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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重庆市城口县咸宜乡苗圃和中国林科院温室开展崖柏扦插繁殖试验!研究采穗母树年龄&不同激素种类及

其组合&激素浓度&扦插基质&物理促根等不同处理方式下崖柏扦插生根效应' 结果表明$"$#在咸宜乡苗圃!采用

自动喷雾设施!以蛭石(泥炭土(珍珠岩"$s$s$#为扦插基质!用 % 种激素和清水处理崖柏幼树 $ 年生枝条!扦插后

$&# J的生根率为 '),'&0 *&,'#0!不同处理组合生根效应具有显著差异!" ### K6-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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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科院温室用 " 种激素和清水处理崖柏幼树 $

年生枝条!扦插于蛭石(泥炭土(珍珠岩"$s$s$#的基质!搭塑料拱棚!扦插后 $"# J 的生根率远低于咸宜乡苗圃!为

"-,*%0 )-,%'0!激素处理后的枝条与对照差异显著!$ ### K6-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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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清水对照"24#%"%#在咸宜乡苗圃用不同激素和物理促生根方法组成的 "' 种组合处理的成年崖柏枝条!最高生

根率仅为 "#,+%0' 生根率超过 $#0的处理组合是$清水处理!泥炭土$蛭石$珍珠岩"$s$s$#%$ ### K6-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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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柏"M*2X( %2&)*2$4$4%0%H@3CABV#为我国特有

的柏科"2EQ@>??3A>3>#崖柏属"M*2X( ZDCCV#常绿乔

木!树高可达 "# K!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开发利

用前景*$ U"+

' $+*" 年 ) 月!法国传教士法戈斯"=V

7VH3@6>?#在重庆市城口县大巴山石灰岩山地首次

发现崖柏!在此后的 $## 年里!曾有人多次前往产地

考察!但均未找到该物种' .中国植物红皮书/第一

卷*%+和英文版.中国植物志/ "裸子植物#第 ) 卷*)+

均将其定为野外已灭绝的物种' $*** 年!重庆林业

局组织专家开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调查时!在

城口县大巴山腹地重新发现了该物种' 现已查明!

崖柏野生种群分布在城口和开县山区!水平分布在

%$[%#\ %$[-#\/!$#+[%#\ $#*[$-\]!垂直分布集

中在海拔 *## ""## K!为狭域特有种' 该种野生

种群数量有限!林下天然更新不良!种群处于极度衰

退状态!"##%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2/#将其评

定为极度濒危物种'

拯救濒危植物的关键是实现种群扩繁!但因该

物种在我国已(绝迹)$## 年!有关其种群繁殖的研

究几近空白' 野外调查发现!崖柏的结实量极低且

种子败育严重*-+

!种子缺乏已构成种子繁殖的极大

障碍' 扦插繁殖可以解决无种源树种苗木繁殖问

题!但关于崖柏的扦插繁殖尚缺乏系统研究!仅有易

思荣等*&+和王祥福*-+等做过一些初步尝试' $***

年 $# 月!易思容等*&+在崖柏产地采集了一些枝条!

未经任何处理!直接剪成 )# AK以上的大枝条扦插

于蛭石中!并用塑料薄膜搭拱覆盖保温!"### 年 %

月将这些大枝条剪成 $# AK长的小枝条!分别扦插

在拱棚内和温室中' ) 个月后调查!插条的生根率

分别达到 &-,##0和 '+,##0!没有生根的插条也未

见死亡' "##',"##+ 年!王祥福等*-+在崖柏原产地

城口和中国林科院温室!取成年崖柏母树枝条进行

扦插试验!生根率仅为 -,##0 $),##0' 由于这

些试验未详细介绍插穗类型&母树年龄以及外部环

境!而无法探讨造成生根率高低的原因!但却提供了

崖柏扦插可以生根这一重要信息'

影响扦插繁殖成效的因素很多!其中!内部因素

有树种遗传特性&母树年龄&插穗年龄&采穗位置等!

