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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筛选适宜的何首乌扦插繁育方式，提高繁育中种苗的成活率，为何首乌规范化种植提供依据。
方法：以道地产区内何首乌藤茎的不同部位为繁育材料，用黄泥浆或生根液处理，分别采用竖向扦插和横向扦插两

种不同的繁育方式，探究不同繁育技术对种苗成活率和质量的影响。结果：不同扦插方式、扦插材料以及插条处理

方法对种苗成活率均有影响，在插条不作处理的情况下，竖向扦插的成活率均高于横向扦插，而采用黄泥浆或生根

液处理下，软枝插条横向扦插的成活率要高于竖向扦插；硬枝插条成活率均高于软枝插条；不同插条处理方法下的

成活率为：黄泥浆处理＞不作处理＞生根粉处理。不同繁殖方法对种苗质量有一定影响，部分竖向扦插所育得种苗
的地径、叶片数要显著高于横向扦插。结论：在实际生产中可采用竖向扦插的方式，选用硬枝插条并用黄泥浆处

理，可提高何首乌的成活率，并且能够保证成苗质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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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乌，别名首乌、赤首乌等，为蓼科植物何

首乌 Ｐ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Ｔｈｕｎｂ的干燥块根［１］，于秋、

冬二季叶枯萎时采挖。其味苦、甘、涩，微温，归

肝、心、肾经，具有解毒、消痈、截疟、润肠通便

的功效，常用于疮痈、瘰疬、风疹瘙痒、久疟体

虚、肠燥便秘，为临床中常用补益类中药。何首乌

主要含有二苯乙烯苷类、蒽醌类、黄酮类等成分，

具有抗氧化［２］、抗肿瘤［３］、抑制细胞凋亡［４］、抗

缺血性脑损伤［５］、促进骨形成和保护成骨细

胞［６］、保护神经［７］以及改善血管功能［８９］等药理

作用。

何首乌药用资源分布广泛，在两广、江西以及

河南等地均有种植，但以广东省德庆县为道地产

区，所产何首乌品质优良［１０］。通过本课题组前期

对广东省范围内何首乌的资源调查发现，目前对何

首乌资源的保护和生产状况堪忧，特别是在种苗生

产方面，存在种质混乱、育苗方法粗糙以及种苗质

量参差不齐等问题［１１］，造成道地产区内何首乌产

量的下降，进而导致其栽培面积的锐减。因此，为

保障何首乌药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迫切需要开展

何首乌种苗生产技术的研究。在实际应用中，何首

乌以扦插繁育为主，具有育苗周期短、繁殖系数

高、能够保持亲本优良性状等优点［１２１３］。在扦插

繁殖过程中扦插的方式、插条的木质化程度以及处

理方法等都可能对种苗的成活率和质量产生影响。

此外，通过调查发现道地产区传统的育苗方法与

严格意义上的扦插有一定差别，并不是采用竖向

扦插的方式，而是将插条横铺于苗床进行扦插育

苗，育苗方式较为粗糙，所育种苗的成活率和质

量有待研究。本研究针对两种扦插方法、插条木

质化程度和处理方法对扦插种苗的成活率和质量

进行研究，为何首乌药材生产技术规范的制定提

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６月在德庆县莫村镇何首
乌种植基地内进行，育苗地土壤肥力较好，灌溉及

排水设施齐备，能够满足试验需要。

１２供试材料

试验所用插条，采自德庆县大桥镇一年生何首

乌生长健壮的优良种株，处理藤茎所用黄泥浆为黄

黏土与水按质量比１∶１配制，生根液为生根粉（四川
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有效成分质量分数为

２０％）与水按质量比１∶６００配制（有效成分质量分数
约为００７５％）。

１３试验方案

试验采用竖向和横向扦插两种育苗方式，插条

分为离基部２０、４０ｃｍ左右的不同木质化程度的藤
茎，分别用黄泥浆和生根液两种方式处理，并设置

不作处理的对照组，插条长度均为２０ｃｍ左右。试
验采用裂区设计，共１２小组，每小组１００个插条。

具体步骤为：于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０日，选取生长
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藤茎共６００条，去掉顶部
嫩茎，留下长度约４０～４５ｃｍ左右的藤茎，将藤茎
于中部剪断，分为长度为２０ｃｍ左右的硬枝插条和
软枝插条。具体处理方式及分组如表１。

