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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石蒜是我国重要的秋冬季观赏植物 ,但其自然繁殖率低、速度慢。为提高石蒜鳞片扦插繁殖效率 , 该试验研究了不同浓度吲哚丁
酸和不同基质对石蒜鳞片扦插繁殖的影响。结果表明 :IBA 对于石蒜鳞片扦插繁殖有促进作用 , 以100 mg/ kgIBA 处理的繁殖效果最佳 ;
腐殖土对石蒜繁殖有重要作用 ,将沙和腐殖土按照1∶2 混合作为石蒜鳞片扦插的基质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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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ndole Butyric Acid and Different Culture Mediumon Cutting Propagation of Lycoris r adiate
WANG Yan et al  (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Garden,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Hubei 434025)
Abstract  Lycoris radiate is ani mportant ornamental plant in autumn and winter , but its natural propagation coefficient is lowand propagation speed is
slow. In order to i 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ycoris cutting propagation ,the effects of indole butyric acid and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on Lycoris cutti ng prop-
agation was studied . The results showed : IBA could increase the quantity and quanlity and quality of bulblets and 100 mg/ kg IBA had the best effects .
Humus soil played a i mportant role in Lycoris propagation , mixture of sand and humus soil had better effect on bulblet grow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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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蒜( Lycoris radi at a) 为石蒜属石蒜科鳞茎植物, 多年生

草本。石蒜植物不仅种类繁多, 而且具有丰富的花型及色

彩, 可供庭园观赏, 被誉为“中国的郁金香”[ 1] , 并且其鳞茎含

有石蒜碱、加兰他敏等多种生物碱 , 在药用上有重要价值[ 2] 。

石蒜的球根是鳞片状鳞茎由披针形的肉质鳞片抱合而成, 鳞

片有节或无节, 抱合较松, 因而在自然界其鳞片很容易被地

下昆虫等碰撞散落, 并在节的基部断口处形成分生组织, 长

出新的小鳞茎。石蒜植物通常以自然分球繁殖为主, 但其繁

殖系数相当低, 繁殖年限相当长[ 3 - 5] , 远远不能满足正常生

产的需求。

组培技术作为种球快速繁殖的途径虽然在多数球根花

卉上已有应用, 但在石蒜上应用技术要求很高、易污染、难以

成苗, 且成本较高。在实际生产中 , 很多有皮鳞茎花卉如风

信子、水仙、郁金香等通过刻伤法、伤心法、去心法以及鳞片

繁殖等人工切割的方式来大量快速繁殖子球, 并取得了较好

效果[ 6 - 10] 。姚青菊等研究表明, 利用鳞茎切片扦插繁殖技术

比较适合进行石蒜种球培育, 米字八分法是较适合发展的石

蒜切片扦插繁殖方法[ 11] 。李玉萍等研究发现, 不同植物生

长调节剂处理对石蒜子球的繁殖有不同效果, 木质素酸钠

( ASL) 、吲哚丁酸( IBA) 和奈乙酸( NAA) 的混合液对子球数量

的增加有促进作用[ 12] 。但目前适于石蒜繁殖产业化的措施

还未见报道, 因此该试验采用1/ 8 盘底切割法进行石蒜鳞片

扦插繁殖, 分别以不同浓度的吲哚丁酸(IBA) 处理试验材料 ,

利用不同基质进行材料培养, 以期找到简便、高效的繁殖、栽

培石蒜属植物种球的方法, 服务于生产。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石蒜品种为红花石蒜( Lycoris radiata) ,

分别于2002 年4 月和2002 年9 月取自于长江大学园艺园林

学院植物园。

1 .2 试验方法

1 .2 .1 鳞片处理扦插。将鳞片用水冲洗干净, 泡入0 .3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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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锰酸钾溶液中消毒15 min , 最后再用水冲洗干净。将石蒜