外部环境条件有扦插基质的通气性&排水"保水#

性&空气温度&湿度&光照条件以及光&温&水&气的协

调作用' 寻求最佳的内部控制因素!选择适宜的外

部环境条件!提高扦插繁殖插穗的生根率!是扦插繁

殖研究的焦点问题' 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于 "#$$,"#$" 年!在重庆市城口县和北京两地!

重点围绕采穗母树年龄&枝条类型&不同激素种类及

其组合&激素浓度&扦插基质&物理促根等不同处理

方式下的扦插生根效应开展试验研究!旨在寻求有

利于崖柏扦插生根的内部因素控制和适宜的外部环

境条件!为崖柏的扩繁奠定基础'

$!试验地概况

扦插试验在重庆市城口县咸宜乡农田改造成的

临时苗圃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半自动化温室进

行' 城口县咸宜乡位于大巴山山脉南麓!为野生崖

柏种群分布区!年均气温 $%,+ ^!年均降水量

$ "&$,) KK!年均降雨日数 $&& J!年均最高气温

$),- ^!年均最低气温为 $%,# ^!无霜期 "%) J!年

均日照时数 $ -%) B!气候类型属东亚的亚热带季风

气候*'+

!苗圃设在海拔 +"' K"%$[)"\/!$#+[%&\]#

处的当地农田' 中国林科院温室位于北京市西北部

"%*[-&\/! $$&[$&\]#!温室设有天窗&排风扇&湿

帘&遮阳网等控湿控温设备!室内温度保持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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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V=>插床与促生根条件设置

城口县咸宜乡苗圃的插床用空心砖围砌而成!

长 $- K!宽 " K!插床内铺设 "# AK厚的黄土!插床

上配备自动喷雾装置' 喷雾时间长短视空气湿度而

调控!相对湿度一般保持在 +#,##0左右' 扦插容

器为高 + AK口径 & AK的一次性纸杯' 将处理后的

插穗插入装好扦插基质的扦插容器"每杯插 $ 根#

后!均匀摆放在插床上' 在插床外围覆单层遮阴网

为扦插苗遮阴' 每隔 ' J 喷施 $ 次 -## 倍多菌灵进

行插穗消毒处理!并喷施浓度为 $ K6-Z

U$的尿素

及 " K6-Z

U$磷酸二氢钾溶液为叶面施肥'

中国林科院温室中的插床为铁丝网网架!长

$" K!宽 $,- K!距地面高度为 #,+ K!容器为高 +

AK口径 + AK的塑料杯!每杯插 $ 根' 按照试验设

计装好基质扦插完成后!将扦插容器先摆放在塑料

托盘中!而后均匀放置在网架上' 在网架上搭设塑

料拱棚!防止扦插苗的过度蒸腾和对湿度的要求'

插穗消毒和叶面施肥方法与城口县咸宜乡苗圃的

相同'

?V?>扦插试验设计

"V"V$!基质相同条件下不同激素处理崖柏幼树枝

条的扦插试验!此项试验在城口县咸宜乡苗圃和中

国林科院温室分别进行' 在咸宜乡苗圃用的插穗!

取自城口县大巴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明中乡培育

的 ) 年生崖柏幼树' 在中国林科院温室用的插穗!

取自该温室中培育的 ) 年生崖柏幼树' 剪取树冠中

上部一级侧枝顶端当年生枝条为插穗!各方位枝条

充分混合后随机分组!插穗长 $# $- AK!直径 #,$-

#,"- AK!剪去基部 " % AK处叶片后进行带叶

扦插%扦插基质为蛭石(泥炭土(珍珠岩"$s$s$#%选

择的激素种类为吲哚,% 丁酸 ".L<# 和奈乙酸

"/<<#' 试验设计见表 $'

表 =>崖柏幼树枝条激素处理扦插试验设计

城口县咸宜乡苗圃 中国林科院温室

处理号 处理方式 处理号 处理方式

$

$ ### K6-Z

U$

.L< % $ ### K6-Z

U$

.L<f-# K6-Z

U$

/<<

"

$ ### K6-Z

U$

.L<f-## K6-Z

U$

/<< & " ### K6-Z

U$

.L<

%

" ### K6-Z

U$

.L< 0

清水对照"24#

) 清水对照"24#

在咸宜乡苗圃!每种处理 $" 根插穗!% 次重复!

