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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 ３ 水平 ４ 因素 Ｌ９（３４）正交试验设计，以八月瓜（Ｈｏｌｂｏｅｌｌ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为试验材料，研究枝条年龄、ＡＢＴ２ 号

生根粉质量分数、扦插基质、扦插季节等因素对八月瓜扦插生长情况的影响。 结果表明，成活率最高的是 １ 年生枝

条，平均成活率为 ８２ ３３％，成活所需时间最短（平均为 ５１ ｄ）；生长最好的是多年生枝条，扦插 ６ 个月后成活苗木的

长度平均为 １８８ ３３ ｃｍ。 在昆明及其附近地区，利用八月瓜枝条扦插育苗，最好在秋季，插穗采用 １ 年生或多年生

枝条，用 ２００×１０－６的 ＡＢＴ２ 号生根粉溶液处理 ３ ｈ，在粗沙床上扦插，其成活率可逾 ８０％，且成活所需时间最短，成活

苗木生长最快，可有效提高苗木的生长质量。
关键词：八月瓜；扦插；繁殖；ＡＢＴ 生根粉； 季节

中图分类号：Ｑ９４９ ７４６ ６；Ｓ５６７ ２３＋ ９；Ｓ７２３ １＋ ３２ 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３８０．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Ｈｏｌｂｏｅｌｌ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Ｗｕ Ｚｈａｎｋｕｉ１，Ｌｕｏ Ｙｏｎｇ２∗，Ｙｕａｎ Ｈｕｉｋｕｎ３，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３

（１ Ｃｈｅｎｇｇｏｎｇ Ｎｕｒｓｅｒｙ，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２０５， Ｃｈｉｎａ；
２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Ｂｕｒｅａｕ，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６６６３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３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２０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ｙ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Ｌ９（３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ｈｏｏｔ ａｇｅ， ＡＢＴ２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ｄｅ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Ｈｏｌｂｏｅｌｌ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ｏｕｌｄ ｇｅｔ
ｏｎ ｏｎｅ⁃ｙｅａｒ⁃ｏｌｄ ｓｈｏｏｔｓ， ｗｉｔｈ ８２ ３３％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ｂｏｕｔ ５１ ｄ （ ｓｈｏｒｔｅｓｔ ｔｉｍ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ａｆｔ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ｓｈｏｏｔｓ ｉｎ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１８８ ３３ ｃｍ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ｕｓｉｎｇ ｏｎｅ⁃ｙｅａｒ⁃ｏｌｄ ｓｈｏｏｔｓ ａｓ ｃｕｔｔａｇｅ， ｓｏａｋ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１０－６

ＡＢＴ２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ｄｅ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３ ｈｏｕｒ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ｏａｒｓｅ ｓａｎｄ ａｓ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ｏｕｌｄ ｅｘｃｅｅｄ ８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ｏｌｂｏｅｌｌ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ＡＢＴ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ｄｅｒ；Ｓｅａｓｏｎ

　 　 八月瓜（Ｈｏｌｂｏｅｌｌ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系木通科八月瓜属

多年生半常绿缠绕藤本植物，又称三叶莲，兰木香，
刺藤果，五风藤，等。 花紫色，果为不规则的长圆形

或椭圆形，熟时红紫色，花期 ４—５ 月，果期 ７—９ 月。
根药用，治跌打损伤、风湿骨痛，果治疝气、子宫脱

垂；果肉细嫩香甜，清香爽口，风味独特；叶碧绿光

亮、四季常青，花柔嫩清香，是一种集药用、食用、观
赏于一身的野生多功能经济植物［１⁃２］。 八月瓜产于

云南、贵州、四川和西藏东南部，生于海拔 ６００—２
６００ ｍ 的山坡、山谷密林林缘。 印度东北部、不丹和

尼泊尔有分布。 班小重等对八月瓜的资源进行了

收集与利用评价，认为野生种质资源极其稀少，野
外果实少且种子易遭到鸟兽危害，成熟、高质量的

种子采集非常困难［３］。 虽然种子繁殖简单易行，但
是结果所需时间较长，一般 ３ ａ 以后方能结果，生产

上一般不采用这种方式繁殖。 黎世龄等对八月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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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诱导与增殖培养研究，但生产上很难应