鳞片分别分成5 份 , 每份100 片, 分4 个处理。将各处理的鳞

片分别斜插入沙中, 扦插时一定要将鳞片的内侧面朝上, 鳞

顶端微露沙面, 最后喷水, 以后基质保持半湿, 以免鳞片腐

烂。预备试验结果表明: 温度控制在25 ℃左右 , 土壤湿度维

持在60 % ～70 % 有利于生长。2 个月后大多数钱鳞片的内侧

底端生根并形成小鳞茎, 并且部分鳞茎上长出叶片。并且在

萌生叶片时开始施用0 .01 % 低浓度的复合肥, 少量多次。

1 .2 .2 不同浓度IBA 处理。将石蒜采用1/ 8 盘底切割法分

割成8 等分, 分别浸在50、100、150 mg/ kg 的IBA 溶液中 , 浸泡

6 h , 分别扦插在沙子的培养箱内 , 并以清水处理为对照

( CK) 。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复。每处理供试石蒜30 个, 按

照常规扦插床管理技术进行石蒜鳞茎切片插床管理。扦插

60 d 后观察记载鳞片基部生根情况、生根长度、萌发籽球数、

籽球直径、萌发芽数、生长叶片的长度和叶片数等, 并定时观

察成活情况。

1 .2 .3 不同基质处理。分别以沙子、腐殖土以及沙子和腐

殖土混合物( 沙∶腐殖土= 1∶2) 作为基质, 装入培养箱内 , 每

个培养箱装30 片, 并将石蒜扦插在培养箱内, 温度控制在25

℃, 土壤湿度保持60 % ～70 % , 定期观测萌发情况。

1 .3  数据处理 数据统计采用 Microsoft Excel 和 DPS 软件 ,

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差异性。

2  结果与分析

2 .1 扦插鳞片后籽球生长情况  石蒜扦插鳞片( 或节) 基部

断口处分化出分生组织, 然后形成小鳞茎。在温湿适宜条件

下,10 ～15 d 即可形成小鳞茎。小鳞茎形成方式大致可分为

3 种生长类型: ①先形成小鳞茎 , 小鳞茎膨大到一定程度在基

部长出基根 ; ②小鳞茎与基根几乎同时生长发育, 在萌发小

鳞茎的同时基部也生长出基根; ③在鳞片基部先长根, 暂时

不形成小鳞茎, 该类型占比例很小, 多发生在薄而小的鳞片

中。不同的生长情况在一定的生长期后都可生成数目不等

的籽球。试验观察发现, 所生籽球都位于鳞片内侧伤口处。

2 .2 不同浓度IBA 处理对石蒜繁殖生长性状的影响

2 .2 .1  不同浓度IBA 处理对石蒜扦插生根的影响。该试验

中, 在温度为25 ℃左右、湿度为60 % ～70 % 的条件下, 鳞片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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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15 d 后, 在鳞片基部先形成白色小突起, 最后长出根系。

从石蒜扦插生根条数情况来看, 不同浓度的IBA 处理均能增

加石蒜生根的条数, 其中以100 mg/ kg IBA 处理效果最佳, 其

生根条数极显著高于对照; 而50 mg/ kg IBA 和150 mg/ kg IBA

处理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表1) 。

  表1 不同浓度IBA 处理对石蒜扦插生根的影响

处理浓度∥mg/ kg 生根条数 生根长度∥cm

0( CK) 0 .88±0 .04 B 2.69±0 .31 c
50 0 .98±0 .36 B 3 .38±0 .25 b
100 1.64±0 .09 A 4.53±0 .43 a
150 1 .04±0 .08 B 3 .90±0 .18 b

  从石蒜扦插生根长度情况来看, 不同浓度IBA 处理均能

促进石蒜扦插的生根长度, 各浓度处理后的石蒜生根长度都

显著高于对照。表1 表明, 不同浓度处理之间也有差异,50

mg/ kg 和150 mg/ kgIBA 处理后的生根长度间无显著差异,100

mg/ kg IBA 处理的生根长度显著高于50 mg/ kg 和150 mg/ kg

处理的生根长度。结果表明,100 mg/ kg IBA 的处理对于石蒜

扦插生根长度的效果最佳, 这与不同浓度IBA 处理对石蒜生

根条数结果一致。

  表2 不同浓度IBA 处理对石蒜扦插叶生长的影响

处理浓度∥mg/ kg 生长叶片数 叶片生长长度∥cm

0( CK) 0 .83±0 .07 b 4 .45±0 .63 b
50 0 .63±0 .15 b 7.17±0 .61 a
100 1 .60±0 .55 a 3.14±0 .38 c
150 0 .64±0 .18 b 2.97±0 .24 c

