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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被植物的耐旱性及

繁殖移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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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华南地区
#

种野生地被植物为研究对象!在温室内设置盆栽控水试验!测定参试植物的叶片相对含水量"

相对电导率"丙二醛含量!利用隶属函数法对其抗旱性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将引种植物栽于圃地中!对其进行为

期
!

年的物候观测!并对部分种类进行扦插和播种繁殖试验$结果表明!马蹄金%

!"#$%&'()(*

+

*&,

&"三点金

%

!*,-%'".-/("

0

1%.(.-

&"链荚豆%

21

3

,"#)(

+

.,4)

5

"&)1",

&的耐旱能力较强!且繁殖较易!能迅速成坪!可作为深

圳地区优良的草坪地被植物#天胡荽%

6

5

'(%#%/

3

1*,"7/$%(

+

%"1"'*,

&"崩大碗%

8*&/*11)),")/"#)

&和地稔%

9*1),/%-)

'%'*#)&'(.-

&耐旱性稍弱!但四季均可保持较好的覆盖及景观效果#半边莲%

:%7*1")#$"&*&,",

&"长萼堇菜%

;"%1)

"&#%&,

+

"#.)

&虽不耐旱!但可作为冬春季观花地被植物!植于疏林下!形成良好的园林景观$

关键词!野生地被植物#耐旱性#繁殖#园林应用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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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旱野生地被植物大多具有适应能力强&覆盖

地面快&管理粗放&本土气息浓厚等特点'

!

(

)对该类

植物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应用于城市绿地建设

中"可有效缓解城市水资源匮缺和大量应用外来植

物所引发的生态安全等压力)华南地区具有丰富的

野生地被植物资源"而城市绿地中已应用的乡土野

生地被植物所占比例却较低'

%:(

(

"且未见对其抗旱性

方面的研究)本试验以华南地区野外资源分布较广

且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
#

种野生地被植物为研究对

象"通过人工控制水分来分析它们对干旱胁迫的生理

响应"筛选出较为抗旱的野生地被植物种类)同时将

其栽培至苗圃试验地中进行为期
!

年的物候观测及

部分种的扦插繁殖试验&浸种催芽试验"以期为野生

地被植物的引种及园林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7"

试验材料
!

在对深圳市野外地被植物调查的

基础上"选择覆盖效果好&观赏价值高的优良野生地

被植物种类作为本试验的参试植物)参试植物种类

共
#

种"试验用苗均采自于野外荒地或林下坡地

#表
!

%)

"7#

研究方法

"7#7"

耐旱性研究方法
!

将试验植株移入盆口直径

!#<=

"基质为黄土
>

营养土
?%>!

#质量比%的盆中

常规养护
(

个月"待植株将种植盆覆盖满"选取生长

一致&健壮的盆栽进行控水试验"于
%'!!

年
"$!'

月间在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科研试验温室内进行)试

验采用自然干旱法"以干旱时间来控制胁迫梯度)

试验开始后"每
(@

取
8

盆参试植物材料"所有供试

材料一次性饱和浇水后使其自然干旱"以饱和浇水

植株为对照"于第
!%

天采摘试验组的全部植株成熟

叶片"对持续干旱
'@

#

-A

%&

(@

#

,

!

%&

9@

#

,

%

%&

;@

#

,

(

%&

!%@

#

,

&

%的参试植物进行各项生理指标的测

定"每处理每项指标重复测定
(

次)检测指标为叶

片相对含水量&相对电导率&丙二醛#

BC+

%含量"

(

项指标均为在对园林地被植物耐旱性研究中筛选出

的植物耐旱性快速评价指标'

&

(

)并采用隶属函数法

对其抗旱性进行综合评价'

8:9

(

"采用
C)0D(7'!

软

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7#7#

物候观测及其繁殖技术方法
!

观测植株移栽

至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科研苗圃地中"从
%'!!

年
"

月

"

收稿日期*

%'!(:'":!8

!!

