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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处理对梅叶冬青插穗生根的影响

公绪云 1a，1b，2，周丽霞 1a，1b，傅声雷 1a，1b，刘占锋 1a，1b，饶兴权 1a，1b，王晓玲 1a，1b，蔡锡安 1a，1b

（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a. 中国科学院退化生态系统植被恢复与管理重点实验室；

b. 广东省应用植物学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650；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   要：为提高梅叶冬青扦插育苗的成活率以及扦插苗质量，研究了插穗粗度、基质类型、ABT-1 生根粉浓度、

植物生长调节剂类型（NAA、IBA）及其浓度、细胞活性成分（二甲亚砜 DMSO）和抗氧化剂（抗坏血酸 VC、

聚乙烯吡咯烷酮 PVP）的添加对梅叶冬青扦插育苗的影响。结果表明：插穗粗度、基质种类和生长调节剂浓度

对梅叶冬青扦插生根影响显著。插穗粗度以直径 0.9 ～ 1.6 cm 的生根效果最好。黄土、河沙、园土 3 种基质中，

黄土基质生根效果最好。就生长调节剂浓度而言，以低浓度（50 mg/L NAA、50 mg/L IBA、100 mg/L IBA 或

200 mg/L ABT-1）处理最佳。ABT-1、IBA、NAA 的使用均显著提高了梅叶冬青的生根率，但 2 种生长调节剂

IBA和NAA对生根率的影响差异不显著。以黄土为基质，在 50 mg/L NAA的基础上添加抗氧化剂VC（抗坏血酸）

显著抑制了梅叶冬青的扦插生根，添加抗氧化剂 PVP 和细胞活性组分 DMSO 显著促进了梅叶冬青生根。在所有

的处理中，50 mg/L NAA ＋ 600 mg/L PVP ＋ 0.5% DMSO 的处理生根率最高，达到 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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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cuttings rooting in Ilex aspr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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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O Xingquan1a,1b, WANG Xiaoling1a,1b, CAI Xi’an1a,1b

(1.a. Key Laboratory of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egraded Ecosystems; b.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Botany,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Guangzhou 510650, Guangdong,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survival rate of cuttings and quality of cutting seedlings in IIex asprella, effects of five 

factors on cuttage propagation were researched, including cuttings diameter, medium type, ABT-1 concentration, type 

and concentration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 cell active component (DMSO), antioxidant (VC and PV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uttings diameter, medium type, and concentration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ottage 

propagation in I. asprella. The cuttings with 0.9-1.6 cm diameter had the best rooting effect. Loess was more suitable 

medium for rooting than other media, such as sand and garden soil. In terms of concentration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 

lower concentrations had better effects, for example, 50 mg/L NAA, 50 mg/L IBA, 100 mg/L IBA, or 200 mg/L ABT-1. 

Application of ABT-1, IBA and NAA could significantly enhance rooting rate, but effects of IBA and NAA on rooting rat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Using loess as medium, antioxidant VC added in 50 mg/L NAA treatment 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cuttings rooting, and antioxidant PVP and active component DMSO could promote rooting. In the combinations, the 

treatment of 50 mg/L NAA ＋ 600 mg/L PVP ＋ 0.5% DMSO had the highest rooting rate, which reached 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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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叶冬青 Ilex asprella 为冬青科冬青属植物，

别称苦梅根（广东埔）、岗梅、灯称花、灯花树、

秤星树、山梅根、假青梅等。落叶灌木，株高可

达 3 m。分布于中国、菲律宾吕宋、琉球等地；国

内分布于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江西、湖南、

浙江等地，常生于海拔 400 ～ 1 000 m 的山谷路旁

灌木丛中或阔叶林中 [1]。梅叶冬青全株入药，味苦、

甘，性寒，归肺、肝、大肠经，具有清热解毒、

生津止渴的功效 [2-3]；叶中含熊果酸，对心绞痛及

冠心病有治疗作用 [4]。梅叶冬青是我国南方常用

中药，是著名中成药王老吉、广东凉茶、沙溪凉

茶和廿四味等的主要成分 [5]，岭南民间广泛用梅

叶冬青自制凉茶。梅叶冬青还是一种典型的郊野

山花，在华南丘陵山地、山岗和路边常见，其耐

修剪，可作为乡土花灌木在园林中布置，也可作

盆景养护 [6]。因此，又有“药、茶、花三栖植物”

