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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棘渊 Pyracanthafortuneana冤为蔷薇科火棘属常绿灌木袁
四季常青袁春季满树白花袁秋季红果累累袁终年不落袁极富观
赏价值[1]遥在盆景制作中袁为缩短育桩时间袁常采用挖老桩的
方法袁但挖老桩既破坏环境又浪费资源曰而采用播种或嫩枝
扦插繁育桩坯需要时间较长袁成形较慢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火棘盆景的发展[2]遥 为了使火棘快速成型袁缩短育桩时
间袁开拓盆景火棘树桩培植的新途径袁为火棘盆景规模化生
产服务提供技术指导袁进行了该试验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插床建立遥插床设在湖南省林业科学院苗圃袁地势平
坦袁背风向阳袁靠近水源袁排灌方便遥 试验地土层深厚袁疏松
肥沃遥 扦插床按南北走向划分小区袁小区宽为 2 m袁长为 4
m袁垄面高约为 20 cm遥
1.1.2 插条采集遥 供试验用的插条采自长沙鸿飞花卉公司
内生长健壮的 6年生火棘遥 3月结合修剪收集剪下的枝条袁
选取生长健壮有一定的冠型袁 即带有几个分枝 渊 一般 3耀5
个冤且有造型价值的无病虫害的火棘硬技袁并根据造型的需
要作必要的修剪遥每一枝条上部均剪成平口袁主枝轴下部切
口剪成斜口并剪去多余的小枝袁每分枝上保留 2耀4片叶尧6耀
8个芽袁且要根据造型需要留取芽位遥
1.2 方法

1.2.1 试验处理遥每种药剂设 4个浓度处理袁即 GGR 6号生
根粉 100尧500 和 1 000 mg/L曰CPD 生根粉 500尧1 000尧1 500
mg/L遥 以清水为对照渊 CK冤遥
1.2.2 药液配制遥 用电子天平称取所需的 GGR 6号生根粉
和 CPD生根粉各 3份袁然后把药品分别放入烧杯袁加少量
的酒精溶解并不断搅拌袁最后按试验设计配成不同浓度遥
1.2.3 扦插处理遥试验处理在田间采用随机区组排列袁每个
小区插 30个插条袁3次重复遥 将准备好的插条在不同浓度
溶液中浸泡 5耀10 s渊 因为用的是高浓度药液袁 故采用速蘸
法冤袁枝条基部深入药液 2耀4 cm曰然后迅速将插条按照一定
的株行距插入插床袁入土深度要尽可能深插后浇透水 1次袁
并用 70 %遮阳网进行遮阴遥
1.2.4 插后管理遥扦插后注意遮阴和加强肥水管理遥10院00耀
15院00袁光照强烈袁要加盖遮阳网遥根据苗床内基质湿度状况
每隔一定时期浇水或喷水 1次袁经常保持基质湿润袁并使棚
内空气湿度保持在 85 %以上遥1个月后撤去薄膜袁浇 1次大

水并随水施肥袁要注意及时摘除开花植株上过多的花序袁避
免植株营养消耗过多而饥饿死亡遥 同时及时拔除苗床内杂
草袁促进桩苗健壮生长遥
1.2.5 生根调查遥 调查插条的生根情况袁并记载数据袁凡生
根长度达到 0.5 cm的均记为生根遥 统计不同浓度药剂的扦
插成活率和生根量袁并进行平均数显著性差异分析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CPD和 GGR 6号生根粉对火棘插条成活的影响 渊 表
1冤 从表 1可以看出袁 浓度为 1 000 mg/L的 CPD生根粉促
根效果最好袁 生根率分别比 1 500尧500 mg/L和 CK提高了
7.8 %尧10.0 %和 27.7 %曰浓度为 1 000 mg/L CPD生根粉的生
根效果与浓度为 1 500尧500 mg/L和 CK的生根效果在 0.05
水平上有差异遥

