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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果核果茶为山茶科石笔木属常绿乔木，树形美观，叶泽光亮，洁白亮丽的花朵和茂密的果实具有较

高的观赏价值；而且其种子含油量高，是一种具有潜在开发价值的新型生物能源植物。 该研究采用 ４ 因素 ３
水平的正交设计，分析了激素种类、处理浓度、浸泡时间和扦插基质对小果核果茶扦插生根的影响，并以生根

率、生根数和平均根长为扦插生根效果的评价指标，构建生根效果指数，总体评价小果核果茶的生根效果。 结

果表明：对生根效果指数影响最大的是扦插基质，激素种类次之，影响最小的是处理时间。 其中，扦插基质对

生根效果指数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当激素种类为 ＮＡＡ、处理浓度为 ５００ｍｇ·Ｌ⁃１、处理时间为 １２ ｈ、
扦插基质为泥炭土时，小果核果茶扦插的生根效果最好。 该研究结果为小果核果茶的栽培生产、育种以及资

源开发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 小果核果茶， 扦插繁殖， 正交试验， 生根效果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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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果核果茶（Ｐｙｒｅｎａｒｉａ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又名小果

石笔 木、 无 柄 石 笔 木、 狭 叶 石 笔 木， 为 山 茶 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石笔木属（Ｐｙｒｅｎａｒｉａ）的常绿乔木。 小果

核果茶分布于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江西、福
建和浙江等南方各地（中国植物志，１９９８）。 生长于

海拔 ５００ ｍ 左右的山谷、溪边和杂木林中。 小果核

果茶树形美观，花形美丽，叶子光泽亮丽，花色洁白

无暇，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崔勇，２０１５），是一种新

型优质的木本花卉植物，可用于庭院观赏、住宅区、
公园和街道的绿化 （李娟等，２０１２；蒋能等，２０１５）；
同时，小果核果茶的根和叶均可药用，其种子含油量

高达 ５９．２％（袁天天等，２０１４），是一种具有潜在开发

价值的新型生物能源植物。 随着小果核果茶逐渐进

入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亟待对小果核果茶的繁育

方式进行研究，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目前，对小果核果茶的研究仅见于种子繁殖

（王发国，２０１３），还未见扦插繁育研究报道。 由于

小果核果茶的种子萌发率低、休眠期和萌发周期长，
从而限制了小果核果茶苗木的出圃率（卓小青等，
２０１１；刘海燕等，２０１０）。 而扦插繁殖技术是林木种

苗繁殖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无性繁殖方法，具有简单

易行、繁殖速度快、繁殖系数高、成本低等优点（袁
莲莲等，２０１６；郑科等，２００９），可以解决种子繁殖的

难题。 本研究拟采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对小果核

果茶的扦插繁殖技术进行研究，探索其扦插成活率

和生根效果，从而提高小果核果茶的苗木出圃率，为
小果核果茶的扦插育苗、栽培生产提供科学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广西桂林市雁山区中国科学院广西

壮族自治区广西植物研究所特色经济植物研究中心

大棚内，地理位置为 ２５°０６．８０′ Ｎ，１１０°２９．９６′ Ｅ，海
拔为 １７８ ｍ。 桂林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年降

雨量为１ ８５４．８ ｍｍ，多集中于春夏 ４－８ 月，占全年的

７３％，年 均 蒸 发 量 为 １ ４６１ ｍｍ， 年 相 对 湿 度 为

７８．０％，干、湿季明显。 最热月平均气温达 ２８．４ ℃，
最冷月平均气温为 ７．７ ℃，年均气温为 １９．２ ℃，冬
季有霜冻，有霜日为 ９～２４ ｄ。

１．２ 材料

插穗选择：选自广西植物研究所内小果核果茶成

年植株树冠中上部，生长健壮、叶芽饱满、无病虫害的

一年或二年生枝条。 扦插基质：均为新购买的河沙、
黄土和泥炭土。 扦插基质的选择，有利于插穗生根为

标准：黄土主要是由粉状颗粒土壤组成，保水性较好，
透气性好，有利于根系生长呼吸；河沙的透气性和透

水性良好，质地疏松，有利于生根；泥炭土含有丰富的

有机质、持水能力特别强，根系通透性好，利于根系的

长瘤生根（郝振梅等， ２０１３）。 扦插激素：ＮＡＡ（萘乙

酸）、ＩＢＡ（吲哚⁃３⁃丁酸）、ＡＢＴ（强力生根粉）；生产厂

家：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３ 试验设计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可以根据较少的试验次数，
从全面试验中综合考察出多因素多水平对试验指标