之称。

近年来，梅叶冬青逐渐被开发应用于现代临

床医学以及食品保健，市场需求量日益扩大。长期

以来，农民采收是破坏性的整株连根挖取，造成了

梅叶冬青的野生资源日益枯竭，加之梅叶冬青的生

长期较长（需 5 a以上才能入药），其天然更新困难，

自然生长已无法满足当前社会需求 [7]。目前，梅叶

冬青的人工种植面临着较大的困难，主要原因是其

种子存在深度休眠，有隔年发芽的特性，且萌发率

特低，扦插繁殖也不易成功 [8]。因此，开展梅叶冬

青的快速繁育研究对其开发利用有重要意义。

有资料表明，冬青属植物的繁殖难度大，扦插

是冬青属植物的主要繁殖方法，并已广为应用 [9-10]。

扦插育苗操作简单，历时周期短，且能保存母树

的优良特性。但目前关于梅叶冬青扦插育苗的相

关报道较少。吴永彬等 [6] 经研究发现：用直径

5 ～ 7 mm 的枝条作插穗，辅以 100 mg/L NAA，

河沙作插床，效果最好，生根率可达 61%，然而

其扦插试验中基质仅选了黄土和河沙，且只考虑

基质和插穗粗度 2 个因素对生根的影响，在生产

实践中生根效果不理想，没有较好的重复性。周

志彬等 [11] 的研究结果表明，珍珠岩粒作为基质

效果最好，插穗直径 1 ～ 3 和 3 ～ 10 mm，以及

50×10 － 6、150×10 － 6、100×10 － 6 和 200×10 － 6

的 3- 吲哚丁酸溶液或质量分数 0.05%、0.10%、

0.20%、0.30% 的生根粉溶液对梅叶冬青生根率的

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但在生产实践中该方法同样

重复性差。可见，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

梅叶冬青扦插生根率，有必要开展更详细的试验

研究。笔者通过探讨基质、生长调节剂类型和浓度，

以及细胞活性成分和抗氧化剂等的添加对梅叶冬

青扦插生根的影响，筛选提高梅叶冬青扦插生根

率的最佳处理组合，旨在为梅叶冬青的生产实践

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广东鹤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简称：鹤山站）苗圃进行。鹤

山站位于广东省鹤山市中部，北纬 22°41′，东经

112°52′，平均海拔 80 m。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21.70 ℃，其中最高月均温 29.2 ℃，

最低月均温 12.6 ℃。年平均气温大于 10 ℃的有效

积温为 7 597 ℃，年均降水量 1 801 mm，年均蒸

发量 1 700 mm。

1.2    试验材料

插穗材料采自鹤山站人工林下自然生长的梅

叶冬青。考虑到生产的方便性和易获得性，供试

基质采用山黄土、园土和洗净的河沙。山黄土采

自鹤山站实验林地深层的黄心泥；园土采自鹤山

站内的农田；河沙购于建筑商品店。3 种基质均易

获得，且价格低廉，适宜生产中大规模的应用。

1.3    试验设计

1.3.1    插穗粗度处理

选取长度为 5 cm，直径为 0.5 ～ 0.8、0.9 ～

1.2、1.3 ～ 1.6 cm 的当年生插穗各 30 枝，用 100 
mg/L 的 NAA 浸泡 2 h，扦插于黄土基质中。采用

完全随机区组设计的方法，设置 3 个重复区间。

1.3.2    ABT-1 生根粉质量浓度和基质类型处理

设置 ABT-1 质量浓度和基质类型 2 个试验因

素，全因子设计。生根粉质量浓度设置 4 个水平：

0、100、200、300 mg/L；基质类型设置 3 个水平：

黄土、园土、河沙。共有 12 个处理，每个处理扦

插 30 枝插穗，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的方法，设

置 3 个重复区间。参考 ABT-1 生根粉的使用说明

和前期的预试验结果，插穗的浸泡时间为 8 h。
1.3.3     生长调节剂类型和质量浓度处理

采用上述试验中筛选的最佳基质进行该试验，

所用的生长调节剂为 NAA、IBA，其质量浓度均

分别设置 50、100､200 mg/L 3 个水平，以清水处

理作为对照。共有 7 个处理，每个处理 30 枝插穗，

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的方法，设置3个重复区间。

插穗的浸泡时间为 2 h。
1.3.4     添加抗氧化剂与细胞活性成分处理

在上述试验筛选的最佳生长调节剂质量浓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