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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正交试验方差分析 

2．2不同时间对扦插生根率的影响 

从表5可以看出。在不同时间进行的扦插试验中，扦插生根率最高的为夏季(4—6月份) 3个月平均 

扦插生根率达82．3％；其次为秋季扦插，生根率为80．6％。但夏季高温高湿，病虫发病率高，扦插管理上 

应尤为重视；冬季扦插生根时间较长，防止穗条落叶及保温防冻等田间管理措施较为重要。 

表5 不同时间扦插生根率调查表 

3 讨论 

3．1 不同生根促进剂(ABT1 ，IBA)，不同浓度及不同种类扦插基质对黑木相思扦插生根影响极大。生长 

差异达显著水平，嫩枝用 ABT1 500×10 +IBA400×10 +100％红心土组合能取得最高的生根效果。 

3．2 黑木相思在不同时间段扦插育苗的生根率不同，4—6月份的黑木相思扦插条生根率最高，达到82． 

5％，但此时育苗，应特别注意温度、湿度及水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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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罗宾红叶石楠组培快繁技术 

黄碧华 
(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福建南靖，363600) 

摘要 利用红罗宾红叶石楠的茎尖或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研究。结果表明：诱导丛 

生芽的最佳培养基为MS+6一BA0．8mg．L +NAA0．3mg．L +绿宝0．5mg／kg。最佳生根培养 

基为 I／4MS(蔗糖20mg．kg )+NAA0．5mg．L一、+IBA0．3mg．L～。 

关键词 组织培养 快速繁殖 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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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罗宾红叶石楠属蔷薇科石楠的杂交栽培品种和原种选育品种的总称，属常绿阔叶小乔木或多枝丛 

生灌木，广泛分布于日本、美国北部及欧洲等地，品种主要有“RedRobin”、“Birmingham”、“Rubusta”、“In． 

dianPrincess”、“Kentucky”、“Rubens”、“RoseaMarginata”、“Variegata”、“RedTip”等 9种。红罗宾红叶石楠 

的新梢新叶鲜红亮丽，耐修剪，萌芽力强，株形紧凑，配合修剪可常年保持极其醒目的鲜红色，其用途广泛， 

作绿篱、绿墙、造型树、孤植效果均佳。现在欧美、日本等地极为流行，具有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但我国 

红叶石楠引自国外，资源稀少，良种化程度低，种源供应困难，良种大多需从国外引进，且价格昂贵，在一定 

程度上约束了该树种的推广应用，同时，劣质种苗的使用更导致红叶石楠固有的优良特性的日益丧失⋯。 

近几年来，浙江等地相继开展了红叶石楠树种的扦插快繁技术研究，但效果较差，普遍存在组培苗移 

植成活率低、幼化材料扦插生根难、生根率和成活率低的问题，较成熟的快繁技术体系尚未形成，难以真正 

满足产业化生产的要求。因此，选择、繁育优良红叶石楠品系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生产实际问题，利用组 

织培养技术进行苗木快繁是解决这一问题较为理想的途径之一，急需攻克。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红罗宾红 

叶石楠的组织培养，建立起红罗宾红叶石楠的快繁技术体系，为工厂化育苗提供一条有效途径。 

l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红罗宾红叶石楠由日本引进。 

1．2 方法 

切取l一2个茎段或茎尖作为外植体，在接种前需进行消毒处理，在超净工作台上用75％酒精浸泡 

lOs，再转人0．15％升汞溶液中灭菌8min，倒去灭菌液，用事先准备好的无菌水冲洗4—5次，沥干水后，即 

可将带腋芽的茎段或茎尖以生态学下端朝下，垂直接种到初代培养基上，以每瓶培养基接种一个外植体为 

宜。进行腋芽的诱导；切取红罗宾红叶石楠2—3 cIII带茎尖的芽梢，接种在不同生根培养基上，进行根诱 

导。每个配方接种30瓶，每瓶 l0个材料，记录每个外植体生长的芽数、芽高、芽茎及生根数量 ．3]。 

1．3 试验设计 

1．3．1 红罗宾红叶石楠嫩梢增殖试验 

以MS、1／2MS、White、KD和B5为基本培养基，比较不同培养基对红罗宾红叶石楠嫩梢生长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以MS作为基本培养基，比较分别附加不同种类和浓度的细胞分裂素(6一BA、KT、ZT)、不同 

种类和浓度的生长素(IBA、NAA、IAA、ABT1)、不同植物添加剂(绿宝、喷施宝、花宝、水解酪蛋白)对红罗 

宾红叶石楠嫩梢生长的影响。 

1．3．2 红罗宾红叶石楠生根试验 

比较不同比例的 MS培养基对红罗宾红叶石楠生根的影响，培养基中均添加 NAA0．5mg·L～、 

IBA0．3rag·L～、活性碳 1．0mg·L～；在此基础上，以 1／4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 NAA0．5rag·L～、 