用［４］。 由于对八月瓜扦插技术的研究尚不够系

统［５］，为开发利用好八月瓜野生种质资源，加快优

质苗木的繁殖，促进良种选育，笔者进行了扦插育

苗试验，以期为扩大八月瓜生产栽培提供技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置在云南省昆明市景洪机关事务管

理局下属的呈贡苗圃基地（昆明市七甸工业园区旁

边），海拔 １ ８９５ ｍ，气候属于典型的低纬高原中亚

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年均温 １４ ５ ℃，最冷月（１
月）均温 ７ ５ ℃，最热月（７ 月）均温 １９ ７ ℃，年温差

１２—１３ ℃，历史上年极端最低气温－７ ８ ℃，极端最

高气温 ３１ ２ ℃，全年降水量 １ ０３１ ｍｍ，相对湿度

７４％，全年无霜期平均在 ２４０ ｄ 以上。 全年晴天较

多，日照时间年均 ２ ４４５ ６ ｈ。 春季温暖，干燥少雨；
夏无酷暑，雨量集中；秋季温凉，雨水减少，霜期开

始；冬无严寒，日照充足，天晴少雨。 土壤为红壤，
土层较厚，为 １ ０—２ ５ ｍ，土壤 ｐＨ ５ ０—６ ５。
１ ２　 试验设计

影响八月瓜枝条扦插成活的因素很多，如扦插

季节、扦插基质、枝条的木质化程度、生根粉的类型

和质量分数等。 在本试验之前，进行了预备试验。
预备试验结果表明，不足 ６ 个月的枝条几乎不能成

活。 经综合分析，最后确定扦插季节、扦插基质、枝
条的木质化程度、ＡＢＴ２ 号生根粉的质量分数为本

试验因素，进行 ４ 因素 ３ 水平正交试验 Ｌ９（３４），因素

水平见表 １。
表 １　 扦插试验因素水平

水平
试验因素

扦插季节 扦插基质 枝条年龄 ＡＢＴ２ 质量分数 ／ （ｍｇ ／ ｋｇ）
１ 春季 粗沙 当年生枝条 １００
２ 夏季 细沙 １ 年生枝条 ２００
３ 秋季 熟土 多年生枝条 ３００

