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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植物古林箐秋海棠的扦插繁殖及回归引种初探
李景秀， 崔卫华， 胡枭剑， 孔繁才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 ）

摘　 要： 该研究以生物统计的正交试验设计为理论依据，列出影响秋海棠扦插生根成苗率的插穗水平、扦
插基质、生长刺激素和遮光率 ４ 个主要因子，每个因子设 ３ 个不同的水平，根据 Ｌ９（３

４）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组合进行了 ９ 个 ４ 因素 ３ 水平的正交试验。 结果表明：通过 Ｌ９（３
４）正交试验，获得了濒危植物古林箐秋海

棠（Ｂｅｇｏｎｉａ ｇｕｌｉｎｑｉｎｇｅｎｓｉｓ）的叶片扦插繁殖最佳方案为保持扦插床温度 ２２～ ２８ ℃，基质温度 １８～ ２２ ℃，空气

相对湿度 ６０％ ～７５％，遮光率 ７０％ ～７５％。 以叶片作为插穗，珍珠岩为扦插基质，１００ ｍｇ·Ｌ⁃１萘乙酸处理切

口，扦插期间给予插穗充足的水分管理，扦插 ２０～ ２５ ｄ 插穗切口产生不定根，７０ ～ ８５ ｄ 萌发不定芽形成新植

株，扦插繁殖成苗率达 ７４％。 将获得的扦插繁殖再生植株定植于云南马关县古林箐乡柏木山自然分布区的

原生森林生态生境地和次生开发杜仲、草果林生态生境地进行回归引种对比试验。 原生森林生态居群的回

归植株平均保存率为 ５７．６％，开花率为 ４０％，结实率为 ３６．６％，落子成苗率为 ３６．１％。 回归植株能在原生地

自然繁衍，是古林箐秋海棠回归引种的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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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林箐秋海棠（Ｂｅｇｏｎｉａ ｇｕｌｉｎｑｉｎｇｅｎｓｉｓ）系秋海

棠科（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秋海棠属（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植物，为
根状茎类型，叶片团扇形、深绿色至褐绿色，疏被

白色硬毛，镶嵌银绿色近圆形斑纹，幼叶紫褐色。
花深桃红色，开花数极多，叶镶嵌紧凑、株型精巧

玲珑，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可谓室内观赏植物精

品，也是秋海棠属植物中极为稀缺的遗传育种种

质资源（图版 Ｉ：Ａ，Ｂ）。 古林箐秋海棠仅分布于云

南东南部马关县古林箐乡的林场林区和柏木山村

狭域的山林范围内，资源调查结果表明，两个居群

植株的分布数量均未超过 ５０ 株（马宏等，２００７）。
根据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类型和标准，以及国际‘植物

保护中心’提出确定保护对象的 ６ 点参考（王献薄

和郭柯，２００２），古林箐秋海棠属濒危植物，应加以

保护。
由于马关县古林箐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势，

使其形成低纬度亚热带东部型山地季风气候，年
均气温 １６．９ ℃ 、日照１ ８０２ ｈ、降雨量１ ３４５ ｍｍ、平
均相对湿度在 ８５％以上，终年温暖湿润，森林郁闭

度大、光照较弱（图版 Ｉ：Ｃ），为古林箐秋海棠的生

长发育创造了极其特殊的生境条件，也是当地发

展杜仲、草果等经济植物的优良基地。 由于当地

村民对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和林下大面积草果地

的开垦种植，极度破坏了古林箐秋海棠的适生环

境，从而造成自然分布地本来就稀少的种质资源

濒临绝境。 对古林箐秋海棠多年的引种栽培试验

结果表明，古林箐秋海棠栽培适应性极差、在秋海

棠属植物迁地保护栽培基地的生长势较弱。 通过

改进栽培技术措施、加强植株营养生长和生殖生

长期的栽培管理和营养平衡，植株能在栽培温室

内正常开花，但不能结实（图版 Ｉ：Ｂ）。 因此，建立

切实可行的扦插繁殖体系、寻求获得扦插生根植

株的最佳扦插方案，并将再生植株回归自然，构建

种群，扩大自然分布种群数量势在必行。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园秋海棠

引种栽培温室内栽培保存 ３ ａ 的植株上采取旺盛

生长的叶片，分别调整切取带叶柄的叶片、含一级

分枝脉的楔形叶片和含二级分枝脉的楔形叶片，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９ 日在引种栽培基地进行扦插试

