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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强度及栽培基质对秋海棠新品种‘宁明银’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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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秋海棠是世界著名的观赏植物，不同种类和品种对栽培基质、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环境条件的要

求不同。 ‘宁明银’秋海棠是最近培育出的新品种，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市场潜力，但其栽培适宜条件还不

清楚。 为了摸索该品种的最佳栽培基质和光照条件，该研究利用四种光强（遮光 ４５％、６０％、７５％、９０％）和四

种无土栽培基质（泥炭 ∶ 珍珠岩＝ １ ∶ １；泥炭 ∶ 珍珠岩 ∶ 松树皮＝ １ ∶ １ ∶ １；腐叶土 ∶ 珍珠岩 ∶ 松树皮 ＝ １ ∶ １ ∶
１；玉米秆 ∶ 珍珠岩 ∶ 松树皮＝ １ ∶ １ ∶ １）在上海辰山植物园栽培大棚中开展盆栽试验，比较分析‘宁明银’秋
海棠的生长表现。 结果表明：在遮光 ４５％条件下，腐叶土、珍珠岩、松树皮同等比例混合的栽培基质中，‘宁明

银’秋海棠的叶片数、最大叶面积、地上部分鲜重与干重、地下部分干重均表现出最大值，且该条件下植株的相

对含水量和根冠比最小，相对叶绿素含量也最高。 因此，盆栽‘宁明银’秋海棠的最佳无土栽培条件为腐叶

土、珍珠岩、松树皮等比例混合栽培基质和 ４５％遮光，利用此条件可指导‘宁明银’秋海棠的商品化盆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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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海棠（ｂｅｇｏｎｉａｓ）为秋海棠科（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秋
海棠属（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植物的统称，是世界重要的观

赏植物，被广泛栽培。 秋海棠属植物的多样性十分

丰富，种类繁多，全球已知约１ ６００种，为被子植物第

六大 属 （ Ａｉｔａｗａｄｅ ＆ Ｙａｄａｖ， ２０１２； 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其中，我国已发现约 １９０ 种（不含亚种和变

种）（崔卫华和管开云， ２０１３； 邹玲俐等， ２０１５； 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据美国秋海棠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ＢＳ）的数据库统计，全球有 １．６ 万多个秋

海棠品种。 如此丰富的秋海棠属种质资源，为该属

的科学研究和开发利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与
英、美、澳、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秋海棠开展

品种培育及开发利用起步晚、进展慢，迄今为止，仅
有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园培育出‘昆明鸟’、‘健

绿’、‘白云秀’等近 ３０ 个品种（田代科等，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柏斌， ２０１１； 李景秀等， ２０１４），而这些品种

在市场和园林应用上还很少。 因此，我国秋海棠资

源的开发利用和栽培推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秋海棠是典型的荫生植物，栽培基质、光照及

温湿度等是影响其生长的主要因素。 尽管以往在

繁殖育种方面已有若干报道（Ｒｏ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Ｌｉｍ，
２０１４），但栽培基质、光照等因素对秋海棠生长影响

的研究还很少，如何根据不同种类或品种选择更适

宜的栽培基质和光照条件依然不明确。 就目前国

内外花卉生产及消费的趋势分析，花卉无土栽培优

点更明显。 无土栽培不仅植株生长速度快，而且易

于控制病虫害、利于工厂化生产，经济效益更可观。
泥炭作为新型无土栽培基质应用范围广，保水性

好，深受人们青睐，然而过度使用泥炭带来的生态

问题也日益突出，应对环境约束和可持续发展的迫

切需求，新型基质的筛选和开发利用显得日益重要

（Ｓｃｈｍｉｌｅｗｓｋｉ， ２００８； Ｍｅｄｉ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Ｆａｓｃｅｌｌａ，
２０１５）。 贾 兰 虹 （ ２００５ ）、 龚 小 强 （ ２０１３ ）、 张 强

