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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措施对狼尾草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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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田间小区实验,研究了栽培措施 (遮荫强度、移植时间和修剪时间 )对观赏植物狼尾草生长的影响。结果

表明: 狼尾草株高和冠幅随着遮荫强度的增加而增加, 但花序数却明显减少; 不同移植时间对狼尾草的成活率均无

影响, 成活率可达 100% ; 越冬前修剪后覆土的养护措施显著降低株高与花序数, 延迟了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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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m ents w 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shade intensity, tim e o f transp lanting and time of

cutting back w ith or w ithout soil cover on grow th and development ofP ernnisetum alop ecuroides. P lant he ight and

w idth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in flo rescense decreased sign ificantly w ith shade in tensity increased. T ransplan ting

time d id not affect overw intering surv iva,l but had a negat ive effects on v isual appea.l To obta in the best visua l ap

pea,l P. alopecuro ides shou ld be transplanted before the end ofM arch in Be ijing reg ion. Overw intering survival of

P. alop ecuroides reached to 100% even w ithout any overw inter ing protection, but so il covering after cu tt ing back be

fo re w inter decreased sign ificantly them ax imum height and the number o f in flo rescence, as w ell as postponed the

grow th and deve lopment ofP. alop ecuro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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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尾草 (P ennisetum alopecuro ides ( L. ) Spreng. )

是禾本科狼尾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广泛分布在热

带和温带地区。由于其具有良好的抗旱、抗病、耐瘠

薄能力和管理成本低等特点, 近年来被越来越广泛

地应用于园林绿化
[ 1, 2]
。园林绿化具有栽植时间的

不确定性和生境条件的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 因

此,园林植物的种植成活及生长发育与应用效果、栽

培条件、管理措施等紧密相关。

许多研究表明, 秋季或冬季移植园林树木成活

率高,长势好
[ 3]

,且次年春季根系生长开始时间早,

生育期有所提前
[ 4]
。越冬成活率作为植物适应性的

重要指标,受温度和空气湿度等环境因素的综合影

响
[ 5]

,所以虽然许多植物具有较好的耐寒性,但在冬

季寒冷干燥的北方地区越冬也要采取保护措施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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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狼尾草的相关研究目前少有报道。本文研究了

移植时间、遮荫强度以及修剪时间等措施对狼尾草

生长发育的影响, 找出了较适宜狼尾草生长的栽培

条件, 为狼尾草在园林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技术

支持。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北京小汤山北京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试验

基地进行,试验地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试验地基本概况

土质
有机质含量 /

( g kg- 1 )
pH值

1 6月份降水 /mm

2003年 2004年

7 12月降水 /mm

2003年 2004年

最低温度 /!

2003年 2004年

最高温度 /!