验。 扦插床的温度控制在 ２２ ～ ２８ ℃，基质温度

１８ ～ ２２ ℃，插床的空气相对湿度 ６０％ ～７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生根成苗后继续留在扦插繁殖试验床内

复壮栽培，生根植株生长健壮并具 ３ ～ ５ 片成熟叶

片。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起苗保湿处理包装，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定植于自然分布地进行回归引种试

验。 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定植 ２ 周），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定植 ７ 个月），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定
植 １６ 个月），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定植 １８ 个月），以
及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定植 ３６ 个月），对其成活及

生长状况进行调查统计。 其中，定植 ３６ 个月的调

查统计前，回归引种试验区被当地居民进行大规

模地森林植被砍伐和开垦，两个居群的保存植株

遭受严重破坏和毁灭。
１．２ 扦插繁殖正交试验

针对古林箐秋海棠森林郁闭度大、光照较弱，
空气相对湿度较大的适生环境及栽培技术要点，

２５８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注： Ａ． 古林箐秋海棠叶片斑纹； Ｂ． 开花植株； Ｃ． 原生生境； Ｄ． 原生森林生态居群

回归引种定植幼株； Ｅ． 回归引种结实株； Ｆ． 回归引种植株落子成苗。
Ｎｏｔｅ： Ａ． Ｌｅａ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ａｐｐｌｅ； Ｂ． Ｂｌｏｓｓｏｍ ｐｌａｎｔ； Ｃ．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Ｅ．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ｂｅａｒ ｆｒｕｉｔ； Ｆ． Ｓｅｌｆ ｒｅｎｅｗ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图版Ⅰ　 古林箐秋海棠及其原生生境、原生境下回归引种的植株
ＰｌａｔｅⅠ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ｇｕｌｉｎｑ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ａｂｉｔａｔ

表 １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水平 Ｌｅｖｅｌ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

Ａ
插穗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ｌｉｐ

Ｂ
扦插基质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ｅｄｉｕｍ

Ｃ
激素处理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
遮光率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

１ Ａ１（一级脉楔形叶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ｖｅｉｎ）

Ｂ１（珍珠岩
Ｐｅｒｌｉｔｅ）

Ｃ１（萘乙酸 ＮＡＡ） Ｄ１（５０％）

２ Ａ２（二级脉楔形叶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ｖｅｉｎ）

Ｂ２（腐殖土
Ｈｕｍｕｓ）

Ｃ２（２，４⁃二氯苯氧乙酸 ２，４⁃Ｄ） 　 Ｄ２（７０％ ～７５％）

３ Ａ３（带柄叶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ｗｉｔｈ ｐｅｔｉｏｌｅ ）

Ｂ３（珍珠岩×腐殖土
Ｐｅｒｌｉｔｅ × Ｈｕｍｕｓ）

Ｃ３（不处理
Ｎ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３（８０％ ～８５％）

从影响秋海棠扦插生根成活的插穗水平、扦插基

质、生长刺激素和遮光率等因素中，以生物统计的

正交试验设计为理论依据，列出影响扦插生根成苗

率的主要因子，进行 ４ 因素 ３ 水平正交试验（表 １）。
１．３ 回归引种对比试验

在古林箐秋海棠的自然分布区进行实地踏查

后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森林生态群落和次生开

发杜仲、草果生态群落进行 ２ 处理 ３ 重复的回归引

种对比试验。 ２ 个处理均设 １００ ｍ２带状样方，每个

处理各设 ３ 个重复，各重复均为 ３０ ｍ２带状小区，
各定植 ３０ 株回归试验苗。

回归引种结果调查计算：成活率＝成活株数 ／定

３５８７ 期 李景秀等： 濒危植物古林箐秋海棠的扦插繁殖及回归引种初探



植株数 × １００％；保存率 ＝ 现存株数 ／成活株数 ×
１００％；开花率＝开花株数 ／现存株数×１００％；结实率

＝结实株数 ／现存株数×１００％；落子成苗率（落子成

苗植株的比率）＝ 落子成苗株数 ／现存株数×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扦插繁殖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正交试验结果表明，Ａ 因素中 Ｋ３ 值等于 １２８