的影响，从而科学地挑选出各因素在某一水平的最

佳组合。 就所考查的因素和水平而言，这样的组合

为最优条件组合（郑科等，２００９；余永富等，２０１４）。
另一方面，采用正交试验还可以帮助我们在多种复

杂因素中抓住主要因素，并分析判断哪些因素起单

独的作用，哪些因素除起单独作用外，因素间还会产

生综合效果（闫海霞等，２０１３）。 本研究设计以激素

种类、处理浓度、处理时间和扦插基质为影响扦插的

试验因素，每因素取 ３ 个水平（表 １）。

表 １　 试验因素和正交设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ｓ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

水平 Ｌｅｖｅｌ

１ ２ ３

Ａ： 激素种类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ｔｙｐｅ

ＮＡＡ ＩＢＡ ＡＢＴ

Ｂ： 处理浓度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ｇ·Ｌ⁃１）

１００ ２５０ ５００

Ｃ： 处理时间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２ ｍｉｎ ２ ｈ １２ ｈ

Ｄ： 扦插基质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ｔｙｐｅ

沙
Ｓａｎｄ

黄土
Ｌｏｅｓｓ

泥炭土
Ｐｅａｔ ｓｏｉｌ

１．４ 扦插方法和扦插后管理

试验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初进行，扦插前准备好插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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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小果核果茶试验设计及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ｙｒｅｎａｒｉａ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试验号
Ｎｏ．

激素种类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ｔｙｐｅ

处理浓度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处理时间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扦插基质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ｔｙｐｅ

生根率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生根数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个）

平均根长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生根效果指数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ｄｅｘ

１ Ａ１ Ｂ１ Ｃ１ Ｄ１ １９．０ ８．０ ２．１ ８６．３４

２ Ａ１ Ｂ２ Ｃ２ Ｄ２ ０ ０ ０ ６０．００

３ Ａ１ Ｂ３ Ｃ３ Ｄ３ ４８．０ ７．８ ７．０ ９９．８０

４ Ａ２ Ｂ１ Ｃ２ Ｄ３ １４．０ ３．５ ４．４ ８３．３０

５ Ａ２ Ｂ２ Ｃ３ Ｄ１ ８．０ ５．７ ２．３ ８０．９９

６ Ａ２ Ｂ３ Ｃ１ Ｄ２ ０ ０ ０ ６０．００

７ Ａ３ Ｂ１ Ｃ３ Ｄ２ ０ ０ ０ ６０．００

８ Ａ３ Ｂ２ Ｃ１ Ｄ３ １６．０ ４．４ ３．０ ８２．８２

９ Ａ３ Ｂ３ Ｃ２ Ｄ１ ６．０ ６．０ １．５ ７８．９１

图 １　 部分处理的扦插生根情况
Ｆｉｇ． １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用铲子和耙子将插床疏松和整平，厚度约为 ２０ ｃｍ，
消毒、浇透水备用。 插穗长度为 １０ ～ １５ ｃｍ，保留两

个半片叶，插穗上切口平整，下切口斜。 将插穗进行

不同因素及不同时间浸泡后，按照 １５ ｃｍ × １５ ｃｍ 的

株行距进行扦插，每个组合 ３５ 条，设一个重复组，插
穗扦插的深度约为其本身 １ ／ ３，插后轻轻压实，使插

穗基部与基质紧密接触，最后把插床浇透水，加盖 １
层遮荫网，透光率为 ２０％左右。 时刻注意保持床面

土壤和空气的湿度，一般每天喷雾 ２～３ 次。
１．５ 数据分析

扦插 ８ 个月后，统计小果核果茶的生根情况。
对插穗的生根率、生根数以及根长进行统计，将数据

进行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等方法处理；获得各试验因

素对生根率、生根数和平均根长的影响。 以生根率

（Ｘ１）、生根数（Ｘ２）、平均根长（Ｘ３）３ 个变量为指标，
运用功效系数法对生根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得到小

果核果茶扦插生根效果指数（ｙ）（曾丹娟等，２０１０）。
分析比较各试验因素对小果核果茶扦插生根效果指

数的影响，找出小果核果茶扦插生根的最优组合。
为了确保方差的一致性，在 ＳＡＳ 统计分析之前对生

根率进行反正弦转换（续九如和黄智慧，１９９５），当
生根率为 ０ 时，变为 １ ／ （４ｎ），ｎ ＝ ７０（ｎ 为每个处理

插条数）后再进行转换，对生根率、生根数和平均根

长进行（ ｘ＋１） １ ／ ２ 转换（韦记青等，２０１０；柴胜丰等，
２０１２）。

令 ｘ∗
ｉｊ ＝ ６０ ＋

ｘｉｊ － ｍ ｊ

Ｍ ｊ － ｍ ｊ

× ４０，

则 ｙｉ ＝ ∑
３

ｊ ＝ １
ｘ∗
ｉｊ ／ ３， ｉ ＝ １，…９， ｊ ＝ １，…３。

式中， Ｍ ｊ 、 ｍ ｊ 分别为指标 ｘ ｊ 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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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各试验因素对生根率的影响