（２０１２）等发现固体废弃物可替换泥炭用于花卉无

土栽培，这为新型无土栽培基质的选择提供了新思

路。 此外，光照强度也直接影响秋海棠的生长，选
择适宜的光照，对秋海棠的生长和营养积累上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因此，选择最

佳栽培基质的同时，如何选择适宜的遮光条件也十

分重要。
‘宁明银’秋海棠（Ｂｅｇｏｎｉａ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Ｎｉｎｇ⁃

ｍｉｎｇ Ｓｉｌｖｅｒ’），为上海辰山植物园近期培育的新品

种，该品种因叶片密被白斑而近成银色，且株型好，
十分美丽，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市场前景。 前期

栽培观察发现，它对栽培基质要求不高，在一些贫

瘠的栽培基质（如碎玉米秆、草秆等废弃物）中也可

生长，这为玉米秆、草秆等用于秋海棠的栽培提供

了可能，也使得无土栽培基质的选择更加广泛。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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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长期的栽培中还发现，‘宁明银’秋海棠对环

境耐受力较强，适宜于荫棚、居室等环境下栽培观

赏，因而可选做室内观赏植物开发利用，但何种栽

培条件最佳未知、亟需解决。 本研究以‘宁明银’秋
海棠为材料，在栽培大棚中分别采用四种栽培基质

和四种光照条件，比较分析不同栽培基质与光照对

其形态及生理影响，探究适合盆栽‘宁明银’秋海棠

的最佳栽培基质与光照条件，为秋海棠属其它植物

在荫棚等园艺设施及室内繁殖栽培的科学管理提

供借鉴。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时间和地点

试验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９０ ｄ）在
上海市松江区的上海辰山植物园栽培大棚中进行。
松江区夏季高温多雨，栽培大棚 ７—９ 月平均气温

２８．５ ℃，平均白昼时间为 １２．５ ｈ，全日照时大棚内光

强为２５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 ｌｘ。
１．２ 材料

‘宁明银’秋海棠（Ｂｅｇｏｎｉａ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Ｎｉｎｇ⁃
ｍｉｎｇ Ｓｉｌｖｅｒ’），为根茎类秋海棠，植株优美，全株被

毛，叶片因脉间密被白斑而近呈白色，花粉红色，观
赏价值很高（图 １）。 该品种可用播种、扦插、分株和

组培进行繁殖。
材料准备：取温室中‘宁明银’秋海棠的成熟健

康叶片，在叶柄顶端叶脉汇集处为中心，叶片连同

叶柄按小圆形切下，在叶片各主脉间切断形成约 ３
ｃｍ 长的楔形切条（田代科等，２００１），按间距 １．５ ｃｍ
直线排列扦插于过筛（１６ 目 ／吋）的珍珠岩基质中

（珍珠岩平铺于口径 １５ ｃｍ、高 １０ ｃｍ 圆形塑料盆

中，清水浸透，切条插入基质中约 １ ｃｍ）。 待其长出

１～２ 片新叶（７５ ｄ）后，移栽于不同试验基质（盛装

基质容器为口径 １０ ｃｍ、高 ８ ｃｍ 的圆形塑料盆）中，
在大棚内炼苗 ２ 周。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不同光照条件的构建　 根据课题组长期试验

观察，‘宁明银’秋海棠在不加遮阳网的大棚中会因

高温或光照过强使得植物无法正常生长，因而本试

验选用长 ４ ｍ、宽 ３ ｍ 的一针、二针、三针遮阳网，其
遮光率依次为 １５％、３０％、４５％，在大棚内创造出四

图 １　 盆栽‘宁明银’秋海棠
Ｆｉｇ． １　 Ｐｏｔ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Ｂ．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 Ｓｉｌｖｅｒ’

种光照环境，加上塑料薄膜和外层遮阳网影响等，
实测遮光率分别为 ４５％、６０％、７５％、９０％（一针、三
针遮阳网叠加）。
１．３．２ 不同栽培基质的选择　 根据植物无土栽培的