最大，即插穗因素中的最优水平是 ３ 水平带柄叶，
Ｂ、Ｃ、Ｄ 因素中的最大 Ｋ 值依次为 Ｋ１ ＝ １２４、Ｋ１ ＝

１９７、Ｋ２ ＝ １０２，即扦插基质、激素处理、遮光率三个

因素中的最优水平依次为 １ 水平珍珠岩、１ 水平萘

乙酸、２ 水平 ７０％ ～ ７５％，最佳因素水平搭配是 Ａ３

Ｂ１ Ｃ１ Ｄ２。 因此，在保持扦插床的温度 ２２ ～ ２８ ℃，
基质温度 １８ ～ ２２ ℃，插床的空气相对湿度 ６０％ ～
７５％的环境条件下。 采用带柄叶片作为插穗、以
珍珠岩作为扦插基质、１００ ｍｇ·Ｌ⁃１萘乙酸处理切

口、扦插环境遮光率 ７０％ ～７５％是古林箐秋海棠扦

插生根成苗的最佳方案（表 ２，图 １）。
由于 ９ 个试验中没有 Ａ３ Ｂ１ Ｃ１ Ｄ２这样的水平

搭配，以带柄叶片作为插穗、珍珠岩作为扦插基

质、１００ ｍｇ·Ｌ⁃１ 萘乙酸处理切口、遮光率 ７０％ ～
７５％的因素水平组合再次验证试验结果，扦插生

根成苗率 ７４％ ，进一步确立了古林箐秋海棠扦插

繁殖最佳方案的可靠性。 并以其它最佳因素水平

为基础，特别对生长调节物质奈乙酸的使用浓度

进行了 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 ｍｇ·Ｌ⁃１的梯度试验，
结果表明：１００ 和 １５０ ｍｇ·Ｌ⁃１的使用浓度均能获

得 ７０％和 ７２％的生根成苗率。
２．２ 回归引种试验结果与分析

回归引种的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原生森林生

态居群回归引种植株定植 ２ 周后的成活率是

９４．４％，定植 ７ 个月后的植株存活保存率 ７７．９％，
定植 １６ 个月后的植株保存率 ５８．８％，１８ 个月后的

植株保存率 ５７．６％，开花率 ４０％，结实率 ３６．６％。
定植 ３６ 个月后的植株保存率 １９．９％，落子成苗率

３６．１％（表 ３，图 ２）；次生开发杜仲、草果林生态居

群相应的成活率是 ９８．９％，定植 ７ 个月后的植株存

活保存率 ４７． ３％，定植 １６ 个月后的植株保存率

７．９％，１８ 个月后的植株保存率 ６．７％，无开花结实

植株。 定植 ３６ 个月后的植株保存率 ５．６％，无落子

成苗植株（表 ３，图 ２）。 ２ 个回归居群植株保存率

的 Ｔ 检验结果为 ｔ０．０５ ＝ ４．３０＜Ｔ＝ ４．６０＜ｔ０．０１ ＝ ９．９３，差
异显著，结实率的 Ｔ 检验结果 Ｔ＝ １９．３＞ｔ０．０１ ＝ ９．９３，
差异极显著。 可见，在植株定植 ２ 周内人为活动

干扰未及，适度的次生开发对植株成活的影响不

大。 但植株成活后在自然分布地的保存率，２ 个回

归居群间有显著差异，开花结实差异极显著，叶片

生长状况观测结果也呈现显著差异（表 ４）。 原生

森林生态居群的回归引种保存率及生长发育明显

优于次生开发杜仲、草果林生态居群。 也进一步

明确：
由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樟属（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Ｌ．）、木