扦插时间为 "#$$ 年 - 月%在中国林科院温室!每种

处理 %& 根插穗!% 次重复!扦插时间为 "#$$ 年 + 月'

扦插前!将插穗在配好的激素溶液中蘸 " KDC!扦插

方式为直插!为了不伤及插穗皮部!扦插前在基质上

打孔!扦插后及时灌水'

环境因子测定包括$圃地和温室的空气湿度&气

温!扦插基质的地温等' 扦插 ) 个月后开始调查插

穗的生根情况!调查指标包括$生根率&一级根的生

根量&根长&总根长&根径和最长根长等'

"V"V"!成年崖柏枝条不同基质!激素和物理促生根

方式扦插处理试验!此项试验在城口县咸宜乡苗圃

进行' 插穗取自树龄 )# 3以上崖柏向阳面树冠中

部枝条的顶梢!插穗长 $# $- AK!直径 #,"#

#,"+ AK!剪去基部 " % AK处叶片后进行带叶扦

插!扦插时间为 "#$$ 年 - 月' 扦插基质为泥炭土!

蛭石!珍珠岩!腐殖土!粗河沙%激素种类为吲哚(%(

丁酸".L<#!奈乙酸"/<<#!生根粉 $ 号"<LO

$

#!植

物绿色生长调节剂"88=

&

#%物理促生根方式为流水

冲洗和刻伤' 不同处理组合选用的基质&激素种类

和物理促生根方式有所不同' 本试验共设计了 "'

种处理组合!每种处理均设计 ") 根插穗!% 次重复'

扦插时间&扦床和插穗制作&激素溶液速蘸方式和时

间&插后管理以及环境因子测定和生根性状调查等

均与处于同一苗圃的崖柏幼树枝条扦插试验相同'

试验设计见表 "'

%!结果与分析

AV=>不同激素处理对崖柏幼树枝条扦插生根的

影响

%V$V$!幼树插穗生根性状!据观察!扦插 $) J 后!

插穗的基部开始有愈伤组织形成!早期形成的愈伤

组织为半透明状!以后逐渐变为乳白色或黄褐色!同

时!在插穗基部 % AK处!出现皮部开裂' 不定根大

多是从崖柏插穗的中下部的皮部产生的"图 $#!也

有少部分出自愈伤组织' 插穗生根时间参差不齐!

生根早的可发生在插后 $ 个月内!晚的多达 % 个月!

甚至更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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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成年崖柏枝条扦插试验设计

处理号 激素种类 激素浓度_"K6-Z

U$

#

基质种类 基质配比 物理促根方式

$ .L< " ### 泥炭土s珍珠岩 "s$ ,

" .L<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

% .L< " ### 腐殖土 , ,

) .L< $ ### 泥炭土s珍珠岩 "s$ ,

- .L<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

& .L< $ ### 腐殖土 , ,

' .L<f/<< $ ### f-## 泥炭土s珍珠岩 "s$ ,

+ .L<f/<< $ ### f-##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

* .L<f/<< $ ### f-## 腐殖土 , ,

$# , , 泥炭土s珍珠岩 "s$ ,

$$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

$" , , 腐殖土 , ,

$%

<LO

$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

$)

<LO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

$-

88=

&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

$&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

$' .L<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流水冲洗

$+

<LO

$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流水冲洗

$*

88=

&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流水冲洗

"#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流水冲洗

"$

<LO

$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刻伤

""

<LO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刻伤

"%

88=

&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刻伤

")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刻伤

"- , , 粗河沙 , 刻伤

"& , , 粗河沙 , ,

"' , , 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 $s$s$ 刻伤f流水冲洗

!!注$( U)表示没有'

%V$V"!不同激素处理对崖柏幼树插穗生根率的影

响!不同激素处理方式下崖柏幼树插穗扦插的生根

率及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

表 A>不同地点不同激素处理下崖柏幼树插穗的生根率

城口县咸宜乡圃地

处理号
生根率_0

插后$"# J插后$&# J

中国林科院温室

处理号
生根率_0

插后 $"# J

$ %+,+* '),'&

%

)-,%#!