2 .2 .2 不同浓度IBA 处理对石蒜扦插叶生长的影响。表2

表明, 只有100 mg/ kg IBA 处理石蒜扦插生长的叶片数显著多

于对照 ,50 、50 mg/ kg IBA 处理石蒜扦插生长的叶片数与对照

无显著差异, 说明100 mg/ kgIBA 处理明显提高石蒜扦插叶片

生长数。从叶片生长长度来看 , 只有50 mg/ kg IBA 处理石蒜

扦插叶片生长长度显著高于对照 , 而100、150 mg/ kg IBA 处理

的叶片生长长度显著低于对照( 表2) , 这与IBA 处理后生长

的叶片数结果不一致, 可能的原因是在后期施用肥料的差异

或者是种球本身之间的平衡所造成的, 也可能是叶片数和叶

片长度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虽然100 mg/ kg IBA 处

理后叶片生长长度低于对照, 但在该试验过程中观察到100

mg/ kg IBA 处理的叶片不仅多, 而且整齐度也很好。

2 .2 .3 不同浓度IBA 处理对石蒜扦插籽球生长的影响。试验

观察发现, 只有带基部的石蒜鳞片才能繁殖出小球。这说明鳞

片的基部是小球繁殖的地方, 是石蒜扦插试验中不可缺少的部

分。另外石蒜鳞片扦插15 d 左右可见到鳞片基部长出嫩根,30

d 左右可见鳞片基部有小突,45 d 左右呈现小鳞茎状,60 d 左右

小鳞茎出现根和叶。表3 表明, 不同浓度IBA 处理后石蒜扦插

生籽球数和籽球直径与对照均无显著差异, 说明50、100 和150

mg/ kg IBA 对石蒜扦插生籽球的生长均无显著影响。

  表3 不同IBA 浓度对石蒜扦插籽球生长的影响

处理浓度∥mg/ kg 石蒜籽球数 籽球直径∥cm

0( CK) 1.33±0 .20 A 0 .79±0.08 A
50 1.43±0 .50 A 0 .61±0.13 A
100 1.73±0 .35 A 0 .88±0.12 A

150 1.30±0 .46 A 0 .71±0.20 A

2 .2 .4  不同IBA 浓度对石蒜扦插繁殖生长情况的影响。表

4 表明, 不同浓度IBA 处理的发球率与对照都无显著差异, 说

明浓度为50 至150 mg/ kg 的IBA 处理对于石蒜扦插鳞片的发

球率并无影响。从石蒜的其他繁殖指标来看,50 mg/ kg IBA

处理石蒜的最长球径、总籽球数、总叶片数、最长根长、总根

数、总叶片数和最长叶长均显著低于对照, 生根率与对照无

显著差异, 生苗率显著高于对照;100 mg/ kg IBA 处理能显著

提高石蒜鳞片的最长球茎、总籽球数、生根率、总根数、生苗

率、总叶数和最长叶长 , 只有最长根长度极显著低于对照 ;

150 mg/ kg IBA 处理石蒜的最长球径、总籽球数、总叶片数和

最长叶长均显著低于对照, 生根率、最长根长和总根数与对

照无显著差异, 生苗率显著高于对照。因而从石蒜鳞片扦插

总的繁殖情况来看 ,100 mg/ kg IBA 处理的效果要远优于50

和150 mg/ kg IBA 处理。另外在该试验中经过60 d 的繁殖后

观察发现, 没有用IBA 处理的石蒜虽然部分鳞片仍能生根发

芽, 但不仅缓慢而且生长情况不好; 用IBA 处理过的鳞片生

长叶片整齐而且旺盛 , 说明IBA 是促进石蒜鳞片生长的。

  表4 不同浓度IBA 处理对石蒜扦插繁殖的影响

处理浓度∥mg/ kg 发球率∥% 最长球径∥cm 总籽球数∥个 生根率∥% 最长根长∥cm 总根数∥个 生苗率∥% 总叶片数∥个 最长叶长∥cm

0( CK) 87 .8 A 1 .65 b 52 .4 a 76 .2 b 14 .4 A 38 .5 B 50 .0 d 25 .3 B 23.7 B
50 80 .7 A 1 .33 c 43 .5 b 73 .1 b 11 .4 B 27 .7 C 43 .5 c 19 .8 C 19.7 C
100 87 .5 A 1 .92 a 52 .6 a 87 .9 a 11 .8 B 52 .6 A 80 .6 a 56 .0 A 27 .2 A
150 83 .1 A 1 .26 c 39 .6 b 76 .6 b 13 .7 A 42 .0 B 57 .8 b 19 .5 C 16.1 C