姜子属（ Ｌｉｔｓｅａ Ｌａｍ．），木兰科（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拟单

性木兰属（Ｐａｒａｋｍｅｒｉａ Ｈｕ ｅｔ Ｃｈｅｎｇ），壳斗科（ Ｆａ⁃
ｇａｃｅａｅ）石栎属（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Ｂｌ．）、青冈属（Ｃｙｃｌｏｂａｌ⁃
ａｎｏｐｓｉｓ Ｏｅｒｓｔ．），桦木科（ 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桤木属（ Ａｌｎｕｓ
Ｌ．），榆科（Ｕｌｍａｃｅａｅ）榆属（Ｕｌｍｕｓ Ｌ．），桑科（Ｍｏｒａ⁃
ｃｅａｅ）榕属（Ｆｉｃｕｓ Ｌ．），远志科（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ｃｅａｅ）远志

属（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 Ｌ．），茜草科 （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滇丁香属

（Ｌｕｃｕｌｉａ Ｓｗｅｅｔ．），野牡丹科（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金锦

香属 （ Ｏｓｂｅｃｋｉａ Ｌ．）， 莎 椤 科 （ Ｃｙａ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 莎 椤

（Ｇｙｍｎｏｓｐｈａｅｒａ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ａ），姜 科 （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豆蔻属（Ａｍｏｍｕｍ Ｌ．），荨麻科（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冷水花

属 （ Ｐｉｌｅａ Ｌｉｎｄｌ．）， 莎 草 科 （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 莎 草 属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Ｌ．），秋海棠科 （ 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等植物群落组成，及其植被茂密、郁
闭度大、空气极其湿润的原生森林生态环境有利

于古林箐秋海棠的生长和保存，是古林箐秋海棠

的适生生境；由桦木科（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滇桤木（Ａｌｎｕ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ｉｃｏｂｕｒｇｉｉ），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拟单性

木兰属（Ｐａｒａｋｍｅｒｉａ Ｈｕ ｅｔ Ｃｈｅｎｇ），八角回香科（ Ｉｌ⁃
ｌｉｃｉａｃｅａｅ）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ｖｅｒｕｍ），杜仲科（ Ｅｕｃｏｍｍｉ⁃
ａｃｅａｅ）杜仲 （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姜科 （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ａｃｅａｅ）草果 （ Ａｍｏｍｕｍ ｔｓａｏ⁃ｋｏ），忍冬科 （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
ａｃｅａｅ）忍冬属（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Ｌ．）、接骨木（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 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ｉｉ）、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ａｍｐｌｉｆｏｌｉｕｍ），锦葵科（Ｍａｌ⁃
ｖａｃｅａｅ）地桃花（Ｕｒｅｎａ ｌｏｂａｔａ），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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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Ｌ９（３
４） 正交试验及其统计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９（３
４）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号
Ｔｅｓｔ ｎｕｍｂｅｒ

因素水平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ｅｖｅｌｓ

Ａ
插穗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ｌｉｐ

Ｂ
扦插基质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ｅｄｉｕｍ

Ｃ
激素处理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
遮光率

Ｓｈａ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

观测指标
成苗率 Ｋ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１ １（一级脉楔形叶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ｖｅｉｎ）