接受日期*

%'!(:';:%'

基金项目*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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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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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钱瑭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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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河北石家庄人"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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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雷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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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新疆石河子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园林植物资源评价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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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试植物种类

$%&'("

!

$()*

+

'%,*)-,*.-))*/0

1

植物种
)6ILMS

T

Q<JQS

科
UI=J6

V

形态特征
B5W

T

O565

N

J<I6<OIWI<MQW

链荚豆
21

3

,"#)(

+

.,4)

5

"&)1",

蝶形花科
)I

T

J6J5LI<QIQ

多年生匍匐草本
)QWQLLJI6<WQQ

T

JL

N

OQWX

三点金
!*,-%'".-/("

0

1%.(.-

蝶形花科
)I

T

J6J5LI<QIQ

多年生匍匐草本
)QWQLLJI6<WQQ

T

JL

N

OQWX

崩大碗
8*&/*11)),")/"#)

伞形科
+

T

JI<QIQ

多年生草本"茎匍匐

)QWQLLJI6OQWX

"

SMQ=S

T

W5SMWIMQ

天胡荽
6

5

'(%#%/

3

1*,"7/$%(

+

%"1"'*,

伞形科
+

T

JI<QIQ

多年生草本"茎匍匐

)QWQLLJI6OQWX

"

SMQ=S

T

W5SMWIMQ

马蹄金
!"#$%&'()(*

+

*&,

旋花科
-5LD56DP6I<QIQ

多年生草本"茎细长匍匐

)QWQLLJI6OQWX

"

SMQ=S

T

W5SMWIMQIL@S6QL@QW

半边莲
:%7*1")#$"&*&,",

半边莲科
/5XQ6JI<QIQ

多年生草本"茎匍匐

)QWQLLJI6OQWX

"

SMQ=S

T

W5SMWIMQ

地稔
9*1),/%-)'%'*#)&'(.-

野牡丹科
BQ6ISM5=IMI<QIQ

多年生半木质状草本"茎匍匐

)QWQLLJI6OQWX

"

SMQ=S

T

W5SMWIMQ

长萼堇菜
;"%1)"&#%&,

+

"#.)

堇菜科
4J56I<QIQ

多年生草本
)QWQLLJI6OQWX

开始对其进行为期
!

年的物候观测)记录
#

种野生

地被植物的展叶期&花期&果期及生长停滞期"每
!8

@

观测记录一次)并对其中部分结实率较低&较难

繁殖的种类进行不同基质扦插试验"对可产生大量

种子的种类进行赤霉素浸种催芽试验)并将部分繁

殖种类栽植于深圳市园科公园内"观察其应用效果)

#

!

结果与分析

#7"

持续干旱对
#

种野生地被植物的影响

#7"7"

持续干旱对植物叶片相对含水量的影响
!

植

物在受到干旱胁迫时叶片水分亏缺"相对含水量会

呈下降趋势"通常其下降的速率与抗旱能力呈负相

关关系)随着干旱胁迫的加剧"

#

种野生地被植物

的叶片相对含水量总体呈不同程度的降低趋势#图

!

%)其中"链荚豆&三点金的叶片相对含水量降幅较

小"均未达到
87'Y

)而崩大碗和半边莲叶片相对

含水量则下降明显"降幅分别达
&%7&Y

和
("7"Y

)

随干旱胁迫的加剧
#

种野生地被植物"叶片相对含

水量降幅从小到大依次为三点金
#

链荚豆
#

长萼堇

菜
#

天胡荽
#

马蹄金
#

地稔
#

崩大碗
#

半边莲)叶

片保水能力最强的是三点金"最弱的是半边莲)

#7"7#

持续干旱对植物叶片相对电导率的影响
!

随

着干旱胁迫的加剧"

#

种野生地被植物的叶片相对

电导率总体呈增加趋势#图
%

%)其中马蹄金&半边

莲&地稔的叶片相对电导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图
"

!

!