研究记载，基质中加入珍珠岩、松树皮（３ ～ ５ ｍｍ）等
更有利于植株生长 （马静， ２０１２； Ｋｕｉｓ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试验以常用栽培基质泥炭 ∶ 珍珠岩 ＝ １ ∶ １
作为对照，比较其它不同栽培基质下‘宁明银’秋海

棠的生长状况。 选用基质分别为 Ｔ１（泥炭 ∶ 珍珠岩

＝ １ ∶ １）、Ｔ２（泥炭 ∶ 珍珠岩 ∶ 松树皮 ＝ １ ∶ １ ∶ １）、
Ｔ３（腐叶土 ∶ 珍珠岩 ∶ 松树皮＝ １ ∶ １ ∶ １）、Ｔ４（碎玉

米秆 ∶ 珍珠岩 ∶ 松树皮 ＝ １ ∶ １ ∶ １）。 其中，泥炭为

德国 Ｋｌａｓｍａｎｎ 公司生产，粒径 ０ ～ ５ ｍｍ，ｐＨ ５．５ ～
６．５；腐叶土为日本进口，家庭园艺通用类型；碎玉米

秆的获取途径为往年收割的茎秆，经打包堆垛腐熟

后，过 ５ ｍｍ 筛，灭菌备用。 无土栽培基质的主要功

能是固定根系和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各基质的

物理性质和 ｐＨ 差异见表 １。
本研究只对单一因素影响做了分析，因光照强

度和基质类型交互作用的影响比较复杂，试验还在

进行中，所以未在本文列出。
１．３．３ 试验设计　 同一光强梯度下用四种基质各栽

培 １８ 株，即每组处理 ６ 株，３ 次重复（在同一光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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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四种基质的物理性质和 ｐＨ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Ｈ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基质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总孔隙度
Ｔｏｔａｌ ｈｏｌ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

持水孔隙度
Ｗａｔｅｒ ｈｏｌ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

通气孔隙度
Ａｉｒ ｈｏｌ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酸碱度
ｐＨ

Ｔ１ ７４．６７ｂ ５９．４５ｂ １５．２２ｃ ６．８３ａ

Ｔ２ ７８．０２ａ ５５．３３ｃ ２２．６９ｂ ６．３８ｃ

Ｔ３ ７２．７４ｃ ６０．６７ａ １２．０７ｄ ６．６８ｂ

Ｔ４ ７５．２７ｂ ４５．３３ｄ ３０．３４ａ ６．１５ｄ

　 注： Ｔ１、Ｔ２、Ｔ３、Ｔ４ 分别代表泥炭 ∶ 珍珠岩 ＝ １ ∶ １、泥炭 ∶ 珍
珠岩 ∶ 松树皮＝ １ ∶ １ ∶ １、腐叶土 ∶ 珍珠岩 ∶ 松树皮 ＝ １ ∶ １ ∶ １、
碎玉米秆 ∶ 珍珠岩 ∶ 松树皮＝ １ ∶ １ ∶ １ 四种栽培基质；同列中不
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ａ、ｂ、ｃ、ｄ 代表处理
间显著性上的差异。
　 Ｎｏｔｅ： Ｔ１， Ｔ２， Ｔ３ ａｎｄ Ｔ４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ｐｅａｔ ∶ ｐｅｒｌｉｔｅ ＝
１ ∶ １， ｐｅａｔ ∶ ｐｅｒｌｉｔｅ ∶ ｐｉｎｅ ｂａｒｋ ＝ １ ∶ １ ∶ １， ｌｅａｆ ｍｏｌｄ ∶ ｐｅｒｌｉｔｅ ∶
ｐｉｎｅ ｂａｒｋ＝ １ ∶ １ ∶ １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ｓｔｒａｗ ∶ ｐｅｒｌｉｔｅ ∶ ｐｉｎｅ ｂａｒｋ ＝ １ ∶ １ ∶
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 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
０．０５）；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 ｂ， ｃ， ａｎｄ 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不同栽培架上进行），分栽于不同栽培基质中的‘宁
明银’秋海棠幼苗，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基质上盆