１（珍珠岩
Ｐｅｒｌｉｔｅ）

１（萘乙酸） １（５０％） ７１

２ １（一级脉楔形叶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ｖｅｉｎ）

２（腐殖土
Ｈｕｍｕｓ）

２（２，４⁃Ｄ） ２（７０％ ～７５％） ２

３ １（一级脉楔形叶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ｖｅｉｎ）

３（珍珠岩×腐殖土
Ｐｅｒｌｉｔｅ × Ｈｕｍｕｓ）

３（不处理
Ｎ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８０％ ～８５％） ７

４ ２（二级脉楔形叶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ｖｅｉｎ）

１（珍珠岩
Ｐｅｒｌｉｔｅ）

２（２，４⁃Ｄ） ３（８０％ ～８５％） １０

５ ２（二级脉楔形叶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ｖｅｉｎ）

２（腐殖土
Ｈｕｍｕｓ）

３（不处理
Ｎ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５０％） ５

６ ２（二级脉楔形叶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ｖｅｉｎ）

３（珍珠岩×腐殖土
Ｐｅｒｌｉｔｅ × Ｈｕｍｕｓ）

１（萘乙酸） ２（７０％ ～７５％） ５７

７ ３（带柄叶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ｗｉｔｈｐｅｔｉｏｌｅ）

１（珍珠岩
Ｐｅｒｌｉｔｅ）

３（不处理
Ｎ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７０％ ～７５％） ４３

８ ３（带柄叶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ｗｉｔｈｐｅｔｉｏｌｅ）

２（腐殖土
Ｈｕｍｕｓ）

１（萘乙酸） ３（８０％ ～８５％） ６９

９ ３（带柄叶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ｗｉｔｈｐｅｔｉｏｌｅ）

３（珍珠岩×腐殖土
Ｐｅｒｌｉｔｅ × Ｈｕｍｕｓ）

２（２，４⁃Ｄ） １（５０％） １６

Ｋ１ ８０ １２４ １９７ ９２
Ｋ２ ７２ ７６ ２８ １０２
Ｋ３ １２８ ８０ ５５ ８６

Ｋ１平均値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２６．７ ４１．３ ６５．７ ３０．７

Ｋ２平均値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２４ ２５．３ ９．３ ３４

Ｋ３平均値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４２．７ ２６．７ １８．３ ３８．７

ＲＫ １８．７ １６．０ ５６．４ ８

　 注： （１）生根成苗率（Ｋ）＝ 生根成苗株数 ／ 插穗个体数×１００％；Ｋ１、Ｋ２、Ｋ３为各列中 １、２、３ 水平的生根成苗率合计；ＲＫ表示全距（Ｋ１

平均值、Ｋ２平均值、Ｋ３平均值中最大值减最小值）。 （２） １－９ 号试验的插穗数量均为 ３０，Ｂ 因素 ３ 水平‘珍珠岩×腐殖土’表示珍珠

岩和腐殖土等量混合；Ｃ 因素 １、２ 水平的激素使用浓度均为 １００ ｍｇ·Ｌ⁃１，切口浸蘸激素溶液立即扦插。
　 Ｎｏｔｅ： （１）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Ｋ）＝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ｏｏｔｅｄ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１００％； Ｋ１ ｗａｓ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ｏｌｕｍｎ ｏｆ Ｌｅｖｅｌ １ ａｎｄ ｓｏ ｆｏｒｔｈ Ｋ２， Ｋ３；ＲＫ ＝ Ｒａｎｇ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１， Ｋ２ ａｎｄ Ｋ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ｓ） ． （２）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ｅｓｔ １－９ ａｒｅ ａｌｌ ３０． Ｍｉｘ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ｐｅｒ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ｕｓ ｉｓ １ ∶ １ 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Ｂ Ｌｅｖｅｌ ３； Ｆａｃｔｏｒ Ｃ Ｌｅｖｅｌｓ １，
２ ｏｆ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１００ ｍｇ·Ｌ⁃１，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ｄｉｐ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Ｅｕｒｙａ Ｔｈｕｎｂ．），蕨类植物 （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ａ） 凤尾草

（Ｐｔｅｒｉｓ ｍｕｌｔｉｆｉｄａ） 等，菊科 （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紫茎泽兰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ｎｍ），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金

