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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基质中 IBA 与 NAA 对矮牵牛扦插生根的影响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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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当年现蕾盆栽大花类矮牵牛 (P etun ia hy brid a) 为材料, 研究了不同基质中 IBA 与NAA 对矮牵

牛扦插生根的影响。结果表明, 基质中添加激素可提高矮牵牛扦插成活率, 促进生根, 提高根冠比、叶绿素、根系活

力、还原糖和可溶性糖。500 m göL IBA 或 200 m göL NAA + 300 m göL IBA 处理可明显促进矮牵牛扦插生根, 扦插

成活率高, 生长良好。泥炭∶沙= 1∶3 和泥炭∶蛭石∶沙= 1∶1∶1 两种基质对矮牵牛扦插生根均有作用, 但差异

不明显。

[关键词 ]　矮牵牛; 扦插; 激素; 植株再生

[中图分类号 ]　Q 813. 1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129387 (2004) 0820034203

　　矮牵牛 (P etun ia hy brid a V ilm. ) , 别名碧冬茄、

灵芝牡丹、杂种撞羽朝颜, 是茄科碧冬茄属多年生草

本植物, 生产上常作一年生栽培, 原产南美阿根

廷[1 ]。矮牵牛花大, 色彩丰富, 花期长, 能迅速大量开

花, 温室栽培可四季开花。目前世界各地已广为栽

培。

矮牵牛不易结实, 种子甚小且较难得到。普通种

子发芽率约 60% [1 ] , 杂交种发芽率较高, 但种子较

贵。故用种子繁殖成本高、周期长、操作麻烦, 严重制

约了矮牵牛的广泛栽培。矮牵牛扦插较易生根, 且扦

插可以保留其许多稀有且重要的生物学性状。扦插

繁殖方法在百合[2 ]、九重葛[3 ]、白丁香[4 ]等花卉树木

上已大量应用, 但在矮牵牛上的报道较少[5 ]。本试验

研究了不同基质中 IBA 与NAA 对矮牵牛扦插生根

的影响, 以筛选合适的激素基质组合, 为生产上大量

应用扦插繁殖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试验于 2003205～ 06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

学院教学标本圃进行。试验材料为当年现蕾盆栽大

花类矮牵牛, 采自杨凌新天地科技示范园。

1. 2　方　法

1. 2. 1　材料选择　选取生长健壮、整齐一致、无病

虫害、无分叉及侧芽的新枝, 基部平剪, 去掉下部叶

片, 仅留上部 2～ 3 片叶, 去顶, 插枝长约 8 cm , 扦插

深度 3～ 4 cm。

1. 2. 2　药剂配制　分别配制 IBA 和NAA 组合:

a. 200 m göL NAA + 300 m göL IBA ; b. 250 m göL
NAA + 250 m göL IBA ; c. 300 m göL NAA + 200

m göL IBA ; d. 500 m göL NAA ; e. 500 m göL IBA。

1. 2. 3　基　质　①泥炭∶沙= 1∶3; ②泥炭∶蛭石

∶沙= 1∶1∶1。

1. 2. 4　处理方法　插枝分别在 a, b, c, d 和 e 5 种

激素组合中速蘸 3 s 后, 分别扦插在盛①、②两种基

质的营养钵中, 每处理 12 个, 重复 3 次, 随机排列,

设未蘸激素者为对照。插后浇一次透水, 用塑料小拱

棚保温保湿 (温度 20～ 30 ℃, 湿度 60%～ 90% ) , 用

遮阳网遮荫。扦插苗插后第 1 周每隔 2 d 浇一次水,

不通风; 第 2 周中午逐步通风, 酌情增加浇水次数,

早晚适当见光。

扦插后 15 d 统计成活率、根长、根重、根冠比。

测定根系活力 (T TC 法) [6 ] , 叶绿素含量 (直接浸提

法) [6 ] , 还原糖 (3, 52二硝基水杨酸法) [6 ] , 可溶性糖

(蒽酮比色法) [6 ]。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处理对矮牵牛扦插成活率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 激素对矮牵牛扦插成活率影响较

大。两种基质中, 除①b、②c 处理组合外, 其余激素

处理的扦插成活率均高于对照, 尤以 a, e 处理最为

明显。组合①a、①e、②a、②e 的扦插成活率分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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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高 16. 7% , 13. 3% , 12. 9% , 12. 9%。基质对矮 牵牛扦插也有一定影响, 但不如激素明显。
表 1　不同处理对矮牵牛扦插成活率的影响