IBA0．3rag·L～，比较不同浓度的蔗糖对红罗宾红叶石楠生根的影响。 

1．4 培养条件 

光照 8—12h·d ，温度(25+2)℃，光照强度 l 5001x一2 O001x。 

2 结果分析 

2．1 红罗宾红叶石楠嫩梢增殖培养 

2．1．1 5种基本培养基对嫩梢增殖的影响 

红罗宾红叶石楠外植体在培养基中培养 10d左右，基部愈伤组织开始膨大，基部茎节间的腋芽开始突 

出，17d左右部分愈伤组织连同碰到培养基的茎节多会长出小嫩芽，叶片舒展，嫩叶稍红。25d后由于受细 

胞分裂素的影响，茎节间缩短，形成丛生状的小芽。在5种培养基中，嫩梢的增殖情况见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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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本培养基对嫩梢增殖的影响 

从表l中可以看出，在诱导嫩梢的数量上以1／2MS最多，嫩梢个数达到5．6个，MS次之；但从芽茎 

看，以MS最佳，芽茎长达1．87ram，1／2MS次之，为1．57mm。考虑到 MS基本培养基的元素种类较多，较 

能满足外殖体生长的营养要求，所以试验选用MS作为红罗宾红叶石楠的最佳基本培养基。 

2．1．2 不同种类和浓度的细胞分裂素对嫩梢增殖的影响 

以MS为基本培养基，分析6一BA(0mg·L～、0．2mg·L～、0．4mg·L～、0．6mg·L～、0．8mg‘L )、 

KT(0．2mg·L一 、0．4mg·L一 、0．6mg·L一 、0．8mg·L一 )、ZT(0．3mg·L一 、0．6mg·L一 、0．9mg。L一 、 

1．2mg·L )等三种细胞分裂素对红罗宾红叶石楠嫩梢增殖的影响，结果见表2。 

表2 细胞分裂素对嫩梢增殖的影响 

由表2可知，增殖的芽数随各细胞分裂素浓度的增加而增加，6一BA的浓度为0．8mg·L 时，增殖的芽 

数最多，芽数达5．9个；KT的浓度为0．8mg·L 时，其芽数为4．1个；ZT的浓度为1．2mg·L 时，其芽数为 

4．6个。从芽茎粗生长效果来看，6一BA的浓度为0．6mg·L 效果最佳，芽茎粗达1．5mm；KT各浓度对芽茎 

粗生长的影响不明显，芽茎粗为1．2mm或1．3mm；ZT的浓度为0．3mg·L 和1．2mg·L 时效果最佳，芽茎 

粗为1．6mm。从芽高的生长情况来看，6一BA的浓度为0．8mg·L 时，芽高值最大，达2．8cm；ilii KT在浓度 

为0．4mg·L 时，芽高值最大，为2．9cm；ZT的浓度为0．6mg·L 时，芽高达最大值，为2．7cm。综合分析以 

上3种细胞分裂素l2种浓度对红罗宾红叶石楠嫩梢数量、茎粗及芽高的影响，可看出6一BA细胞分裂素对 

嫩梢比较敏感，且在浓度为0．8mg·L 时，红罗宾红叶石楠嫩梢增殖效果最佳。 

2．1．3 不同种类和浓度的生长素对红罗宾红叶石楠嫩梢生成的影响。 

表3 生长素对嫩梢生成的影响 

以 MS+6一BA0．8mg·L 为基本培养基，比较 NAA、IBA、IAA、ABT1等4种生长素在浓度分别为 
· 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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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mg·L～、0．1mg·L～、0．3mg·L～、0．6mg·L 时，对红罗宾红叶石楠的嫩梢生成的影响，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四种生长素对红罗宾红叶石楠嫩梢的生成有明显的促进作用，NAA以浓度为0．3mg·L 

时，对红罗宾红叶石楠嫩梢的形成和伸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茎粗达2．3mm，芽高达3．8cm；IBA以浓度为 

0．6rag·L 时，对茎粗生长的影响明显，浓度为 0．1ing·L 和 0．3mg·L 时，对芽高生长的影响明显； 

LAA以浓度为0．6rag·L 时，对茎粗生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浓度为0．1mg·L 时，对芽高生长的影响 