前用多菌灵和百菌清消毒灭菌处理，圆形花盆口径

１０ ｃｍ，高 ８ ｃｍ。 定植后，视基质干燥程度浇水，维
持基质湿润。 １５ ｄ 施 １ 次肥，每次 ２００ ｍＬ（采用花

多多通用型水溶肥，Ｎ ∶ Ｐ ∶ Ｋ＝ ２０ ∶ ２０ ∶ ２０，称量 １５
ｇ 肥料，溶于 １５ Ｌ 水中，配成１ ０００倍液）。

９ 月 ３０ 日即栽培处理 ９０ ｄ 后，测量各植株的叶

片数、最大叶面积（即最大叶片面积）、地上部分鲜

重与干重、相对含水量、地下部分干重（‘宁明银’秋
海棠根多而细，很难将基质与根系分离，不便于取

材测量其鲜重，故未对地下根部鲜重进行测量）、根
冠比和相对叶绿素含量。

叶片数可直接计数获得；最大叶面积通过扫描

计算来完成（肖强等，２００５；Ｄｏｒｎｂｕｓ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地上部分鲜重指根茎部以上新鲜植株全部重量，此
部分烘干后为地上部分干重。 地下部分干重为植

株根茎部以下烘干后的重量。
相对含水量的计算：相对含水量 ＝ （地上部分

鲜重－地上部分干重） ／地上部分鲜重 × １００％。
根冠比的计算：根冠比＝地下部分干重 ／地上部

分干重。
相对叶绿素含量的测定：采用手持式叶绿素仪

ＳＰＡＤ⁃５０２ ｐｌｕｓ （ ＫＯＮＩＣＡ ＭＩＮＯＬＴＡ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ｃ．，
Ｊａｐａｎ）在每株所有叶片同一位置测定，结果取平

均值。
１．４ 数据统计与分析

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

整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做方差分析和差异显著

性（Ｐ＜ ０．０５）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光强及栽培基质对‘宁明银’秋海棠叶片数

及最大叶面积的影响

叶片数和最大叶面积是反映秋海棠长势强弱

的重要指标。 栽培基质相同时，光强对‘宁明银’秋
海棠的叶片数和最大叶面积在 Ｔ１、Ｔ２、Ｔ３ 中影响结

果趋势一致。 从图 ２ 可以看出，‘宁明银’秋海棠的

叶片数和最大叶面积均随着光强的减小而递减，遮
光 ４５％时叶片数和最大叶面积均达到最大值；而 Ｔ４
中‘宁明银’秋海棠的叶片数几乎不受光照影响，随
着光照降低其叶片数并无显著差异，但其最大叶面