茅属（Ｅｕｌａｌｉａ Ｋｕｎｔｈ．）、芒属（Ｅｒｉａｎｔｈｕｓ Ｍｉｃｈａｕｘ）等
组成的次生开发杜仲、草果林生态群落，及其植被

稀疏、郁闭度较小、光照略强的环境不利于古林箐

秋海棠的生长发育和自然繁衍。

３　 讨论与建议

３．１ 扦插繁殖的突破拯救了枯竭的古林箐秋海棠

种质资源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园秋海棠

属植物种质资源保存基地于１９９８年从原生地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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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各因素水平平均生根成苗率
Ｆｉｇ． 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

成苗植株进行栽培保存试验，结果表明古林箐秋

海棠的栽培适应性极差，在与秋海棠属植物其它

种类同等的栽培管理条件下不能存活生长。 根据

自然分布区特殊的适生生境及栽培管理措施的调

整与改进，第 ３ 次引种植株能在栽培基地生长存

活并正常开花，即使加以人工辅助授粉却不能结

实。 古林箐秋海棠扦插繁殖最佳方案的求获，以
有限的栽培保存植株叶片作为插穗来源，采用带

柄叶片和楔形叶片进行循环往复地扦插繁殖，为
古林箐秋海棠的迁地保护和回归引种等就地保护

击开了一个突破点，也拯救了目前枯竭的古林箐

秋海棠种质资源。 但是， 古林箐秋海棠的孢粉生

表 ３　 回归引种成活保存及生长状况调查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重复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定植 ２ 周
Ａｆｔｅｒ ２
ｗｅｅｋ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成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

定植 ７ 个月
Ａｆｔｅｒ ７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保存率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定植 １６ 个月
Ａｆｔｅｒ １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保存率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开花率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ｒａｔｅ
（％）

定植 １８ 个月
Ａｆｔｅｒ １８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保存率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结实率
Ｓｅ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定植 ３６ 个月
Ａｆｔｅｒ ３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保存率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落子成苗率
Ｓｅｅｄ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植株叶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ｌａｄｅｓ

直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ｍ）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片）

居群 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

Ⅰ １００ ３６．７ ７．３ ０ ６．７ ０ ３．３ ０

Ⅱ ９６．７ ５５．２ ６．３ ０ ３．４ ０ ３．４ ０

Ⅲ １００ ５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９８．９ ４７．３ ７．９ ０ ６．７ ０ ５．６ ０ ２．５ ／ ２．１ ６

居群 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Ⅰ １００ ７６．７ ６６．７ ４５ ６６．７ ４０ ２６．７ ２５

Ⅱ ９０ ９６．３ ６６．７ ３３．３ ６６．７ ３３．３ ２２．２ ５０

Ⅲ ９３．３ ６０．７ ４２．９ ４１．７ ３９．３ ３６．４ １０．７ ３３．３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９４．４ ７７．９ ５８．８ ４０ ５７．６ ３６．６ １９．９ ３６．１

６．３ ／ ７．５ １２

　 注： 居群 １． 次生杜仲、草果林生态居群； 居群 ２． 原生森林生态居群。 下同。
　 Ｎｏｔ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Ａｍｏｍｕｍ ｔｓａｏｋｏ；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ｍｅｖ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物学、胚胎发育等相关基础研究须进一步加强，为
有性繁殖和种质资源的有效保存提供指导性依据。
３．２ 过度的人为开垦开发是导致古林箐秋海棠濒

危的主要原因

从古林箐秋海棠的资源调查结果可见，２ 个野

外自然分布居群为数不多的植株仅见于植被茂密

的原生森林群落中，而在已开垦开发的八角、杜

仲、草果林地及次生林下则难以寻觅，回归引种试

验的植株存活保存率也同样揭示了相同的结果。
植物物种灭绝或濒危的内因是生殖繁育能力的退

化与障碍，物种的生活力与竞争能力下降，外因是

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生境破碎和丧失，
以及生态环境急剧变化等，对于因生境地丧失或

遭破坏而致濒的物种来说， 种群迁移与重建是拯救

６５８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注： １． ２ 周成活率； ２． ７ 个月保存率； ３． １６ 个月保存率；
４． １８ 个月保存率； ５． ３６ 个月保存率； ６． 开花率；