明显；ABT1在浓度为0mg·L 时，对芽高生长有明显的作用，浓度为0．6mg·L 时，对茎粗生长的影响 

明显。从红罗宾红叶石楠嫩梢总的生长情况来看，4种生长素中，NAA对嫩梢生长的影响最明显，最适浓 

度为0．3rag·L～。 

2．1．4 不同植物添加剂对红罗宾红叶石楠嫩梢生长的影响 

表4 植物添加剂对嫩梢生长的影响 

在很多花卉组织培养中，常常添加一些其他物质来促进组织的分化和生长。本研究根据前人的经验 

以及添加剂的性质，以MS+6一BA0．8 mg·L +NAA0．3 mg·L 为基本培养基，选择了4种添加剂，比 

较不同添加剂对红罗宾红叶石楠嫩梢生长的影响，试验结果见4。从表4可看出，绿宝对红罗宾红叶石楠 

嫩梢芽数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花宝和水解酪蛋白。 

2．2 生根培养 

2．2．1 不同比例的MS培养基对红罗宾红叶石楠生根的影响 

基本培养基是组培苗生根的营养来源，一定浓度的生长调节剂有利于组培苗的根诱导 ，在1／2MS、 

1／4MS、1／10MS三种基本培养基上生根培养20d，其生根情况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不同比例的MS培养基对红罗宾红叶石楠的根诱导有明显的影响，其中以1／4MS的 

诱导效果最好，平均生根数达3．7条／株，平均根长达2．1cm，单株具2条根以上的株数占总株数的比例为 

93％；1／10MS培养基的生根效果次之，1／2MS培养基的生根效果最差。 

表5 不同比例基本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 

2．2．2 不同质量浓度的蔗糖对红罗宾红叶石楠根诱导的影响 

蔗糖是培养基中的主要能量来源，适量的碳源有利于根的诱导 。因此，为了寻求红罗宾红叶石楠组培 

苗根诱导中碳的最适浓度，以1／4MS作为基本培养基，进行了蔗糖的不同浓度的比较试验，结果见表6。 

表6 蔗糖质量浓度对根诱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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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可知，5种蔗糖质量浓度中，以20mg．L 为最好，培养 25d后，生根率达93％，生根数为1．5l 

条／株，单株具2条根以上的株数也最多。 

3 结论 

3．1 不同培养基对红叶石楠嫩梢生芽有显著影响，其中以MS培养基的效果最佳；在此基础上，以 MS为 

基本培养基，不同种类和浓度的细胞分裂素(6一BA、KT、ZT)、生长素(IBA、NAA、IAA、ABTI#)、植物添加 

剂(绿宝、喷施宝、花宝、水解酪蛋白)对红叶石楠嫩梢生成和增殖也有显著影响，细胞分裂素以6一BA的 

浓度为0．8mg·L 时效果最佳，生长素以NAA的浓度为0．3mg·L 时效果最好，植物添加剂以0．5mg／ 

kg的绿宝效臬为佳，即红罗宾红叶石楠诱导丛生芽的最佳培养基为 MS+6一BA0．8mg·L +NAA0．3mg 
· L +绿宝0．5mg／kg。 

3．2红罗宾红叶石楠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1／4MS(蔗糖浓度为 20mg·L )+NAA0．5mg·L～、 

+IBA0．3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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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锥栽培生物学特性及人工培育技术研究 

冯随起 

(福建省南平葫芦山国有林场，福建南平，353015) 

摘要 红锥(Castanopsis hystrix)是壳斗科常绿阔叶乔木，为速生优质用材树种。通过对红 

锥的系统调查，研究了红锥适生环境、栽培生物学特性、物侯和生长发育规律，在此基础上进行红 

锥人工培育技术研究，总结出可供林业生产推广应用的红锥人工培育技术措施，在我国南方，特 

别是闽北林区有更广泛的推广应用前景。 

关键词 红锥 栽培生物学特性 培育技术 物侯 

红锥是南亚热带优良速生树种，也是福建境内壳斗科栲属中的优良乡土树种，具有速生、材质优、价值 

高、适应性强等特性。红锥在适宜的气候范围内，对立地面要求不严，中等立地条件即可，同时萌芽力极 

强，具有无性繁殖的特性，一代造林，可多代经营利用。红锥可与杉、松等混交造林，提高人工针叶林的抗 

灾能力。红锥木材材质优良，坚硬耐腐，心材褐红色，边材淡红色，色泽和纹理美观，干燥后开裂小，为一类 

商品材，是高级家具、造船、工艺雕刻、建筑装修等的优质用材。近年兴起的连邦椅等实木家具热，家庭装 

修木地板等装修用材都广泛选用壳斗科树种的木材⋯。同时，其枝桠材是培养食用菌的优质原料，树皮 

和壳斗可作栲胶原料，果实含淀粉，可食用和加工。我省人工林以杉木、马尾松为主，天然阔叶林经过长期 

砍伐消耗，壳斗科优良树种资源逐渐减少。作为福建省林木主产区的闽北地区现有人工红锥林很少。有 

鉴于此，福建省南平葫芦山国有林场选择了壳斗科中干形好、生长快、价值高的红锥树种，开展红锥树种造 

林试验，探索这一树种的培育技术，这对保障和扩大壳斗科优良家具和装修用材树种资源，改变现有的森 

林结构组成，有着重要的科学和经济意义。 

1 试验地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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