2 .3 不同基质对石蒜扦插繁殖生长情况的影响  表5 表

明, 沙与林下腐殖土两种基质的石蒜扦插生长的鳞片数无显

著差异, 说明腐殖土对于石蒜扦插萌芽没有影响。除了均根

长和均球径 , 沙子、腐殖土和沙子腐殖土混合物培养的无显

著差异 , 在腐殖土以及沙子腐殖土混合物上( 沙∶腐殖土按1∶

2 的比例) 培养石蒜的扦插生籽球数、生根率、总生根数、生苗

率、总叶片数、均片数和均叶长显著高于沙子培养的 , 而石蒜

生籽球数、生籽球率、生根率、总生根条数、生苗率和、总叶片

数、均根数、均片数、均球数和均叶长方面 , 沙子腐殖土混合

物培养又显著高于腐殖土培养的 , 说明腐殖土对萌生的小鳞

茎的生长发育起重要作用, 而且沙子腐殖土混合物又比单纯

用腐殖土或沙子效果更好。在试验过程中还发现 , 腐殖土中

新鳞茎的生长发育良好; 沙中的新鳞茎如不及时移植到营养

土中根很快就会烂掉, 而后小鳞茎死亡 ; 而在一般园土中不

仅扦插萌芽率低, 新生小鳞茎也难进一步生长发育, 表现较

差。究其原因, 一般园土粘滞 , 透气性差 , 鳞片在其内不能正

常进行呼吸而窒息死亡。腐殖土及沙子都疏松, 透气性能

好, 林下腐殖土又是石蒜自然生长的土壤, 因而都利于扦插

成活, 但在扦插初始新鳞茎的形成主要是利用鳞片的营养 ,

因而无营养成分的沙子并不影响鳞茎的萌生, 但随着新鳞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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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 原有鳞片的营养已被耗尽, 此时就要利用新鳞茎上

的根从基质中吸取营养 , 而沙中没有营养, 则新鳞茎逐渐死

亡。所以用沙扦插时应注意及时把新鳞茎移植到营养土中。

综合以上因素, 笔者认为将沙和腐殖土按照1∶2 混合作为石

蒜鳞片扦插的基质效果比较好。

  表5 不同基质对石蒜扦插繁殖的影响

基质
扦插鳞片数

个

生籽球数

个

生籽球率

%

生根率

%

总生根数

个

生苗率

%

总叶片数

片

均根数

个

均根长

cm

均片数

片

均球数

个

均球径

cm

均叶长

cm
沙子 30 a 40 c 87 .1 b 76c 38 B 50 .3 C 25 c 1 .27 b 0 .83a 0 .83 c 1 .33 b 0 .79 a 4 .45 C
腐殖质 30 a 52 b 93 .7 a 80 b 53 B 69 .5 B 35 b 1 .32 b 0 .91a 1 .09 b 1 .34 b 0 .82 a 6 .53 B
沙子∶腐殖质(1∶2) 31 a 59 a 93 .5 a 84a 58 A 88 .2 A 42 a 1 .77a 0 .88a 1 .87 a 1 .73 a 0 .81 a 9 .41 A

