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植物 G u i五a i a 4 ( s )
: 2 27一 2 5 0

.

19 5 4

千 年 桐 优 良 雌 株 繁 殖 自 根 苗 的 研 究

叨嗓丁酸和蔡 乙酸对千年桐空 中压条生根的促进作用

汪本里 }奎` -丝}

(广西林业科学研究所 )

摘要 繁殖自根苗的优良千年桐雌株苗木对生产很有意义
。

我们采用 5 0 p pm的 IB A 和 N A A进行

千年桐优良雌株的空中压条育苗获得成功
.

且成苗率较高
,

最高的可达1 00 男
。

其操作方法及提高

其成苗率所要注意的事项已在文中作了阐述
。

千年桐 (A l eu ir t es m o
nt

a n a
W il

s
.

) 原产我国
,

是我国最主要的工业油料树种之一
。

它与三年桐 (V
e r n i e i a f o r d i i (H

e m s l
.

) A i
r y S h a w ) 相比

,

具有树形高大
,

单株产量高
,

结果寿命长和抗性较强等优点
。

但千年桐在实生繁殖下
,

其 “ 雄 ”
株及雄性占优势的植株之

比例很高
,

使产量受到很大的影响
份 , 且在实生繁殖一般要 4 一 6 年才开始开花结 果样

,

收

益晚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广西林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 工’ 〕曾选育出一些高 产 优良的千年桐

无性系
,

并大力推广其嫁接繁殖 [ “ 1
,

解决了上述问题
,

并大大地促进了 生 产
。

但是
,

采用

嫁接繁殖又出现了植株抗性减弱的现象
。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

可能与植株的非 自根有关
,

笔者通过试验证明嫁接的接口 上由于病原菌感染或由于愈合不 良而产生明显的脐眠体
,

这就

阻碍了水分及物质的运输
,

从而大大地影响了植株的生活力
。

为了克服嫁接繁殖 的 上 述 缺

点
,

我们曾经做了 9 次枝条扦插试验和多次空中压条试验
。

采用生长激素处理的空中压条试

验初步获得成功
,

且生根率很高
,

压条菌移栽后也已成活并已独立生长
。

试验情况简介如下
。

材 料 和 方 法

千年桐空中压条我们 曾经采用过多种材料和各种各样的处理试验
,

但只有采用植物生长

激素处理的两批试验才获得成功
。

这两批试验均在定植后两 年 的 桂 皱 27 号和苍梧18 号两个
“ 纯”

雌性的优良性系上进行
。

试验分别于春初 (二月十五 日 )和夏末 (七月八 日 )进行
。

试验处理
:

①用叫噪丁酸 ( I B A )
,

②用蔡乙酸 ( N A A )
,

③对照
。

药剂均 用 羊毛脂膏来

稀释 , 浓度均为 5 0 p p m
。

试验的具体操作
: 选取大小基本一致的先年生小枝 (春初操作 ) 或当年生小枝 (夏 末操

作 )
,

在其基部进行全环割
,

环割长度约为 4 厘米
。

环割后将药剂涂在枝条形态上端 的 切 口

上
,

每个枝条涂含有药剂的羊毛脂膏约 2 克
,

作为对照的枝条不涂药剂
。

然后
,

用塑料薄膜

将掺有苔醉的湿肥土 (约半市斤 )包裹环割处
。

包裹时
,

最上端要捆绑得松弛
,

使雨水便于流

入
、

而中下部却要捆绑得较严密
。

最后
,

将试验枝条尽可能竖直地用绳子捆绑在其附近的粗

大枝条上
,

以免试验枝因风袭而被折断
。

以后包裹里的土壤要常灌水使之保持湿润
、

约每隔

15 天观察一次愈合组织相根系及枝条等生长情况
。

.

广西崇左县油桐试验站
.

1 98 1
.

关于油桐的性别
.

油桐生产经验资料汇编 ( 讲义 ) 1 19 一 1 23
.

二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研所
,

1 981
,

油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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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在采用生长激素的试验以前
,

我们用桂皱 1 号
、

桂皱 2 号及形态上的纯雄株枝条共做了

六批试验
、

其中包括不 同季节压条试验
,

表皮只留 1 一 2 毫米宽的部分环割试验
,

去顶芽和

去花序试验
。

但 所 试 的 10 0多个枝条都未见有一个枝 条产生 根 系
。

采用 生长激素 I B A 和

N A A 处理后才被突破
。

其试验结果列于表 1
。

表 1
.

I B A 和 X A A 处理对千年桐空甲压条生根的影响
,

斑

根%长(的数长 根条枝附数萎枯ù不称认
汉北时 }司 { 药 荆 处 理 无性系简 名

I B A

( 5 0 P Pm )

N A A

( 5 0 P p m )

{主2 7

苍 1 8 ;: 之长生 下

一— 一

—
— —

—
—

一— —
一一一一 一

一

—一件 2了 1 0 八 6

苍 1 8 :: 序的校 条赘

注 27

苍 1 8 ::
全 部死 二

叮 关 关

IB八

( S Q P Pm )

N A A

( 5 0 P Pm )

挂 2 7

苍 1 8

佳 2 7

苍 1 8

对 照
往 2 7

苍 1 8

1 1

1 1

1 1

1 1

1l

10 0

一竺
一一阵三竺一

一
` 试` 结、 慈

男 ) 彻
有一校

关试验 1 25天结束
, 关 关试验90 夭结束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在初春同一树种进行的试验中
,

则 I B A 和 N A A (均为 5 0 p pm )处理 的

枝条其死亡率较高
,

但未死亡的枝条均能长出根系来
。

大部分枝条的死亡都与枝条出花序长

有关
。

相反对照 枝条尽管死亡率较低
,

但这些未死亡枝条却没有一个能长出根系来 ( 只有愈

合组织产生 )
。

花夏末 (
一

脸月初 ) 进行的试验中
,

三个月的试验期内其环割枝都没有死亡
,

而月
.