积则随着遮光的增加先增后减，最后趋于稳定，当
遮光 ６０％时叶片数最大。 光照相同时，Ｔ３ 中‘宁明

银’秋海棠的叶片数和最大叶面积几乎始终大于其

它三种栽培基质。
由此判断，本研究中遮光 ４５％，基质 Ｔ３ 可能是

‘宁明银’秋海棠叶片生长的最佳条件。
２．２ 不同光强及栽培基质对‘宁明银’秋海棠生物量

及根冠比的影响

地上部分鲜干重、地下部分干重和相对含水量

是反映秋海棠营养积累的重要指标。 从图 ３ 可以看

出，栽培基质相同时，四种栽培基质中秋海棠的地

上部分鲜重、干重和地下部分干重的变化趋势几乎

一致，遮光 ４５％时均最大，但随着光强的减小而递

减（图 ３：①、②、③）；相对含水量在遮光 ４５％时最

低，但随着光强的减小而增加（图 ３：④）。
根冠比是反映植株营养物质运输能力的重要

指标，根冠比越高，植株地上部光合产物向地下转

移越多，植株长势越差（Ｘ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刘国顺等，
２００９）。 在不同基质处理中， ‘宁明银’ 秋海棠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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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光强及栽培基质对‘宁明银’秋海棠叶片数及最大叶面积的影响　 Ｔ１、Ｔ２、Ｔ３、Ｔ４ 分别代表泥炭 ∶ 珍珠岩＝
１ ∶ １、泥炭 ∶ 珍珠岩 ∶ 松树皮＝ １ ∶ １ ∶ １、腐叶土 ∶ 珍珠岩 ∶ 松树皮＝ １ ∶ １ ∶ １、碎玉米秆 ∶ 珍珠岩 ∶ 松树皮＝ １ ∶ １ ∶ １ 四种栽培基质；

４５％、６０％、７５％、９０％代表四种不同的遮光水平； ａ、ｂ、ｃ、ｄ 表示遮光相同时，四种栽培基质处理间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５），
不同字母代表处理间显著性上的差异； Ａ、Ｂ、Ｃ、Ｄ 表示栽培基质相同时，四种遮光处理间差异极显著（Ｐ ＜ ０．０１），

不同字母代表处理间显著性上的差异。 结果为 ６ 组实测数据的平均值±标准差，下同。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ｏｆ Ｂ．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 Ｓｉｌｖｅｒ’　 Ｔ１， Ｔ２， Ｔ３ ａｎｄ Ｔ４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ｐｅａｔ ∶ ｐｅｒｌｉｔｅ ＝ １ ∶ １， ｐｅａｔ ∶ ｐｅｒｌｉｔｅ ∶ ｐｉｎｅ ｂａｒｋ＝１ ∶ １ ∶ １，
ｌｅａｆ ｍｏｌｄ ∶ ｐｅｒｌｉｔｅ ∶ ｐｉｎｅ ｂａｒｋ＝１ ∶ １ ∶ １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ｓｔｒａｗ ∶ ｐｅｒｌｉｔｅ ∶ ｐｉｎｅ ｂａｒｋ＝１ ∶ １ ∶ 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４５％， ６０％， ７５％ ａｎｄ
９０％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 ｂ， ｃ ａｎｄ 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Ｐ＜０．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 Ｂ， Ｃ ａｎｄ 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Ｐ＜０．０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Ｅａｃｈ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ｘ± 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ｂａｒｓ） ｏｆ ｓｉｘ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冠比受光强影响的变化趋势一致，均随着光强减小

而增加，遮光 ４５％时根冠比最低，而遮光≥ ６０％时，
根冠比无显著变化（图 ３：⑤）。

遮光相同时，‘宁明银’秋海棠的地上部分鲜

重、干重和地下部分干重均在基质 Ｔ３ 组最大，Ｔ４ 中

最小，且 Ｔ３ 中植株的相对含水量在遮光≤６０％始终

最低，而当遮光＞６０％时，基质 Ｔ４ 的相对含水量最

低；基质 Ｔ４ 的根冠比最大，Ｔ３ 中秋海棠的根冠比几

乎始终低于其他栽培基质。
综上所述，遮光 ４５％、栽培基质为 Ｔ３ 时，更利

于‘宁明银’秋海棠营养物质的积累。
２．３ 不同光强及栽培基质对‘宁明银’秋海棠相对叶

绿素含量的影响

为了解光强及栽培基质对秋海棠光合作用的

影响，试验对‘宁明银’秋海棠相对叶绿素含量进行

了分析。 栽培基质相同时，相对叶绿素含量随遮光

增加呈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 如图 ４ 所示，遮光

４５％时‘宁明银’秋海棠相对叶绿素含量最大，之后

随遮光增加递减（除 Ｔ４ 外）。 Ｔ４ 随遮光增加先升后

降，遮光 ６０％时最大，各组间差异不显著；遮光相同

时，Ｔ４ 中植株的相对叶绿素含量显著低于其它栽培

基质，且始终最低。 基质 Ｔ１、Ｔ２、Ｔ３ 中秋海棠的相

对叶绿素含量在遮光 ４５％时无显著差异，遮光大于

４５％时，Ｔ３ 中秋海棠的相对叶绿素含量几乎始终大

于其它栽培基质，故 Ｔ３ 可能为最佳栽培基质。
综合评价分析，基质 Ｔ３、遮光 ４５％为‘宁明银’

