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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藤 (C a la 二。s t。r : a d a c t夕lu s)
、

单叶省藤 (C
. : i二p lic ifo liu s)和红藤 (D a 。二o : o : o p s o a , g a -

, l’t 二 )是我国华南地区三个主要商品藤种
,

其藤茎工艺性能优良
,

是编织的好材料
。

我 川 在

藤类育苗及掉苗生理等方而的研究 已取得较大进 展〔’
,
2

,

“〕
。

近年来
,

仁
一

IJl1 拿大 国际发展研究中

心
、

(ID R C )的资助下
,

东南亚各产藤团对藤类的研究较为活跃
,

N
.

M a n o k a r a n (1 9 8 5 )认为
,

除温度和水分外
,

光照是影响藤苗生
一

民的主要因子 〔‘}
。

因此
,

探讨白藤
、

单叶省藤和红藤苗

木生长的最适光照条件
,

对完善藤类栽培技术具有实践意义
。

一
、

材 料 和方 法

(一 ) 材 料

选择苗龄为 3 个月
、

大小一致的白藤
、

单叶省藤和红藤营养杯苗
。

(二) 方 法

试验设置 5 种光照处理(用 4 讯m 宽的竹嫂编成透光面积分别为20 %
、

3 5%
、

50 %
、

6 5 %
、

8。%的遮荫网架搭成高为 5 0 c m
、

长宽各 Z m 的荫棚 )
,

以全光照作为对照
。

试验小区采用裂

区设计排列
,

玉复 4 次
,

小区 艺数7 2 ( 6 x 4 x 3 )个
。

每个小区( l m
2
)放苗木 10 。株

,

为了

避免边缘效应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

仃小区取 中央的苗木30 株
,

每月观测一次苗高和叶数
,

每

3 个月从每小区非观测株中随机抽样 1。株
,

测定一次叶面积和干物质重量
。

光照度 (表 1 )用

照度计实测
。

裹 1 荫翻相对光燕强度与实洲光照度

设 计 透 光 面 积 (% )

实测光 照度¹ (I : )

苗栩实际相对光照强度 ( % )

m i g s 6 心卜10月3 0 lJ l z一 12时测定
,

天气睛
。

二
、

结 果 分 析

白藤
、

单叶省藤和红藤苗高
、

叶数
、

叶面积和干物质 总量与光照关系如图

本文于 19 8 8年 4 月2 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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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初期
,

不同处理间苗木大小基本一致
, 以后逐渐出现差异

,

至第 9 个月
,

三种苗

木的最适光照差异明显
,

低于或高于其适生的光照范围

述如下
。

,

苗木生长率显著降低
,

现按藤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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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光照下 1 年生白蕊苗高
、

叶数和千物质总且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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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分析结果表明
,

20 %
、

35 %和80 %处理的苗高与对照有显著差异
,

但干物质总量无

差异 , 而苗高
、

叶数和干物质总髦则以 50 %和65 % 处理与对照 ItlJ 有显著差异
,

这说明
,

白藤

苗木生长的最适相对光照为 50 一65 %
。

光照度低于这一范围时
,

苗木嫩弱
;
反 之

,

苗 木 生

长缓慢
,

并且幼苗常 因太阳 灼伤致死
,

戍苗率低
。

(二 ) 单叶省藤

除苗木叶数外
,

不同处理间苗高
、

叶面积和干物质总量有显著差异
,

q 一检验结果 ( 表 3 )

表明
,

五种处理的苗高显著地大于对照
,

20 %
、

35 %和 50 %处理的还显著地大于80 %处理

的
,

其中以 35 %处理的苗木最高
,

为对照的1
.

4倍;
20 %

、

35 %
、

50 %
、

65 % 处理的苗木叶

面积显著地大于对照
,

其中以 35 % 处理的苗本叶而积最大
,

为对照的 1
.

9倍 ,
20 %

、

35 %处

理的千物质总址显著地大于对照
,

约为对照 的1
.

5倍
。

表 3 不同光照下 1 年生单叶省蕊苗离
、

叶面积和干物质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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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述分析结果撇 ; J又
,

20 1%
、

35 %处理的苗高
、

叶而积和干物质总量与对照 间有 显著差

叶
,

其 , {, 3 5 %处理的苗高和叶而积还显著地大于 8 0 %处理
。

这一结果表明
,

20 一35 %的相对

光!!仅是单叶省藤苗才; 生 长的最适光照条件
。

(三 ) 红 慈

除苗才扣 f
一

而积外
,

不同处理间苗高
、

叶数和干物质总 氟有 显 著 差 异
, q 一检验结果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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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表明
, 8 0 %处理的苗高显著地大于 20 %

、

35 %处理的
;
而 80 %和对照处理的叶数显著地大

于35 %
、

50 %处理的
,

并且对照还显著地大于20 %
、

65 %
、

80 %处理的
; 80 %和 对 照处理的苗

木干物质总量又显著地大于20 %
、

35 %处理的
,

并以 80 %处理的最大
,

约为20 %处理的 1
.

5倍
。

表 4 在不同光照下红慈苗高
、

叶数和千物质总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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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结果显示
,

80 %处理的苗高
、

叶数和干物质总量与20 %
、

35 %处理的有显著差

异
,

这说明
,

80 %的相对光照是红藤苗木生长的最适光照条件
。

三
、

小 结

光照是影响藤类苗木生长的主要因子
,

在全光照或过度荫蔽条件下大多数藤苗生长不良
,

但它们所要求的最适光照条件又因藤种而异
。

1 年生白藤苗木生长的最适相对 光 照 为 50 一

65 % ;
单叶省藤苗木生长的最适相对光照为20 一35 % ; 而红藤苗木却要求较强的光照条件

,

80 %的相对光照是它生长所要求的最适光照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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