由表 ２ 可知，正交试验的扦插结果是 ３ 号组合最

好，其生根指数达到 ９９．８０。 Ｒ 值的大小反映了各因

素对试验结果影响的主次，各试验因素对小果核果茶

生根率 Ｒ 值主次影响的排列顺序为 Ｄ＞Ａ＞Ｃ＞Ｂ（表
３），扦插基质对生根率的影响最大，激素种类次之，处
理时间影响最小。 以各试验因素中离差平方和最小

的项作为误差项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只有扦插基

质对生根率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其余因素

对生根率的影响并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 ３　 各试验因素对生根率影响的极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生根率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Ａ Ｂ Ｃ Ｄ

Ｋ１ ２４．１９ １６．８９ １７．４３ １８．８２

Ｋ２ １３．７６ １４．２９ １３．０１ ２．８７

Ｋ３ １３．５４ ２０．３０ ２１．０５ ２９．８０

极差 Ｒａｎｇｅ １０．６４ ６．０２ ８．０４ ２６．９３

表 ４　 各试验因素对生根率影响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方差来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ｓｏｕｒｃｅ

自由度
ｄｆ

生根率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离差平方和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ｓ

均方差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Ｆ 值
Ｆ ｖａｌｕｅ

Ａ ２ ２２２．１１ １１１．０６ ４．０８

Ｂ ２ ５４．４５ ２７．２３

Ｃ ２ ９７．３７ ４８．６９ １．７９

Ｄ ２ １ １００．１６ ５５０．０８ ２０．２１∗

总和 Ｔｏｔａｌ ８ １ ４７４．０９

　 注： ∗ 因素的影响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因素的影响达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下同。
　 Ｎｏｔ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Ｐ＜０．０５），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Ｐ＜０．０１）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２．２ 各试验因素对生根数、平均根长的影响

由（表 ５）极差分析可知，各试验因素对小果核

果茶扦插后生根数影响效应的大小排序为 Ｄ＞Ａ＞Ｃ＞
Ｂ，扦插基质影响最大，激素种类次之，处理浓度最

小；对平均根长的影响效应大小为 Ｄ＞Ａ＞Ｃ＞Ｂ，影响

最大的是扦插基质，其次是激素种类，最小的是处理

浓度。 方差分析表明，扦插基质对生根数和平均根

长的影响达到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其余各因素对

生根数、平均根长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Ｐ＞
０．０５）（表 ６）。
２．３ 各试验因素对生根效果指数的影响

按 Ｒ 值主次的排列顺序为 Ｄ＞Ａ＞Ｃ＞Ｂ，说明扦

插基质对生根效果指数的影响最大，激素种类次之，
处理浓度影响最小（表 ７）。 通过数据方差分析（表
８）结果可知，扦插基质对生根效果指数的影响达显

著水平（Ｐ＜０．０５），其余因素对生根效果指数的影响

未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因此，小果核果茶扦插生

根的最优组合为 Ａ１Ｂ３Ｃ３Ｄ３，即激素种类为 ＮＡＡ，处
理浓度为 ５００ ｍｇ·Ｌ⁃１，处理时间为 １２ ｈ，扦插基质

为泥炭土时，小果核果茶扦插的生根效果最好。

３　 讨论与结论

作为常规的繁殖技术，扦插繁殖具有简单快速、
高效高质量繁殖苗木和可完整的保持亲本植株的优

良遗传特性等优点（王书胜等，２０１４）。 可影响植物

扦插成活的因素多种且繁杂，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

的单独起作用，而是相互综合作用。 小果核果茶是

山茶科常绿乔木树种，插穗能生根，但生长慢。 因

此，扦插的处理方法对于小果核果茶的扦插生根相

当重要，适宜的扦插处理方法，可以促进插穗细胞分

裂，从而快速生根，提高苗木的成活率。
水分在扦插基质中是影响插穗生根成活率高低

和根系活力的重要因素，空气也是插穗生根时进行

呼吸作用的必需条件（王睿照，２０１６）。 本研究中，
不同扦插基质在持水力和透气性有各自的特点：泥
炭土含有大量的有机质，透气性好，保湿能力强；黄
土保水能力好，透气性一般；沙土的保水能力一般，
透气性好。 本研究结果表明，基质以泥炭土生根效

