顶端应在节上方2 cm处剪断，插穗下方 

基部的切口，同样应在离开下方节稍远的地方(约2～3 cm) 

处切断。保持插穗长度 10—12 cm左右，若秋冬剪取的插 

穗，应将插穗捆扎起来(30～50支 1捆)。将穗条贮藏在保 

湿条件下的冷藏库或冰箱中，翌春萌动前再取出扦插。插时 

最好将每个插条下端切口重新在紧靠节处切一刀，浸泡于生 

根粉中，即可进行扦插。不同生长素溶液处理红丁香硬枝扦 

插对比试验见表4。 

表3 不同浓度不同激素处理嫩枝对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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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济价值及生态园林用途 

红丁香生长强健，枝干茂密，顶生大型圆锥花序灿烂无 

比，花色美丽芳香，抗病虫害能力极强，对大气污染、粉尘及 

氟化氢、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有较强的吸附能力。故可作为 

西北城市城镇行道树、绿化、美化树种，庭院种植或丛植于草 

坪中效果更佳。丁香花中可提取丁香酚 ，可消炎治病，主治 

牙科疾病，防腐止痛。且丰富的丁香酚对人的大脑皮层中枢 

神经有兴奋作用，有利于调节情绪，提神养性 ，促进健康，为 

优良的保健原材料。且丁香酚中所含的化学物质，其杀菌能 

力比石灰酸高 5倍以上，对肺炎双球菌 、流感细菌等也有一 

定的抑制作用。同时，丁香的根、茎入药，在藏医中称之为 

“沉香”，可清心解热，治疗头痛、健忘和失眠等症 ，也可镇咳 

化痰，顺气平喘，主治慢性支气管炎。 

6 结论 

用0．5％K2MnO 溶液处理片刻后，清水洗净 ，再用 3O～ 

4O℃温水浸种 2 h，湿沙层积冷藏 30 d，处理后实生播种和 

开花后 2O d采条再以 ABT2 或 IBA100 ppm浓度浸泡 13 h 

的无性嫩枝扦插繁殖为红丁香快速而有效的最佳繁殖方法。 

采用硬枝扦插繁殖红丁香，虽然也能生根，但生根率低 ， 

仅为 70％，所以生产上大量繁殖红丁香最好采用嫩枝扦插 

繁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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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效率相比较，乔木树种在 2．0～3．5 p~molCO：／mmolH：O 

之间，草本植物在2．0～5．0 p~molCO：／mmolH：O之间，而灌木 

树种则在15．0～2O．0 p,molCO2／mmolH2O之间。因此从提高 

水分利用效率的角度出发，在库布齐沙漠应大力发展沙生灌 

木植被类型。 

曲线呈“双峰”型，水分利用效率 日变化均呈“单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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