T able 1　Effect of differen t treatm ents on P etun ia hy brid a survival ra te %

基质
M edia a b c d e CK

① 97. 3 83. 4 86. 2 86. 2 94. 5 83. 4

② 97. 3 86. 2 83. 4 91. 7 97. 3 86. 2

2. 2　不同处理对矮牵牛平均根长、根重的影响

扦插苗长势是否良好, 取决于生根的长度和根

的生长状况。由表 2 可以看出, 矮牵牛经不同激素处

理后插于不同基质中, 除②c 外, 其余处理组合的平

均根长和根重均高于对照。这表明适宜质量浓度的

激素对矮牵牛生根有促进作用, 尤其是 a, e 两个组

合。①a、②a、①e、②e 的平均根长分别比对照高

66. 7% , 60. 0% , 50. 0% , 120% ; 平均根重分别比对

照高 1. 81, 2. 86, 1. 36 和 3. 33 倍。基质对 c, e 处理

影响较大, 对其余处理效果不明显。
表 2　不同处理对矮牵牛平均根长、根重的影响

T 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 t treatm ents on P etun ia hy brid a roo t length and w eigh t

基质
M edia

a b c d e CK

根长öcm
Roo t
length

根重ög
Roo t

w eigh t

根长öcm
Roo t
length

根重ög
Roo t

w eigh t

根长öcm
Roo t
length

根重ög
Roo t

w eigh t

根长öcm
Roo t
length

根重ög
Roo t

w eigh t

根长öcm
Roo t
length

根重ög
Roo t

w eigh t

根长öcm
Roo t
length

根重ög
Roo t

w eigh t

① 10. 0 0. 485 3 6. 5 0. 382 2 7. 0 0. 355 5 7. 0 0. 458 0 9. 0 0. 408 3 6. 0 0. 172 5

② 8. 0 0. 481 2 7. 0 0. 384 0 4. 0 0. 186 2 8. 0 0. 448 2 11. 0 0. 539 5 5. 0 0. 124 5

2. 3　不同处理对矮牵牛根冠比的影响

根冠比作为壮苗指数, 是衡量扦插苗质量好坏

的重要指标之一。根冠比越大, 越有利于植物的存

活。由表 3 可见, 不同基质中激素处理组合的根冠比

均高于对照, 尤其以 a, e 处理组合最为明显。①a、

②a、①e、②e 的根冠比分别为 0. 63, 0. 64, 0. 53,

0. 59, 分别为对照的 3, 2. 78, 2. 52 和 2. 57 倍。但两

种基质对矮牵牛扦插生根效果差异不大。
表 3　不同处理对矮牵牛根冠比的影响

T able 3　Effect of differen t treatm ents on P etun ia hy brid a roo töcrow n

基质
M edia a b c d e CK

① 0. 63 0. 34 0. 29 0. 38 0. 53 0. 21

② 0. 64 0. 39 0. 23 0. 37 0. 59 0. 23

2. 4　不同处理对矮牵牛叶绿素含量和根系活力的

影响

植物体内的叶绿素含量与光合作用密切相关。

由表 4 可知, 除②c 外, 其余各处理的叶绿素含量均

高于对照, 尤以 a, e 处理组合最为明显, ①a、②a、

①e、② e 的叶绿素含量分别比对照高 52. 3% ,

27. 7% , 42. 2% , 27. 0%。根系活力反映根的生长状

况。各处理中, a, e 的根系活力较高, ①a、②a、①e、

②e 的根系活力分别为 0. 324, 0. 372, 0. 288, 0. 318

m gö(g·h - 1) , 分 别 比 对 照 高 78. 0% , 100% ,

58. 2% , 70. 9%。

基质对矮牵牛扦插苗的叶绿素含量和根系活力

有影响, 但两种基质作用效果差异不明显。

表 4　不同处理对矮牵牛叶绿素含量和根系活力的影响

T able 4　Effect of differen t treatm ents on the con ten t of ch lo raphyll and roo t activity of P etun ia hy brid a

基质M edia

a b c d e CK

叶绿素ö
(m g·
g- 1)

Chlo rophyll
con ten t

根系活力ö
(m g·g- 1·

h- 1)
Roo t

activity

叶绿素ö
(m g·
g- 1)