表１　不同分组及处理方式

繁育方式 材料选择 处理方式 组号

竖向扦插组（Ｑ） 硬枝插条（Ｌ） 对照组（ＣＫ） ＱＬ（ＣＫ）

黄泥浆处理（Ｈ） ＱＬＨ

生根液处理（Ｓ） ＱＬＳ

软枝插条（Ｎ） 对照组（ＣＫ） ＱＮ（ＣＫ）

黄泥浆处理（Ｈ） ＱＮＨ

生根液处理（Ｓ） ＱＮＳ

横向扦插组（Ｙ） 硬枝插条（Ｌ） 对照组（ＣＫ） ＹＬ（ＣＫ）

黄泥浆处理（Ｈ） ＹＬＨ

生根液处理（Ｓ） ＹＬＳ

软枝插条（Ｎ） 对照组（ＣＫ） ＹＮ（ＣＫ）

黄泥浆处理（Ｈ） ＹＮＨ

生根液处理（Ｓ） ＹＮＳ

１４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和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ｉｓｍ７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和方差分析，结果以Ｐ＜００５、Ｐ＜００１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不同繁育及处理方法对何首乌成活率的影响

由图１Ａ可以看出，用黄泥浆处理硬枝插条、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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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竖向扦插的方式，种苗的成活率最高，达到了

４８％，具有明显的优势。在采用黄泥浆或生根液处
理方法下，成活率呈现出：硬枝竖插 ＞硬枝横插 ＞
软枝横插＞软枝竖插，而在不作处理的方法下，竖
向扦插的成活率均高于横向扦插，说明黄泥浆或生

根液处理可以提高软枝插条竖向扦插的成活率，且

硬枝插条的成活率均高于软枝插条。其次，在不同

的插条处理方式下，种苗的成活率表现为：黄泥浆

处理＞不作处理 ＞生根液处理，说明黄泥浆处理能
够提高扦插育苗的成活率，并且与生产中常用生根

粉相比也有一定优势。

２２不同繁育及处理方法对种苗质量的影响
２２１不同繁育及处理方法对种苗苗高的影响　如
图１Ｂ所示，不同扦插方法对种苗苗高的影响，除采
用硬枝插条、生根液处理的 ＱＬＳ和 ＹＬＳ两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外，其他各组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不同木质化程度插条对苗高的影响，

除采用竖向扦插、黄泥浆处理的 ＱＬＨ和 ＱＮＨ两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外，其他各组也均
无统计学意义。不同插条处理方法对种苗苗高的

影响，在用硬枝扦插的情况下，黄泥浆、生根粉

处理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
两处理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扦插方法

和插条木质化程度对种苗苗高基本无影响，而不

同处理方法对苗高有一定影响，采用硬枝插条、

竖向扦插的方法，黄泥浆和生根粉处理均可显著

促进种苗生长。

２２２不同繁育及处理方法对种苗地径的影响　由
图１Ｃ可知，不同扦插方法对种苗地径的影响，除
用软枝插条、不作处理的两组ＱＮ（ＣＫ）和ＹＮ（ＣＫ）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外，其他各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而不同插条、处理方法对种苗地

径的影响，各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明

插条的木质化程度与处理方法对所育种苗地径粗

细无显著影响，而扦插方法对所育种苗地径粗细

有一定影响，以木质化程度较低的软枝为插条，

采用竖向扦插的方法所育种苗的地径要粗于横向

扦插。

２２３不同处理方法对种苗叶片数的影响　由图１Ｄ
可以看出，在采用硬枝插条、用黄泥浆或不作处理的

情况下，横向与竖向扦插两种方法所育种苗叶片数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用黄泥浆处理

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不同的插
条和处理方法对种苗叶片数的影响，各组均没有显

著差异。说明插条木质化程度及处理方法对种苗叶

片数无显著影响，而扦插方法对硬枝插条作繁育材

料所育得种苗的叶片数有一定影响，表现为竖向扦

插所育种苗的叶片数要多于横向扦插。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图１　不同繁育及处理方法对何首乌种苗繁育成活率
及种苗苗高、地径和叶片数的影响

·８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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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扦插繁殖技术在种苗生产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在实际操作中种苗的成活率受较多因素的影响，其

中包括不同的扦插方法、插条处理方法以及插条自

身的木质化程度等。通过本试验研究发现，相比于

生产中采用的横向扦插的育苗方法，竖向扦插方法

育苗具有更高的成活率，且二者种苗质量无显著差

异，表明竖向扦插的方法更适合实际生产中使用。

无论是横向还是竖向扦插，木质化程度较高的

硬枝插条的成活率均高于软枝插条，这与王华磊

等［１４］的研究一致，插条的木质化程度是影响扦插成

活的重要因素，木质化程度较高的硬枝插条具有较

强的抗逆性。此外，用黄泥浆处理插条的方法可以

提高种苗的成活率，且效果与农用生根剂相当，而

黄泥浆处理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方法，适合推广。因

此，在实际生产中推荐选用木质化程度较高的硬枝

插条作为繁殖材料，用黄泥浆处理，采用竖向扦插

的方法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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