７． 结实率； ８． 落子成苗率。
Ｎｏｔｅ： １．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ｔｅｒ ２ ｗｅｅｋ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２．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ｔｅｒ ７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ｔｅｒ
１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４．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ｔｅｒ １８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５．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ｔｅｒ ３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６．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ｒａｔｅ； ７． Ｓｅ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８． Ｓｅｅｄ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图 ２　 回归引种成活保存及生长发育状况
Ｆｉｇ． ２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表 ４　 回归引种植株叶片生长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ｅａ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叶主轴径
Ｂｌａｄ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叶侧径
Ｂｌａｄｅ ｗｉｄｔｈ

（ｃｍ）

叶片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ｌａｄｅｓ

居群 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

４．２ ４．６ ８

居群 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６．１ ７．５ １３

该物种极为有效的方法 （ Ｃｏｎａｎ，１９９８；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Ｐａｖｌｉｋ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 许多濒危物种的濒危

机制调查研究结果明确，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害的

影响是压倒性的干扰因素，由植物自身的繁殖能

力和遗传因素导致濒危的种类很少（田朝阳等，
２００８）。 古林箐秋海棠雌雄配子体发育过程的研

究表明其发育正常，不存在败育或不良现象，采自

野外的种子实验室发芽率也可达 ６０％以上，在自

然条件下不存在生殖障碍（马宏等，２００７）。 古林

箐秋海棠的野外调查和观察可见原生森林群落中

的植株能够正常开花结实，并在结实的成苗植株

下观察到脱落种子萌发成苗的幼株。 充分肯定古

林箐秋海棠濒危的主要原因是森林资源的乱砍滥

伐及不合理的开垦开发等人为活动干扰。
３．３　 迁地保存与就地保护相结合是种质资源保护

的有效途径

古林箐秋海棠的自然分布地马关县古林箐曾

砍伐上层乔木开垦种植八角、杜仲，近年来由于草

果的市场需求及经济价值的提高，非常适宜于草

果生长的古林箐乡又被规划为草果种植生产基

地，开垦开发的范围日趋扩大加剧，发展经济付诸

的过度开发与濒临绝境的古林箐秋海棠资源保护

的矛盾日益突出，迁地保存成为迫在眉睫的方法

和优先措施。 在扦插繁殖获得成功，迁地保存有

了基本保障的基础上，将扦插繁殖获得的再生植

株回归自然，恢复种群，修复原生生态群落，划定

自然保护区进行就地保护，实行迁地保存与就地

保护并举的措施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和保存古林

箐秋海棠的遗传种质资源。
３．４ 以植物群落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基础，加强回

归引种相关研究及种群重建力度

古林箐秋海棠的适生环境温暖湿润，森林郁

闭度大，且具有低纬度亚热带东部山地季风气候

特有的森林植物群落。 特定的植物群落组成及其

形成的特殊生态环境是古林箐秋海棠赖以生存的

基础和条件，就地保护必须以植物群落及生态环

境的保护为基础。 随着环境的变化，林下物种的

居群生存能力发生变化，因为区域环境的变化影

响植 物 的 生 长 率 和 开 花 （ Ｈｏｒｖｉｔｚ ＆ Ｓｃｈｅｍｓｋｅ，
１９９５；Ｄａｍｍａｎ ＆ Ｃａｉｎ，１９９８；Ｅｎｄｅｌ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Ｌｅ⁃
ｈｔｉｌ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物种对生态环境的退化十分敏

感，周围群落的复合性比群落内部的特征和种群

基因特征在决定种群的存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植物繁殖与种群规模呈正相关（Ｈａ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此阶段的回归引种试验获得初步成功，回归植株

和种群的繁衍、遗传物质及其性状的稳定性等种

群恢复的动态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后另文报道，并
提高迁地保存的繁殖系数和数量，加大回归引种

及其种群重建力度、扩大回归种群规模，有效保护

古林箐秋海棠的遗传种质资源。

７５８７ 期 李景秀等： 濒危植物古林箐秋海棠的扦插繁殖及回归引种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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