Chlo rophyll
con ten t

根系活力ö
(m g·g- 1·

h- 1)
Roo t

activity

叶绿素ö
(m g·
g- 1)

Chlo rophyll
con ten t

根系活力ö
(m g·g- 1·

h- 1)
Roo t

activity

叶绿素ö
(m g·
g- 1)

Chlo rophyll
con ten t

根系活力ö
(m g·g- 1·

h- 1)
Roo t

activity

叶绿素ö
(m g·
g- 1)

Chlo rophyll
con ten t

根系活力ö
(m g·g- 1·

h- 1)
Roo t

activity

叶绿素ö
(m g·
g- 1)

Chlo rophyll
con ten t

根系活力ö
(m g·g- 1·

h- 1)
Roo t

activity

① 1. 341 9 0. 324 1. 055 0 0. 132 0. 963 9 0. 130 1. 171 6 0. 185 1. 253 0 0. 288 0. 881 0 0. 182

② 1. 288 3 0. 372 1. 242 2 0. 200 0. 940 1 0. 176 1. 178 4 0. 183 1. 281 4 0. 318 1. 008 6 0. 186

2. 5　不同处理对矮牵牛还原糖、可溶性糖的影响

由表 5 可知, 不同激素处理对扦插的矮牵牛生

长有一定影响。所有处理的还原糖均高于对照, 尤以

a, e 处理最为明显。①a、②a、①e、②e 的还原糖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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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13. 0, 13. 4, 13. 6, 15. 0 gökg, 分别比对照高

44. 44% , 39. 58% , 51. 11% , 56. 25%。对可溶性糖含

量, a, e 处理表现较为明显, 均高于对照, ①a、②a、

①e、②e 的可溶性糖含量分别为 32. 4, 33. 1, 31. 1,

32. 1 gökg, 比对照高 11. 3% , 11. 1% , 6. 9% ,

7. 7%。但总的来说, 经不同激素处理后扦插在基质

②中的矮牵牛的还原糖、可溶性糖含量普遍比基质

①中的高, 这说明泥炭、蛭石、沙的比例合理, 对矮牵

牛扦插苗的生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表 5　不同处理对矮牵牛还原糖、可溶性糖的影响

T able 5　Effect of differen t treatm ents on the con ten t of reducing sugar, so lub le sugar of P etun ia hy brid a gökg

基质M edia

a b c d e CK

还原糖
R educing

sugar

可溶性糖
So lub le
sugar

还原糖
R educing

sugar

可溶性糖
So lub le
sugar

还原糖
R educing

sugar

可溶性糖
So lub le
sugar

还原糖
R educing

sugar

可溶性糖
So lub le
sugar

还原糖
R educing

sugar

可溶性糖
So lub le
sugar

还原糖
R educing

sugar

可溶性糖
So lub le
sugar

① 13. 0 32. 4 11. 2 27. 8 11. 0 26. 9 11. 4 27. 3 13. 6 31. 1 9. 0 29. 1

② 13. 4 33. 1 11. 9 28. 2 11. 5 27. 4 11. 8 28. 1 15. 0 32. 1 9. 6 29. 8

3　讨论与结论

扦插生根受多种因素影响, 其中生长调节剂对

生根有重要作用。萘乙酸与吲哚丁酸对扦插生根的

效果比较明显, 在使用后能促进杜鹃、茶花、桂花、香

石竹等生根[1 ]。NAA 能促进插条贮存的淀粉水解为

还原糖, 为根的形成提供较丰富的能源和碳源, 从而

促进插条萌发[4 ]。而 IBA 对根原基产生有促进作

用。在根形成过程中, 起始于茎内已分化的潜伏根原

基只要条件适宜, 即可被激活并分裂分化形成不定

根。本研究结果表明, 以 500 m göL IBA 或 200 m gö

L NAA + 300 m göL IBA 处理矮牵牛, 扦插成活率、

平均根长、平均根重和根冠比均优于其他处理和对

照, 并且效果十分明显。这与 IBA 的作用及质量浓

度有关, 适宜的 IBA 能促进根原基分化。对于嫩枝

扦插的矮牵牛, 用 500 m göL IBA 处理, 生根早、根

系生长较好, 故根冠比较大, 苗生长健壮。这与田兴

旺[7 ]在竹节秋海棠扦插上的结果一致。200 m göL
NAA + 300 m göL IBA 组合虽然总质量浓度不变,

但 IBA 质量浓度较低, 所以效果次之。NAA 能促进

生根, 但在本试验中作用效果不及 IBA。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 不同质量浓度 IBA , NAA