　 　 注：当年生枝条是指 ０ ５—１ 年生枝条；多年生枝条是指＞１ 年生
的枝条。

１ ３　 试验材料及方法

试验扦插所需枝条均采自基地种植多年的野

生八月瓜，生长良好，无病虫害。 试验时，将早晨采

集的藤茎，及时在阴凉处斜剪成 ２０—２２ ｃｍ，要求下

切口位于叶或腋芽下 １ ｃｍ 左右，保留 ２—４ 个节间，
有顶梢的需去掉，为减少水分蒸发和促进光合作

用，保留上半部藤茎上的小叶 ３—５ 片。 剪好后的插

穗每 １００ 根捆成 １ 扎，基部对齐，直立放入配制好的

生根粉液中浸泡处理。 试验选择基地内的沙床，粗
沙（粒径大于 ０ ５ ｍｍ 的颗粒含量超过全部质量的

５０％，平均粒径为 １—０ ５ ｍｍ）、细沙 （粒径大于

０ ０７５ ｍｍ 的颗粒超过全部质量 ８５％，平均粒径为

０ ２５—０ １２５ ｍｍ）和熟土（采自基地的种植土）均用

高锰酸钾消毒，在扦插前先用 １％的高锰酸钾溶液

喷洒消毒。 春季扦插时间为 ３ 月中旬、夏季扦插时

间为 ６ 月中下旬和秋季扦插时间为 ９ 月中下旬。 试

验所用的 ＡＢＴ２ 号生根粉从市场上购买，插穗在不

同质量分数的生根粉液中浸泡 ３ ｈ。 每处理重复 ３
个，每个重复枝条 １００ 根。 扦插在早晨或傍晚为宜，
扦插前先用直径与插穗相近的木棍在沙床面上插

孔，深 ５—６ ｃｍ，株行距为 １０ ｃｍ ×１０ ｃｍ，边插孔边

插条，插穗应有 １—２ 个节插入土中，约 ６ ｃｍ，叶片

朝同一方向。 扦插完成后应及时喷透水 １ 次，并搭

建小拱棚，用塑料薄膜全封闭育苗。 在小拱棚上搭

高 ２００—２５０ ｃｍ 的网格架，若夏天或气温超过 ３０ ℃
时需用遮阳网遮荫，小拱棚内湿度控制在 ７５％左

右，温度控制在 ３０ ℃以下，待苗长至 １５—２０ ｃｍ 时，
再逐渐拆去薄膜和遮阳网。
１ ４　 调查及数据分析

扦插后 １ 个月开始，随时调查苗木成活所需时

间（扦插的时间至长出须根的时间）；扦插后 ６ 个

月，调查各试验小区的成活率，逐株调查苗木的长

度，地径因太小，不宜测量。 利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进

行方差分析和显著性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处理对八月瓜成活率的影响

不同处理的八月瓜枝条扦插成活率和方差分

析见表 ２，３。 结果表明，枝条成熟度和 ＡＢＴ２ 号生根

粉的质量分数对其扦插成活率影响最大，都达到极

显著差异，成活率最高的是 １ 年生枝条，平均成活率

为 ８２ ３３％，其次是多年生枝条，成活率平均为

７２ ６７％，而当年生枝条的扦插成活率低于 １０％，平
均为 ８ ６７％。 在 ＡＢＴ２ 号生根粉的 ３ 种质量分数

中，２００ ｍｇ ／ ｋｇ 处理的成活率最高，平均为 ５６ ６７％，
１００，３００ ｍｇ ／ ｋｇ 处理的成活率相差不大，平均成活

率分别为 ５５％和 ５２％。 同时，不同的扦插季节和扦

插基质都对其成活率有较大影响，都达到显著性差

异，其中，秋季的扦插成活率最高，平均为 ５６ ６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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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比夏季和春季高 １％和 ５ ３３％。 在 ３ 种扦插基

质中， 细沙和粗沙的扦插成活率较好， 分别为

５７ ３３％和 ５５ ６７％，比熟土高 ５％。

表 ２　 不同处理水平对八月瓜扦插成活率的影响

处理号 季节 基质 枝龄
质量
分数

成活率
／ ％

１ １ １ １ １ ６ ６７

２ １ ２ ２ ２ ８５ ３３

３ １ ３ ３ ３ ６５ ００

４ ２ １ ２ ３ ８３ ３３

５ ２ ２ ３ １ ７５ ６７

６ ２ ３ １ ２ ７ ３３

７ ３ １ ３ ２ ７９ ６７

８ ３ ２ １ ３ ９ ３３

９ ３ ３ ２ １ ８２ ００
Ｋ１ｊ １５４ １６７ ２６ １６５
Ｋ２ｊ １６７ １７２ ２４７ １７０
Ｋｓｊ １７０ １５２ ２１８ １５６

表 ３　 不同处理水平对八月瓜枝条扦插成活率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Ｆ０ ０５ Ｆ０ ０１ 显著水平