2003年 2004年

壤土 22 7. 3 120. 8 117. 5 348. 1 328. 0 - 14 - 16 40 39

2 试验方法

2. 1 材料培育

狼尾草种子于 2002年秋季采于北京怀柔。

2003年 2月 20日将狼尾草种子播种在含壤土、草炭

和沙子 ( 1∀1∀1)以及 0. 5% 的复合肥 ( N∀P∀K =

12∀12∀10)的育苗盘中,幼苗 3叶期时移植至与育苗

盘相同基质的 8 cm的营养钵中。当生长至有 3个

分蘖时移植到大田,株行距均为 50 cm, 常规管理。

2. 2 遮荫强度试验

2003年 4月 15日,挑选整齐一致的狼尾草植株

移植到直径 45 cm的花盆中 (基质同 1. 2节 ) , 每盆

1株。在相当于自然光辐射 0%、25%、50%和 75%

的 4种不同遮荫强度 (通过覆盖不同层数的黑色尼

龙网获得 )下各放置 15~ 20盆, 3次重复, 5 d随机

移盆 1次,正常水肥管理。 2003年 10月 15日,分别

测量各处理的株高、冠幅、分蘖数、花序数。

2. 3 移植时期试验

挑选长势整齐一致 ( 30个分蘖 )的狼尾草, 分别

于 2003年 12月 1日、2004年 2月 10日、2004年 3

月 10日、2004年 3月 28日和 2004年 4月 16日移

植,株行距均为 50 cm,小区面积 20m
2
, 随机区组设

计, 3次重复。种植当天浇透水,正常管理。2004年

3月 20日开始调查移植后狼尾草的返青情况, 6月

10日后调查生长和开花情况。

2. 4 越冬修剪试验

越冬修剪试验设 4个处理: ( 1) 2003年 11月 15

日 (此时地上部已枯死 )剪掉地上部 (AC) ; ( 2) 2003

年 11月 15日剪掉地上部, 同时覆土 10 cm, 2004年

3月 10日 (翌年春天 )将覆土拨开 ( ACC ); ( 3) 2004

年 3月 10日剪掉地上部 ( SC ); ( 4)完全保留地上部

(UC )。随机区组设计, 3次重复。所有处理均于

2003年 11月 20日浇越冬水和 2004年 3月 15日浇

返青水各 1次,灌溉量为 35 kg m
- 2
。 2004年 3月

20日调查各处理的越冬成活率和返青期。盛花期

调查各处理的花序数、株高和冠幅。

2. 5 数据分析

使用 SAS 8. 02#R GLM Duncan∃ sM ultiple Range

Test进行显著性方差分析,差异显著水平为 = 0. 05。

3 结果与分析

3. 1 遮荫对狼尾草生长的影响

由表 2可见: 遮荫强度对狼尾草的株高影响显

著。与不遮荫相比, 在 25% 遮荫强度下株高增加

7. 2%,而 75%遮荫强度下,株高增加 20. 5% , 该结

果与 James
[ 7]
在盆栽条件下对矮生狼尾草的研究结

果相同;狼尾草的冠幅也随着遮荫强度的增加而增

加,但 25%和 50%遮荫强度下差异不显著, 这是因

为在遮荫条件下, 狼尾草株高增加, 表现出徒长状

态,导致植株茎杆发散而增加了冠幅。与不遮荫相

比,在 25%的遮荫强度时, 其分蘖数和花序数无显

著差异;当遮荫强度增加到 50%时, 分蘖数和花序

数分别比不遮荫的下降了 13. 9%和 25. 6% ;遮荫强

度增加至 75%时, 其分蘖数和花序数显著降低 (分

别比不遮荫的下降了 62. 0% 和 65. 8% )。 Patter

son
[ 8]
发现遮荫可显著降低茅草 ( Imperata cy lindrica

( L. ) )的分蘖数目; Bubar等
[ 9 ]
对狗尾草的研究结果

也表明,遮荫条件下分蘖数显著降低。花序数目是

狼尾草表现观赏性的重要指标, 因此,为了保证其观

赏性和正常生长, 生长环境的遮荫度不应高

于 25%。

表 2 遮荫强度对狼尾草生长的影响

遮荫强度 /

%

株高 /

cm

冠幅 /

cm

分蘖数 /

(个 株 - 1 )

花序数 /

(个 株 - 1 )

0 97. 6 a 81. 1a 77. 8a 56. 2 a

25 104. 6b 90. 5ab 73. 0a 54. 8 a

50 112. 4b c 90. 7ab 67. 0ab 41. 8 ab

75 117. 6 c 97. 9b 29. 6b 19.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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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移植时间对狼尾草生长的影响

从表 3看出:不同移植时间狼尾草的成活率都

达到了 100%, 但移植时间对生育期和生长却有一

定的影响,特别是 4月 16日移植的狼尾草, 其生育

期明显滞后,株高、花序数目和冠幅都显著地降低,

严重影响了其观赏效果。这是因为 4月 16日狼尾

草已经拔节,植株较大, 移植后植株均发生萎蔫, 缓

苗期延长且生长缓慢所致。许多关于园林树木移植

的研究表明:秋季移植的树木较春季移植的树木生

长速度快, 冠幅增长量大
[ 10]

; 也有一些相反的结果

认为秋季移植的树木较春季移植的树木生长慢, 冠

副增长量小
[ 11]
。对草本植物狼尾草而言,只要在 3

月底之前移植,均能保持较好的长势和观赏效果。

表 3 移植时间对狼尾草生长的影响

移植时间

(年月 日 )

成活率

/%

返青期

(月日 )

始花期

(月日 )

株高 /

cm

冠幅 /

cm

花序数 /

(个 株 - 1 )

2003 12 01 100 03 21 07 21 143. 0a 115. 5a 106. 4ab

2004 02 10 100 03 26 07 23 141. 8a 113. 8a 114. 3a

2004 03 10 100 03 28 07 24 142. 0a 115. 3a 115. 3a

2004 03 28 100 03 22% 07 26 141. 8a 114. 3a 110. 5a

2004 04 16 100 03 22% 08 08 89. 8b 85. 3b 75. 6b

注: % 移植时已返青。

3. 3 越冬修剪措施对狼尾草生长的影响

本试验的研究表明, 即使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最低温度 - 16 ! )狼尾草也能够安全越冬 (表 4) ,

成活率为 100% ,而 Davidson
[ 6]
的研究却是狼尾草在

年平均气温 1. 6 ! 条件下越冬成活率只有 30%; 也

有报道狼尾草 (P. alopecuro ides&L ittle Bunny∃ )在最
低温度达 - 20 ! 以下时越冬困难 [ 12]

。本试验品种

的原产地在华北地区,其抗逆性强, 对北京地区的冬

季温度有很好的适应性,因此即使不采取任何保护

措施, 也能安全越冬。

剪掉地上部后覆盖土层是提高观赏植物越冬成

活率的常用方法。从表 4看出: ACC处理的狼尾草

较其它 3种未覆土处理 (AC、SC、UC )的长势、株高

与花序数显著降低, 生育期延迟。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是土壤覆盖,春季新芽不能及时露出地表,影响

了生长,因而推迟了狼尾草的生育期。

表 4 越冬修剪对狼尾草越冬存活率和生长的影响

冬季养

护措施

越冬存

活率 /%

返青期

(月日 )

株高 /

cm

冠幅 /

cm

花序数 /

(个 株 - 1 )

AC 100 03 22 142. 2 a 112. 5a 117. 2 a

ACC 100 03 24 135. 1b 113. 6a 98. 8b

SC 100 03 21 140. 1 a 112. 8a 109. 1 ab

UC 100 03 22 140. 2 a 115. 0a 100. 6b

3 小结与讨论

狼尾草喜光,自然条件下,狼尾草分布在开阔、向

阳、光照充足的地方;人工栽培条件下,该草种也需要

较多的光照,遮荫条件将影响其生长,影响的程度因

遮荫强度而变化。本研究表明:在 25%以上的遮荫条

件下,虽然株高和冠幅随着遮荫强度的增加而增加,

但花序数却明显减少,严重降低了观赏价值,因此园

林建植时,不宜将狼尾草种在光照不充足的地方。

该草种为暖季型草种, 冬季低温对其生长发育

将造成一定的影响。由于其原产地不同, 品种间的

耐寒性有一定的差别。本试验品种的原产地为华北

地区,对北京地区的冬季低温有很好的适应性, 在自

然生长状态下,越冬成活率仍高达 100%, 表明该品

种适宜在北京及周边地区种植。

不同移植时期对狼尾草的成活率均无影响, 但

3月底之后移植显著影响当年的观赏效果。因此,

要想在种植当年达到理想的观赏效果, 最好在 3月

底之前完成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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