秋海棠相对叶绿素含量积累的最佳条件。

３　 讨论与结论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宁明银’秋海棠的生长期

进行试验观测，遮光 ４５％，栽培基质为腐叶土、珍珠

岩和松树皮等比例混合时，更利于其生长。 但遮光

条件的构建受大棚规格的限制，最小遮光仅为

４５％，光强在遮光小于 ４５％时， ‘宁明银’ 秋海棠

能否更好地生长有待进一步探究。本研究通过叶片

７５１１９ 期 赵斌等： 光照强度及栽培基质对秋海棠新品种‘宁明银’生长的影响



图 ３　 不同遮光及栽培基质对‘宁明银’秋海棠生物量、
含水量及根冠比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Ｂ．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 Ｓｉｌｖｅｒ’

图 ４　 不同遮光及栽培基质对‘宁明银’
秋海棠相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Ｂ．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 Ｓｉｌｖｅｒ’

数、最大叶面积、地上部分鲜重和干重、相对含水

量、地下部分干重、根冠比以及相对叶绿素含量的

分析可知，栽培基质及遮光条件均对‘宁明银’秋海

棠的生长有较大影响。 就基质的保水状况而言，基
质 Ｔ３（腐叶土 ∶ 珍珠岩 ∶ 松树皮＝ １ ∶ １ ∶ １）与基质

Ｔ１（泥炭 ∶ 珍珠岩 ＝ １ ∶ １）相近，符合无土栽培节水

的要求，且其生产成本低于 Ｔ１，而循环再生能力高

于 Ｔ１，因而生产上可利用腐叶土替换泥炭用于秋海

棠属植物的栽培。 基质 Ｔ４ 保水保肥能力差，且不

易固定植株，生产上如用其作为无土栽培基质，需
要加入一些保水保肥能力强的成分，还需要采取一

些措施增强其固定植株根系的能力。 在灌溉方法

上，可采用滴灌技术，这样不仅达到了节水的目的，
而且还能大大减少管理劳动成本。

本研究中，结合各栽培基质中‘宁明银’秋海棠

的生长状况及各基质的物理性质和 ｐＨ 差异可知，
该品种的生长受基质通气孔隙度的影响，这与周静

波等（２００９）的研究结果一致。 Ａｂａ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认
为，观赏植物理想基质通气孔隙度应在 ２０％ ～ ３０％
之间，李谦盛（２００３）提出通气孔隙在 １５％ ～ ３０％之

间更适宜，而曲继松等（２０１２）认为苗期植株通气孔

隙在 １０％～１１％之间更利于其生长。 本试验通过基

质比较分析可知，最佳通气孔隙应在 １２％ ～ ２５％之

间，与李谦盛（２００３）提出的质量标准更接近。
叶绿素在植物光合作用中具有重要地位，本研

８５１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究中不同基质栽培秋海棠所对应的相对叶绿素含

量最大值均出现于遮光 ４５％光强下，造成这种现象

可能是植株对遮光环境的适应和自身叶绿素合成

潜能发挥两方面的调节所致（韦金河等， ２０１５）。 遮

光条件会随天气变化而变化，结合不同光强条件

下，相对叶绿素含量的变化，在实际生产中，植株栽

培应选择对外界胁迫抵抗力相对较强的栽培基质。
综合评价，腐叶土 ∶ 珍珠岩 ∶ 松树皮 ＝ １ ∶ １ ∶ １ 更

适合‘宁明银’秋海棠的生长，因而在生产上可很好

地替换泥炭。 ‘宁明银’秋海棠适应性强，观赏价值

高，开发潜力大，结合其自身生理习性，合理地选择

栽培基质和光照条件，对满足未来苗木生产和应用

需求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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