不同季节 １６ ０７ ２ ８ ０４ ４ １７ ３ ４９４ ５． ８５８ ∗

不同基质 １２ ７４ ２ ６ ３７ ３ ３１

枝条年龄 ３ ２０５ ４１ ２ １ ６０２ ７０ ８３２ １７ ∗∗

ＡＢＴ２质量分数 ２２ ５２ ２ １１ ２６ ５ ８５ ∗∗

重复误差 ３４ ６７ １８ １ ９３
　
２ ２　 不同处理对八月瓜成活所需时间的影响

不同处理对八月瓜枝条扦插成活所需时间和

方差分析见表 ４，５。 结果表明，八月瓜枝条的成熟

度对其成活所需时间的影响最大，达到极显著差

异。 １ 年生枝条扦插成活所需时间最短，平均在 ５１
ｄ 左右，当年生枝条扦插成活所需时间最长，超过 ８０
ｄ。 而扦插季节、基质以及 ＡＢＴ２ 生根粉的质量分数

对成活所需时间几乎没有影响。
２ ３　 不同处理对八月瓜成活苗木长度的影响

不同处理对八月瓜枝条扦插 ６ 个月后的成活苗

木长度的结果和方差分析见表 ６，７。 表明，八月瓜

枝条的成熟度对其成活苗木的长度影响最大，达到

极显著差异，生长最好的是多年生枝条，扦插 ６ 个月

后成活苗木的长度平均为 １８８ ３３ ｃｍ，其次是 １ 年

生枝条，当年生枝条生长最差，其成活苗木长度平

均为 １２５ ６７ ｃｍ。 ＡＢＴ２ 号生根粉的质量分数对其

成活苗木的长度也有较大的影响，达到显著差异，
生长最好的是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 处理，其成活苗木的长度

平均为 １５５ ３３ ｃｍ，１００，３００ ｍｇ ／ ｋｇ 处理的效果相

近，其长度分别为 １４７ ６７，１４９ ｃｍ。 而不同扦插季

节和基质对苗木的生长影响不大，无显著性差异。

表 ４　 不同处理水平对八月瓜成活所需时间的影响

处理号 季节 基质 枝龄
质量
分数

成活所需
平均时间 ／ ｄ

１ １ １ １ １ ８５ ６７

２ １ ２ ２ ２ ５２ ６７

３ １ ３ ３ ３ ４９ ６７

４ ２ １ ２ ３ ５１ ６７

５ ２ ２ ３ １ ４８ ３３

６ ２ ３ １ ２ ７８ ３３

７ ３ １ ３ ２ ４７ ００

８ ３ ２ １ ３ ７７ ００

９ ３ ３ ２ １ ５１ ３３
Ｋ１ｊ １９３ １８５ ２４５ １７８
Ｋ２ｊ １７６ １８１ １５５ １８５
Ｋ３ｊ １８０ １８３ １４９ １８６

表 ５　 不同处理水平对八月瓜枝条扦插成活所需时间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Ｆ０ ０５ Ｆ０ ０１ 显著水平

不同季节 １７ ５６ ２ ８ ７８ １ ０９ ３ ４９ ５ ８５

不同基质 ０ ８９ ２ ０ ４４ ０ ０６

枝条年龄 ６４２ ６７ ２ ３２１ ３３ ３９ ９８ ∗∗

ＡＢＴ２质量分数 ４ ２２ ２ ２ １１ ０ ２６

误差 １４４ ６７ １８ ８ ０４
　 　

２ ４　 综合分析

从 ４ 种处理对八月瓜枝条扦插成活率、成活所

需时间和扦插 ６ 个月后成活苗木长度的影响结果来

看，４ 个因素作用的主次顺序为，枝条成熟度、ＡＢＴ２
号生根粉的质量分数、扦插季节和扦插基质。 通过

比较，各因素的最优水平为 １ 年生枝条、２００ ｍｇ ／ ｋｇ
的 ＡＢＴ２ 号生根粉溶液、秋季和粗沙。

利用皮尔逊相关性、肯德尔 ｔａｕ＿ｂ、斯皮尔曼

Ｒｈｏ ３ 种相关性分析方法，对八月瓜枝条扦插成活

率与成活所需时间和成活苗木长度之间的相关性

进行分析，发现成活率与成活所需时间和后期苗木

生长之间没有相关性，而扦插 ６ 个月后成活苗木的

长度与成活所需时间之间的相关性显著，其皮尔

逊、肯德尔 ｔａｕ＿ｂ、斯皮尔曼 Ｒｈｏ ３ 种分析方法的相

关性系数分别为－０ ９４０，－０ ５８５ 和－０ ７６５，在 ０ ０１
级别（双尾）上相关性显著，说明八月瓜枝条扦插后

６ 个月的长度与成活所需时间呈典型的负相关。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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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不同处理水平对八月瓜成活苗木长度的影响