GGR 6号生根粉 500 mg/L 成活效果显著高于 GGR 6
号生根粉 100和 1 000 mg/L曰GGR 6号生根粉 500 mg/L 比
GGR 6号生根粉 100 和 1 000 mg/L 的成活率分别提高了
6.6 %和 5.6 %袁比清水对照提高了 22.2 %遥故认为 GGR 6号
生根粉 500 mg/L处理效果最好遥

CPD 生根粉与 GGR 6 号生根粉相比 袁CPD 生根粉
1 000 mg/L处理的火棘插条成活率最高遥其后依次是院GGR
6 号生根粉 500 mg/L袁CPD 生根粉 1 500尧500 mg/L曰GGR 6
号生根粉 1 000尧100 mg/L曰2种药剂各浓度处理对火棘的成
活都有促进作用袁都极显著地高于清水对照遥
2.2 CPD和 GGR 6号生根粉对火棘插条生根的影响 不

同药剂浓度对插条生根量的影响见表 2遥 从表 2可知袁不同
浓度的 CPD生根粉处理对火棘生根有较明显的差异袁其中

CPD和 GGR 6号 2种生根粉对火棘扦插成活的影响

曹受金 渊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袁湖南长沙 410004冤

摘要 研究了 CPD和 GGR 6号生根粉不同浓度处理对火棘带冠硬枝扦插的影响遥结果表明院2种药剂对促进带冠的火棘插条生根均
有良好作用袁插条成活率和生根量以 CPD生根粉 1 000 mg/L尧GGR 6号生根粉 500 mg/L处理效果最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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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药剂浓度对火棘插条生根的影响

激素名称 处理椅mg/L 各小区平均单株根数 平均根数
条/株

差异性
玉 域 芋 F0.05 F0.01CPD 1 500 7.8 8.4 7.9 8.0 b B

1 000 10.6 10.8 11.8 11.1 a A500 8.1 8.2 8.0 8.1 b B
100 7.1 8.3 6.4 7.3 b BGGR6号 500 10.8 9.8 10.1 10.0 a A

1 000 8.6 8.3 7.5 8.1 b B
清水渊 CK冤 0 4.7 6.6 5.6 5.6 c C

激素名称
处理mg/L 成活数

个
成活率%

差异性
F0.05 F0.01CPD 1 500 73 81.0 ab A

1 000 80 88.8 a A500 71 78.8 b A
GGR6号 100 69 76.7 b A500 75 83.3 a A

1 000 70 77.7 b A
清水渊 CK冤 0 55 61.1 c B

表 1 GGR 6号生根粉和 CPD生根粉对火棘插条成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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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mg/L的 CPD生根粉效果最好曰CPD生根粉 1 000 mg/L
的生根效果显著高于 CPD 生根粉 1 500袁500 mg/L 和清水
对照遥

GGR 6号生根粉 500 mg/L处理的生根效果最好袁 显著
高于 GGR6号生根粉 1000尧100mg/L和清水对照的生根效果遥

CPD 生根粉与 GGR 6 号生根粉相比 袁CPD 生根粉
1 000 mg/L生根量最高曰其后依次是院GGR 6号生根粉 500尧
1 000 mg/L袁CPD 生根粉 500尧1500 mg/L袁GGR 6 号生根粉
100 mg/L遥 2种生根剂对火棘的生根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袁
效果都极显著地高于清水对照遥
3 结论与讨论

不同药剂渊 CPD生根粉尧GGR 6号生根粉冤以不同浓度
处理火棘带冠硬枝袁对其生根和成活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袁

能够促进生根数量增加袁提高成活率遥促进火棘插条生根和
成活袁 以 1 000 mg/L的 CPD生根粉尧500 mg/L的 GGR 6号
生根粉处理插条为好遥 2种药剂相比袁CPD生根粉的效果相
对比 GGR 6号生根粉略好一些遥 带冠硬枝扦插在春季进
行袁环境调控较夏季容易得多袁故 1 000 mg/L的 CPD 生根
粉处理硬枝火棘插条快速培育火棘盆景桩坯技术可以在生