" $*,)- '*,*&

&

)-,%'

% '-,## *&,'#

0

"清水 "-,*%

)"清水对照"24## )',%% +-,'+ 对照"24##

!!由表 % 可知$在城口县咸宜乡圃地!插后 $"#&

$&# J 不同处理插穗的生根率分别为 $*,)-0

'-,##0&'),'&0 *&,'#0' 插后 $"# J 不同处理

插穗的生根率大小最终排序是$" ### K6-Z

U$

.L<

1清水对照"24# 1$ ### K6-Z

U$

.L<1$ ### K6-

Z

U$

.L<f-## K6-Z

U$

/<<' 扦插 $&# J 的崖柏生

根情况见图 $'

图 $!崖柏幼树插穗扦插 $&# J的生根情况

在中国林科院温室!插后 $"# J!不同处理的生

根率为 "-,*%0 )-,%'0!不同处理插穗生根率的

大小排序是$" ### K6-Z

U$

.L<1$ ### K6-Z

U$

.L<

f-# K6-Z

U$

/<<1清水对照"24#'

%V$V%!不同激素处理对崖柏幼树插穗的生根量!根

长和根径的影响!由表 ) 可知$在咸宜乡苗圃!除根

长和侧根数在不同激素处理间无显著差异外!插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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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根量和根径均达到显著"@e#,#-#水平' 不同

激素处理下崖柏幼树插穗的生根量&最长根长&总根

长的变化规律一致!其大小排序是$" ### K6-Z

U$

.L<1清水对照"24# 1$ ### K6-Z

U$

.L<1$ ###

K6-Z

U$

.L<f-## K6-Z

U$

/<<!但根径在不同激

素处理下的变化有所不同!按大小排序的结果是$

$ ### K6-Z

U$

.L<f-## K6-Z

U$

/<<1$ ### K6-

Z

U$

.L<1" ### K6-Z

U$

.L<1清水对照"24#'

表 D>不同激素处理下崖柏幼树插穗的生根性状及I$Q多重比较

地点 处理号 生根量_"条-穗 U$

#

根长_KK 总根长_KK 最长根长_KK

!侧根数_"条-条 U$

#

根径_KK

城口县咸宜乡圃地 $ +V-%S %'V**3 %%#V#-S &-V&#S )V#+3 #V+$3S

" "V&'A )%V&&3 $##V"'A -%V%$S )V#$3 #V+'3

% $"V#)3 %+V'&3 -%#V"-3 +$V%'3 %V&'3 #V'-SA

)"清水对照"24## *V$$S %-V#%3 %)#V))S &)V)&S %V-$3 #V&'A

中国林科院温室
%

%V"*3 &'V#*3S $-'V"'3S *&V%$3 -V)*3 #V+"3

&

"V*"3S '%V$'3 "$'V+$3 $#)V+*3 &V"*3 #V+)3

0

"清水对照"24## "V#)S --V%)S $%%V$%S &'V+'S -V$&3 #V+)3

!!注$同列中相同小写字母表示 #V#- 水平差异不显著!不同者表示显著'

在中国林科院温室!除根径及侧根数两项指标

在三种处理间均无差异外!其余各项指标表现为经

过处理的组优于对照组或与对照无显著差异!而 "

种激素处理方式间!各项指标均无显著差异'

由于不同生根指标在不同激素处理间缺乏一致

性的变化规律!仅凭单一生根指标难以评定不同激

素处理组合的生根效应!为此!采用隶属函数法对不

同激素处理下生根性状的隶属函数值进行计算!并

通过比较综合隶属函数值的大小!对各激素处理组

合进行判断"表 -#'

一般认为!综合隶属函数值越大!对应处理组合

越优*++

' 由表 - 可知$在咸宜乡苗圃!相同基质!不

同激素处理组合生根效应的大小排序是$" ### K6

-Z

U$

.L<1清水对照"24# 1$ ### K6-Z

U$

.L<1

$ ### .L<K6-Z

U$

f-## K6-Z

U$

/<<%在中国林科

院温室!不同激素处理组合生根效应的大小排序是$

" ### K6-Z

U$

.L<1$ ### K6-Z

U$

.L<f-# K6-

Z

U$

/<<1清水对照"24#!但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 ### K6-Z

U$

.L<及 $ ### K6-Z

U$

.L<f-# K6-

Z

U$

/<<处理后的插穗!在各项指标间均无显著差

异!且这两组处理的综合隶属函数值只相差 #,#"!