处理对扦插矮牵牛内部生理变化有影响。用 500

m göL IBA 或 200 m göL NAA + 300 m göL IBA 处

理矮牵牛, 还原糖和可溶性糖含量均较高, 且明显高

于其他处理和对照。这与彭子模等[4 ]在石刁柏、榆叶

梅、白丁香和黑桑上的研究结果相似。生根后, 根系

吸收营养, 促进植株生长, 叶片光合作用加强, 光合

产物增加, 更有利于植株生长和养分积累。本研究表

明, 用 500 m göL IBA 或 200 m göL NAA + 300

m göL IBA 处理矮牵牛, 其叶绿素和根系活力均高

于对照和其他处理, 这与罗兴录[8 ]在木薯上的研究

结果相似。这也揭示出激素 a, e 处理组合生长较好

的原因。詹亚光等[9 ]认为, 激素能促进白桦插穗的代

谢、内源激素的合成及营养物质的转化和运输。因此

可以认为, 激素对生根的促进作用又促进了矮牵牛

代谢和营养物质的转化和运输, 使扦插苗生长良好,

光合能力和根系活力增强。所以, 在实际生产中春季

扦插矮牵牛配合以 500 m göL IBA 或 200 m göL
NAA + 300 m göL IBA 速蘸 3 s, 繁殖效率较高。

一般认为, 基质对扦插生根有一定的影响。但本

研究所选的两种基质在矮牵牛扦插生根中作用效果

差别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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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p rehen sive evelua t ion of fert ility and stab ility

of azuk ibean varie t ies in reg iona l t r ia ls

GAO X iao- l i1, SUN J ian -m in2, GAO J in -feng1, FENG Ba i- l i1, CHA IYan 1,W ANGM eng1

(1 Colleg e of A g ronomy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2 Colleg e of Inf orm ation E ng ineering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A pp lying nonparam etric sta t ist ics m ethod - the rank analysis m ethod fo r comp rehen sive e2
valuat ion of the tested azuk ibean variet ies, by the datum analysis of 9 azuk ibean variet ies yield at 40 loca2
t ion s from regional t ra ils of azuk ibean variet ies in w ho le nat ion, 2001- 2002, w e conducted comp rehen sive

analysis and evaluat ion to the the yield of the tested variet ies. T he resu lts ind ica ted that there w ere m arked

differences in fert ility and stab ility among variet ies. 893726325 is a variety w ith h igher and stab ler yield.

Bao 8824217 is stab le ones w ith average yield. 92182816, L iaohong 1 and J ihong 3 are ones w ith average sta2
b ility and yield. Baoqinghong is one w ith low er yield and average stab ility. B 3605 and Bao 876216 are un sta2
b le ones w ith average yield. Baihong 3 is un stab le ones w ith low er yield. M eanw h ile, the resu lt show ed that

the rank analysis m ethod is ob ject ive and reliab le fo r evaluat ion of the crop variet ies.

Key words: azuk ibean; rank analysis m ethod; fert ility; stab 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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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BA and NAA in d ifferen t m edia on

cu t tage roo t ing of P etun ia hy brid a

FENG J ia-yue1, ZOU Zh i-rong1,W EN Y ing-q iang1, CHEN X iu-bin 2

(1 Colleg e of H orticu ltu re,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2 D ep artm en t of H orticu ltu re, H ex i Colleg e, Z hangy e, Gansu 734000, Ch ina)

Abstract: Cu t tage P etun ia hy brid a , effects of IBA and NAA in differen t m edias on cu t tage roo t ing w ere

studied.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m edia added w ith IBA and NAA cou ld imp rove roo t ing percen t, roo tö

crow n, act ivity of roo t, the concen tra t ion of reducing sugar, so lub le sugar and ch lo rophyll. T reatm en t w ith

500 m göL IBA o r 200 m göL NAA + 300 m göL IBA cou ld st im u la te roo t ing apparen t ly. Bo th tw o m edia

(peat∶sand= 1∶3, peat∶verm icu lite∶sand = 1∶1∶1) cou ld imp rove the roo t ing, bu t the difference is

no t sign if ican t.

Key words: P etun ia hy brid a; cu t tage; ho rmone; p lan t regener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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