产上应用袁这为火棘盆景的育桩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遥试验
结果还表明袁CPD生根粉 1 000 mg/L比其他 2种浓度好袁但
该试验所设浓度梯度差别比较大袁 是否为最佳浓度还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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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渊 1冤在 25~50 mmol/L的低盐胁迫下袁西瓜种子的发芽率
稍高于对照袁 即说明在较低浓度下袁NaCl胁迫对西瓜的发
芽有促进作用曰当浓度为 25 mmol/L时袁对西瓜种子的发根
和芽的生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曰当 NaCl浓度达 100 mmol/L
时袁西瓜种子发芽率急剧下降遥表现出不同浓度 NaCl胁迫袁
种子萌发的耐盐性存在差异遥 低浓度的 NaCl能促进种子
萌发袁而高浓度则显著抑制袁这一趋势与不少研究结果是相
同的遥 低浓度 NaCl胁迫对甜菜[7]尧棉花[11]尧猎狗[13]尧盐角草[14]尧
苜蓿[15]尧红豆草 [16]等种子萌发有促进作用袁这种现象可能与
低盐促进细胞膜渗透调节有关袁 也可能是因为微量的无机
离子渊 Na+冤对呼吸酶有一定的激活作用遥

渊 2冤在 NaCl胁迫下袁西瓜的发芽率尧芽和根的生长均受
到不同程度的抑制袁根的生长受盐胁迫的影响也更大遥随着
NaCl胁迫浓度的增大袁种子发芽率尧芽长尧根长尧芽鲜重尧根
鲜重尧芽干重尧根干重总体呈下降趋势袁且对根的影响比对
芽的影响更强遥 Waisel等研究表明袁根对盐的过滤作用是最
重要的拒盐机制袁可阻止 80 %的盐分通过蒸腾流从根表面
进入茎[19]遥 程大友等认为袁在高浓度 NaCl溶液胁迫下袁种子
发芽率显著降低遥 这可能是由于高浓度的 NaCl 的毒害作
用袁在细胞的渗透调节作用尧膜脂和脂肪酸的组成及生理代
谢酶活性等方面产生不良影响袁致使 NaCl浓度越大袁抑制
作用越强曰也可能是由于 NaCl溶液浓度过高袁破坏了细胞
质膜的完整性袁导致细胞膜选择性透性下降甚至丧失袁Na+尧
Cl-等在细胞内的大量积累袁降低了 K尧Ca等元素的含量袁造
成这些元素的亏缺袁细胞内离子失调袁引发一系列代谢紊乱[7]遥
此外袁溶液中盐分过多袁水势降低袁种子幼芽渊 胚冤吸水困难袁
造成细胞内水分亏缺袁影响幼芽渊 胚冤的生长[7]遥 贺军民等也
认为袁盐胁迫会破坏种子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袁导致代谢紊
乱袁活力降低乃至失去萌发能力[2]遥

渊 3冤NaCl胁迫浓度同发芽率尧芽长尧根长尧芽鲜重尧芽干
重尧根鲜重的抑制率之间达极显著相关渊 P约0.01冤袁而根干重
的抑制率与 NaCl胁迫浓度达显著相关渊 P约0.05冤遥

渊 4冤发芽期为植物对盐胁迫最敏感的时期 [9~12]袁笔者认
为袁 种子萌芽期的耐盐性可以反映出该品种在其他时期的
耐盐性遥种子盐水发芽作为耐盐指标已有报道[4袁5]袁尽管植物

各个生长时期的耐盐机制或方式可能不同袁 但西瓜发芽期
的耐盐力与其他生育阶段的耐盐力之间相关性到底有多

大袁还有待于进一步试验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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