用 IB A 处理的都能长出根系来 , 对照枝条尽管也没有死亡
,

但却没有一个枝条长出根系

来
。

从两种药别的处理效果来看
,

于表 11 卜亦可看出
,

工B A 比 N A A (均为 S Op p m ) 的总效果

要好些
,

这两种药剂处邢后
.

其根系发生的时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

只是 I B A 处理的枝条其

根系稍细一些
,

丁二级根 炎得里些 (见图版 V一 1 ) ; 而 N A A 处理的根系粗些
,

且二级 根长

得晚些 (见图版 Y一 : 》 。

另外
,

从表 1 亦可以着出
,

不同季节压条对长银宝的影响很大
,

夏末压条的长根率远高

于春刊压条的长根率
。

春到 比夏末压条的发根速度要慢得多
,

春初压条要90 天左右才开始发

根 , 价i夏宋压条的却在邪天 内就开始发根了
。

从轰 1 江可以看出
,

不 同的无性 系树种
,

即使采用同一药剂 ( 浓度亦相同 ) 处理
,

其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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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

但这一差异只有在春初压条时才表现出来
,

而在夏末压条
,

则没有

这一差异或者极不明显
。

从图版 V 图 1 和图 2 亦可以看出
,

千年桐中空压条长出的根系
,

初期不发达
,

且很 脆
,

易断
,

为了移栽容易成话
,

应在根系向土沱外伸展时
,

再带土剪下 (见图版 V一 3 )
,

并剪去

半叶或强度截干进行移植
。

移栽后只要遮荫和淋水以保持土壤湿润
,

则容易成活
,

图版 V一

4 就是移栽时只剪去半叶并盆栽了两个月的压条苗
。

压条苗移植后一个多月 内
,

尽管地上部

分的生长停滞
,

但根系的生长速度却很快 (见图版 V一 5 )
。

移植时如果进行强度 截干
,

则移

植两个月以后
,

地上部分即可长出新的枝叶 (见图版 V一 6 )
。

黔 讨 论

本试验采用的空中压条方法虽然成苗率较高
,

但其基本情况还是同前人在三年桐扦插试

验中一样
,

只有采用生长激素处理的才能长根 〔“ l 「̀ 1
。

这说明油桐的插条或压条繁殖是比较

困难的
。

这一点
,

从其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亦可说明
,

如三年桐
,

尽管早在 1 9 3 7年就有我国学

者 Y in H
,

C
.

( 殷宏章 ) [ “ 丁教授采用植物生长素 工A A 使扦插繁殖获得成功
,

但至今还来应用生

产
; 1 9 8 1年

,

简先举等 【7 1使用 BI A 和 N A A 处理三年桐插条
,

但生根最高的也只达 44 %
。

至于千年桐
,

获得 自根苗的扦插和压条的方法
,

据我们所知至少在国内还未 见 有 过 公开报

道
。

因此
,

对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生产实践上都有意义
。

在本试验中
,

虽然生长激素处理是枝条长根与否的一个关键性措施
,

但枝条能否长期保

鲜而不枯萎
,

这又是枝条能否成苗的前提
。

在空中压条中
,

枝条的长期保鲜较容易办到
,

首

先是 因为环割枝条未脱离母树而继续获得水分和矿物质营养的供应
,

再加上压条季节的科学

选择或采取截干
、

去顶和去花序等措施
,

使枝条上的有机物积累也尽景多于消耗
,

这样
,

枝

条就能够长期保鲜而不致于枯死
。

本试验的部分结果之所以成苗率很高
,

其主要原因还是由

于能长期保鲜而不枯死的枝条比例很高之故 (夏末压条 )
。

在本文的试验结果中
,

春初压条的成苗率随无性系种类的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

而

在夏末压条时却无这种差异
。

据我们观察和分析
,

认为其主要原因与定植两年的不同无性系

千年桐在春季能长出花序的枝条之 比例有关
, “ 苍 1 8” 能长花序的比例很高

,

而 “ 桂 27
” 却

非常低甚至没有
。

又因长花序的枝条经全环割以后几乎全部死亡
,

从而表现出了上述不同无

性系之间在成苗率方面的差异
。

在夏末压条时
,

因不同的无性系在该季节都不长花序
,

故没有

上述差异
。

因此
,

在春初压条时
,

为了提高其成苗率
,

应除顶或截干或去花序这些措施
,

但

是
,

如果压条的材料是形态上的纯雄株
,

则即使是在夏末压条
,

也应采取上述措施
。

因为雄

花序原基在七月份即 已分化
,

全环割处理可促进花序原基的发育
,

甚至在 9 一 10 月份即可开

花 f s } , 如不除去顶芽
,

则枝条上的营养就会被大量消耗
,

从而影响其成苗率
。

采用空中压条方法其成苗率较高
,

在优 良 “ 雌 ”
性种子的育种方法还未突破之前

,

用这

种育苗方法进行小面积种植 或零星种植
,

是可取的
,

也是科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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