果最好，沙土次之，黄土生根指数最差。 这说明小果

核果茶扦插后插穗的基部切口形成愈伤组织时期喜

欢透气性好，保湿能力强的土壤。 当插条进入大量

发根阶段，疏松透气的土壤，亦可促使小果核果茶不

定根的形成和快速生长。
外源激素主要是影响插穗内部养分的调配， 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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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各试验因素对生根数、平均根长影响的极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生根数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Ａ Ｂ Ｃ Ｄ

平均根长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Ａ Ｂ Ｃ Ｄ

Ｋ１ ２．３２ ２．０４ ２．１１ ２．７５ １．８６ １．６９ １．５９ １．７２

Ｋ２ １．９０ １．９７ １．９２ １．００ １．７１ １．６１ １．６３ １．００

Ｋ３ １．９９ ２．２１ ２．１９ ２．３６ １５３ １．８０ １．８８ ２．３８

极差 Ｒａｎｇｅ ０．４２ ０．２４ ０．２７ １．７５ ０．３４ ０．１９ ０．２９ １．３８

表 ６　 各试验因素对生根数、平均根长影响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６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方差来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ｓｏｕｒｃｅ

自由度
ｄｆ

生根数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离差平方和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ｓ

均方差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Ｆ 值
Ｆ ｖａｌｕｅ

平均根长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离差平方和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ｓ

均方差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Ｆ 值
Ｆ ｖａｌｕｅ

Ａ ２ ０．３０ ０．１５ ３．３２ ０．１７ ０．０９ ２．９５

Ｂ ２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３

Ｃ ２ ０．１１ ０．０６ １．２３ ０．１５ ０．０８ ２．６４

Ｄ ２ ５．２９ ２．６５ ５９．４２∗ ２．８７ １．４４ ４９．５２∗

总和 Ｔｏｔａｌ ８ ５．７９ ３．２５

表 ７　 各试验因素对生根效果指数影响的极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７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ｄｅｘ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生根效果指数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ｄｅｘ

Ａ Ｂ Ｃ Ｄ

Ｋ１ ８２．０５ ７６．５４ ７６．３９ ８２．０８

Ｋ２ ７４．７６ ７４．６０ ７４．０７ ６０．００

Ｋ３ ７３．９１ ７９．５７ ８０．２６ ８８．６４

极差 Ｒａｎｇｅ ８．１４ ４．９７ ６．２０ ２８．６４

激形成层细胞的分裂，促进分生细胞伸长，促进插条

发根、调节愈伤组织的形态建成，对插条生根有一定

促进作用（仲兆清和潘春香，２０１４）。 本研究结果表

明，采用 ５００ ｍｇ·Ｌ⁃１ＮＡＡ 激素处理小果核果茶插穗

能明显提高小果核果茶的扦插成活率。
在本研究的 ４ 个试验因素中，影响小果核果茶

生根效果指数的大小排列顺序为扦插基质＞激素种

类＞处理时间＞处理浓度，其中扦插基质的影响达到

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 综合结果表明当扦插生根效果

表 ８　 各试验因素对生根效果指数影响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８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ｄｅｘ

方差来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ｓｏｕｒｃｅ

自由度
ｄｆ

生根效果指数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ｄｅｘ

离差平方和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ｓ

均方差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Ｆ 值
Ｆ ｖａｌｕｅ

Ａ ２ １２０．０２ ６０．０１ ３．１９

Ｂ ２ ３７．５９ １８．８０

Ｃ ２ ５８．８１ ２９．４１ １．５６

Ｄ ２ １３５０．５８ ６７５．２９ ３５．９３∗

总和 Ｔｏｔａｌ ８ １５６７．００

最好的组合是 Ａ１Ｂ３Ｃ３Ｄ３，即激素种类为 ＮＡＡ，处理

浓度为 ５００ ｍｇ·Ｌ⁃１，处理时间为 １２ ｈ，扦插基质为

泥炭土时，小果核果茶扦插的生根效果最好。
通过正交试验设计，小果核果茶扦插生根指数

最高可达到 ９９．８０，相比该同属植物石笔木（Ｐｙｒｅｎａｒ⁃
ｉａ）的扦插，具有更高的成活率（肖复明等，２００４）。
科学地选出小果核果茶扦插的最佳处理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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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研究的插条处理方法用于小果核果茶的扦插

是成功的。 通过此最佳处理方法进行扦插繁殖，可
获得更高的成活率和出圃率，这对小果核果茶扦插

繁殖大量苗木，以满足市场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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