因此!可以认为 " ### K6-Z

U$

.L<和 $ ### K6-

Z

U$

.L<f-# K6-Z

U$

/<<的效果相同!但均比清水

对照的好'

表 E>激素处理对崖柏幼树插穗扦插生根影响的隶属函数值

地点 处理号 生根量 最长根长 总根长 根径 根长 侧根数 综合隶属函数值

城口县咸宜乡圃地 $ #V"+ #V)+ #V'& #V-% #V)$ #V&% %V$#

" #V#) #V"+ #V*& #V)$ #V)* #V-* "V''

% #V$* #V%' #V+- #V)' #V)# #V-+ "V+'

) #V"$ #V%+ #V+- #V&$ #V%& #V&- %V#%

中国林科院温室!

%

#V#' #V%* #V&# #V#' #V%$ #V)) $V+'

&

#V#* #V%" #V%- #V"* #V%- #V)- $V+-

0

#V#- #V"% #V"" #V$' #V"* #V)- $V)$

AV?>不同基质$激素$物理促生根方式等对成年崖

柏插穗生根的影响

!! 由表 & 可知$不同基质&激素&物理促生根方式

下成年崖柏绝大多数插穗生根率都很低' 最高的处

理组合为 $$ 号"清水处理%基质为按体积比为 $s$

s$ 混合的泥炭土s蛭石s珍珠岩#!其生根率为

"#,+%0!其次是 ' 号处理组合"$ ### K6-Z

U$

.L<

f-## K6-Z

U$

/<<!基质为按体积比 "s$ 混合的泥

炭土s珍珠岩#和 $' 号处理组合"$ ### K6-Z

U$

.L<!基质为按体积比为 $s$s$ 混合的泥炭土s蛭

石s珍珠岩!通过流水冲洗处理#!这两种处理组合的

生根率均为 $",-0' 在 "' 个处理组合中!有 $- 个

处理组合的插穗未生根' 对有插穗生根的处理组

合!按生根率大小的排序是$ $$ 号处理组合"生根率

"#,+%0# 1' 号和 $' 号"$",-#0# 1$ 号"+,%%0#

1" 号"-,-&0# 1"& 号"),))0# 1$# 号和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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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号"%,%%0# 1") 号"",-0# 1"- 号

"",""0# 1) 号"$,)'0#' 图 " 为崖柏成年树插穗

生根情况'

图 "!崖柏成年树插穗扦插 $"# J的生根情况

不论何种处理组合!都有愈伤组织生成!但统计

相关分析表明!愈伤组织形成率与生根率并不存在

显著相关关系"'d#,#"#'

表 ">不同基质$激素$物理促生根方式对成年崖柏插穗

生根效应的影响

处理号
生根率

_0

愈伤组织形

成率_0

处理号
生根率

_0

愈伤组织形

成率_0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 #V## '#V##

)!结论与讨论

"$#在崖柏产地城口县咸宜乡的苗圃!采用蛭

石s泥炭土s珍珠岩"$s$s$#为扦插基质!配置自动

喷雾装置和单层遮阴网!" ### K6-Z

U$

.L<处理对

崖柏不定根的形成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中国林

科院温室!采用 $ ### K6-Z

U$

.L<f-# K6-Z

U$

/<<和 " ### K6-Z

U$

.L<处理插穗的效果相同'