3  小结与讨论

(1) 用石蒜鳞片来繁殖小球既简便又经济, 而且能提高

繁殖系数, 但是用分球繁殖不仅年限长 , 而且萌发籽球数量

有限, 达不到批量生产和市场供应的需求。在切割小球时 ,

不要损害鳞片基部。试验表明, 控制石蒜鳞片扦插温度在25

℃左右 , 扦插湿度60 % ～70 % , 更有利于鳞片繁殖。

( 2) 通过不同浓度的IBA 对鳞片进行处理和在不同基质

中进行扦插研究。结果表明,100 mg/ kg IBA 对于石蒜鳞片扦

插繁殖效果最好, 将沙和腐殖土按照1∶2 混合作为石蒜鳞片

扦插的基质生长情况最好。为方便与节约成本起见, 利用纯

细河沙做扦插基质即可。植物激素( IBA) 处理能提高石蒜鳞

片生籽球率, 生产上可采用此法来提高繁殖系数。

该试验中没有成活的鳞片 ,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一是

鳞片本身状况不佳, 太嫩或者太老; 二是鳞片在挖掘时受过

伤, 伤口愈合慢; 三是鳞片扦插的深度不够; 四是在记录数据

时造成人为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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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多点试验示范  表4 表明, 连玉21 号从2000 年开始

在大连市和营口区进行多点试验示范 , 比当地主栽品种增

产10 % 左右, 而且该品种抗病、抗旱性强 , 品质好 , 深受各地

区种植户欢迎。

  表2 2001 年辽宁省大连地区区域试验产量表( B 组)

试验地点 单产∥kg/ hm2 比铁丹10 号±% 位次

庄河市吴炉   9493 .5    20 .9 1
庄河市光明山 9522 45 .1 1
瓦房店市农科所 11014 .5 3 .2 2
瓦房店市种牛场 10764 5 .2 3
普兰店市元台镇 11766 10 .1 2
普兰店市城子坦 10471 .5 11 .7 1
金州市区大李家 9228 13 .5 1
金州区二十里堡 9609 11 .8 1
平均 10234 .5 14 .3 1

  表3  2001 年辽宁省大连地区生产试验产量结果表( A 组)

试验地点 单产∥kg/ hm2 比铁丹10 号±% 位次

庄河市吴炉   8922    8 .4 1
瓦房店市农科所 10591 .5 14 .3 3
瓦房店市种牛场 7918 .5 - 1 .0 8
普兰店市元台镇 8884 .5 2 .4 4
普兰店市城子坦 10455 27 .9 4
金州区二十里堡 8569 .5 7 .8 2
平均 9223 .5 10 .1 2

4  栽培与制种技术

4 .1  栽培技术

4 .1 .1  选地与施肥。连玉21 号属晚熟品种 , 高产、稳产、抗

倒、抗病、喜肥水, 应选择中等以上肥力地块种植为宜 , 每公

顷施农家肥30 000 ～45 000 kg 做基肥 , 追肥施复合肥或磷酸

二铵225 kg/ hm2 、硫酸钾150 kg/ hm2 、尿素450～525 kg/ hm2 。

4 .1 .2  种植密度。连玉21 号是中杆大穗型杂交种 , 平地

或清种种植密度为43 500 株/ hm2 , 坡地或比空栽培可以适

当增加密度, 以46 500 株/ hm2 为宜。

4 .2  制种技术 父本浸种24 h 后与母本同播 , 父母本行比

1 :6 , 每公顷母本保苗67 500 株, 父本保苗60000 株。母本应

及时去雄 , 在抽雄前摸苞带叶去雄。

  表4 2000～2002 年多点试验示范结果

年份 试验地点
对照

品种

对照单

产∥kg/ hm2

连玉21

号∥kg/ hm2

比ck

±∥%
2000 大连原种场 铁单10  8 310  9 807  18 .0

三涧堡镇曹家村 铁单10 7 069 .5 8 209 .5 16 .1
2001 大石桥南楼开发区 农大108 9 469 .5 10 261 .5 8 .4

大石桥永安镇 97-1 10 050 11 686 .5 16 .3
盖州市青石岭 丹玉26 9 796 .5 10 725 9 .5
旅顺前夹沟 丹玉26 8 389 .5 9 295 .5 10 .8
大连原种场 丹玉26 9 166 .5 10 417 .5 13 .6

2002 旅顺前夹山 沈单16 8 181 8 947 .5 9 .4
金州三十里堡 沈单16 8 481 9 352 .5 10 .2
盖州市青石岭 沈单16 9 078 10 042 .5 10 .6
盖州市团山乡 沈单16 9 202 .5 10 075 .5 9 .5

5  适宜种植区域

该品种适合在种植掖单13 、丹玉26 号的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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