处理号 季节 基质 枝龄
质量
分数

扦插 ６ 个月后成活
苗平均长度 ／ ｃｍ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１７ ６７

２ １ ２ ２ ２ １４０ ００

３ １ ３ ３ ３ １８５ ６７

４ ２ １ ２ ３ １３６ ３３

５ ２ ２ ３ １ １８７ ００

６ ２ ３ １ ２ １３３ ３３

７ ３ １ ３ ２ １９４ ３３

８ ３ ２ １ ３ １２２ ００

９ ３ ３ ２ １ １３５ ００
Ｋ１ｊ ４４３ ４５０ ３７７ ４４３
Ｋ２ｊ ４５９ ４５３ ４１４ ４６６
Ｋ３ｊ ４５４ ４５３ ５６５ ４４７

表 ７　 不同处理水平对八月瓜枝条扦插成活苗

木长度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Ｆ０ ０５ Ｆ０ ０１ 显著水平

不同季节 １４ ８９ ２ ００ ７ ４４ １ ６５ ３ ４９ ５ ８５

不同基质 ０ ６７ ２ ００ ０ ３３ ０ ０７

枝条年龄 ２ ２０４ ２２ ２ ００ １ １０２ １１ ２４３ ９１ ∗∗
ＡＢＴ２质量分数 ３３ ５６ ２ ００ １６ ７８ ３ ７１ ∗

误差 ８１ ３３ １８ ００ ４ ５２

３　 结论与讨论

（１）从不同季节扦插成活率结果来看，秋季扦

插的成活率最高。 分析认为，在昆明的春季，气候

有时极为不稳定，有“下雨就过冬”的说法，气温变

化较快，有时间隔 １—２ ｄ 的气温相差 １０ ℃以上，这
对八月瓜枝条扦插是极为不利的，直接影响了扦插

枝条的成活。 夏季因气温较高，扦插苗因叶片水分

蒸发较快而不利于成活。 秋季气温适合，变化幅度

不大，有利于八月瓜枝条扦插的成活。 夏季扦插成

活所需时间最短，其成活苗木生长最快，分析认为，
这与该季节气温较高，又恰逢雨季有关。

（２）八月瓜枝条的成熟度（即枝条年龄）与扦插

成活率呈显著相关，当年生枝条的扦插成活率不到

１０％，远远低于 １ 年生和多年生的枝条。 分析认为，
当年生枝条还未完全木质化，其储藏的养分也不很

充足，扦插时，水分易流失，不利于成活。 同时，以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 的 ＡＢＴ２ 号生根粉溶液处理插穗成活率

最高，效果最好，与班荔等试验结果基本一致［２］。
另外，扦插成活后苗木质量与插穗直径大小和养分

的供给状况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因此，在昆明地区，大量繁殖八月瓜苗木时，宜

采用 １ 年生或多年生枝条，用质量分数为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 的 ＡＢＴ２ 号生根粉对插穗枝条处理，可有效提高

插穗成活率和苗木生长状况。 此外，应选取平直粗

壮健康的枝条作为插穗，以保障苗木的质量。 同

时，在利用八月瓜的枝条扦插育苗时，应重点对扦

插后 ４５—７５ ｄ 开始发芽的苗木加强管护，此期间发

芽成活的苗木，长势较快较好且健壮，７５ ｄ 之后才

发芽的苗木其长势较弱较慢，苗木质量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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