2FQ>?等**+在道格拉斯冷杉 "@%$26"&%25( L$4C0$%00

"5D@SV#H@3CAF#扦插试验中也曾设置了较高浓度的

.L<和较低浓度的.L<配合少量/<<处理试验!其

结果与本文一致' 关于扦插使用生长调节剂的浓度

多大合适!目前说法不一' 对裸子植物而言!有人认

为生长调节剂浓度增加会抑制生根*$#+

!也有人认为

增加生长调节剂浓度不会提高生根率但可以改善根

系质量*$$+

!作者认为!其中原因可能与不同树种对

激素的种类和浓度需求或敏感程度不同有关'

""#城口县咸宜乡的苗圃与中国林科院温室崖

柏扦插的生根率的差异显著' 在咸宜乡苗圃崖柏幼

树枝条扦插 $"#& $&# J 的最高生根率分别为

'-,##0!*&,'#0!而在中国林科院温室!扦插 $"# J

的最高生根率仅为 )-,%'0' 其中原因可能与各地

的母树营养状况有关!温室中的幼树种植在花盆多

年!由于受容器的影响!根系发育受到一定限制%另

外!温室中光&温&水等环境条件与原产地也有所不

同!也会影响到幼树正常的生理代谢过程' 母树的

生长状况直接影响到插穗的质量!许多试验证明!插

穗内的营养物质对根原始体的分化有重要意义!发

育良好健壮的插穗比生长较差纤细的插穗容易

生根*$"+

'

"%#尽管对成年崖柏插穗采取了多种促进生根

的处理组合!但最终试验结果均不理想!最高处理组

合的生根率仅 "#,+%0!明显比崖柏幼树插穗的生

根率"*&,'#0#低' 许多学者在研究其它树种时也

曾发现过类似现象' ZDPD3C3等*$%+用胸径大于 - AK

的成年墨西哥红豆杉"M(I2%5H"J"%( ZV#的枝条做插

穗进行扦插试验!其最高生根率仅 "*,"#0!而幼树

枝条插穗的生根率则提高到 &&,%#0! 7>Y>?B:D

等*$)+用 "- -# 年生的落羽杉"M(I"602L60%&0)*2L

"ZV# =DABV#枝条做扦插!最高生根率为 $",##0!

而用幼树 $ 年生枝条插穗!生根率则提高到

'-,##0%4@3:FR?:D等*$-+分别用 %&'&$$&$- 年生等

不同年龄的加拿逊扁柏"3*(L($)?G(#0%4""&P(&$4%0%

"bVbFC##枝条做插穗!发现试验中年龄最大的 $-

年生母树的插穗生根率最低!生长势也最差' 目前

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已有多种解释!大多数学者

认为与不同年龄母树上采集的插穗内的生长素和抑

制剂的含量有关' 不定根的形成取决于插穗内生长

素和抑制剂的比例关系!只有这种比例合适时!才能

促进根原始体分化' 生长素和抑制剂的含量是随亲

本的年龄而变化!年龄增加生长素减少!而抑制剂增

加' 这些抑制剂可能类似于有机酸&单宁或有关成

分和树脂等*$#+

'

对裸子植物扦插的年龄效应研究表明!很多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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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年以上插穗的生根率就开始明显下降!只有少

数种可达 $# 年以上*$#!$'+

' 由此推断!成年崖柏插穗

和幼树插穗生根差异的产生原因在于插穗之间生长

素和抑制剂的含量的变化!这种变化削弱了不同处

理组合诱导不定根生成的作用' 另外!在崖柏不定

根形成过程中常常伴随愈伤组织的产生' 愈伤组织

主要起吸收和防御功能!但愈伤组织也会消耗插穗

内的生根物质*$"+

' 崖柏的愈伤组织很大!有的超过

插穗基径的近 $# 倍!达到 $ AK以上' 成年崖柏的

插穗生根率低!是否与愈伤组织有关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由于目前可采插穗的崖柏幼树资源非常有

限!导致本次用于扦插的崖柏幼树插穗样本数量&试

验处理方式偏小!今后有必要培植更多的崖柏幼树!

扩大崖柏幼树扦插试验规模!同时!加强成年崖柏插

穗生根机理研究!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寻求更佳的处

理组合!为崖柏种群扩繁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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