种野生地被植物叶片相对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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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持续干旱
'

&

(

&

9

&

;

和
!%@

)同一植物种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

<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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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野生地被植物叶片相对电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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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由于干旱胁迫初期植物产生的自我保护现

象)随干旱胁迫的加剧"崩大碗&天胡荽&长萼堇菜

叶片相对电导率大幅上升"所有处理与对照差异显

著#

<

#

'7'8

%"在连续干旱
!%@

时其叶片相对电导

率分别是对照的
(78

&

%7&

和
%7%

倍"其叶片的受伤

害程度较大)而马蹄金的叶片相对电导率仅在连续

干旱
!%@

才显著增大)三点金&马蹄金&链荚豆的

叶片相对电导率增幅较小"且始终保持较低水平"说

明其叶片受伤害程度较小)

#7"7;

持续干旱对植物叶片丙二醛含量的影响
!

BC+

是植物器官在逆境条件下的一种积累产物"

通常作为干旱伤害的指标'

"

(

)随着干旱程度的加

剧"

#

种野生地被植物的叶片
BC+

含量总体均呈

增加趋势"但动态变化略有不同)链荚豆的叶片

BC+

含量总体呈升高趋势"但在连续干旱
!%@

有

小幅回落)而三点金&长萼堇菜则呈先小幅降低后

大幅升高的趋势"且变化差异显著#

<

#

'7'8

%)植

物叶片中
BC+

含量的减少"可能是由于此阶段植

物产生了相应的自我调节物质"清除了部分
BC+

的积累'

#

(

)在本试验中"从植株叶片
BC+

含量的

变化积累来看"长萼堇菜&三点金的叶片
BC+

含量

积累较高"而马蹄金的叶片
BC+

含量则始终保持

较低水平"且随胁迫的加剧变化较小"说明其叶片受

伤害的程度较小)

图
;

!

!

种野生地被植物叶片丙二醛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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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种野生地被植物抗旱性综合评价
!

植物自

身的抗旱能力是植物各项生理活动交叉作用的结

果"因此它是一个受多因子影响的复杂综合性状)

为了弥补单因子评价植物抗旱性的局限性"应在结

合植物外观表现的基础上"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多个

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

(

)本研究采用抗旱性综合评价

法"选取了叶片相对含水量&相对电导率&

BC+

含

量
(

个指标"采用模糊数学隶属函数法"对参试植物

的各个抗旱指标隶属值进行累加"求取平均值"平均

数越大"抗旱性就越强)结果#表
%

%表明"

#

种野生

地被植物中马蹄金抗旱能力最强"三点金次之"抗旱

性最弱的是长萼堇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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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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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野生地被植物抗旱能力综合评价结果

$%&'(#

!

>:<

+

6(.(,)-7(%

++

6%-)%':,06:/

3

.*6()-)*%,9(:5!8-'0

3

6:/,09:7(6

+

'%,*)

植物名称

)6ILMS

T

Q<JQS

相对含水量

*Q6IMJDQ[IMQW

<5LMQLM

相对电导率

*Q6IMJDQQ6Q<MWJ<

<5L@P<MJDJM

V

丙二醛含量

BI65L@JI6@QO

V

@Q

<5LMQLM

各指标隶属度均值

+DQWI

N

Q5Z

=Q=XQWSOJ

T

@Q

N

WQQ

位次

*IL\

链荚豆
21

3

,"#)(

+

.,4)

5

"&)1", !='' '=9# '=&! %='# (

三点金
!*,-%'".-/("

0

1%.(.- '=;! !='' '=(9 %=%" %

崩大碗
8*&/*11)),")/"#) '=8! '=%" '=;% !="' 8

天胡荽
6

5

'(%#%/

3

1*,"7/$%(

+

%"1"'*, '=;' '='' !='' !=;' &

马蹄金
!"#$%&'()(*

+

*&, '=98 '=;" '="9 %=(# !

半边莲
:%7*1")#$"&*&,", '='' '='9 '=;! '=;" 9

地稔
9*1),/%-)'%'*#)&'(.- '=8! '=%% '=;" !="' 8

长萼堇菜
;"%1)"&#%&,

+

"#.) '798 '7'" '7'' '7"% "

#7##

种野生地被植物的物候观测"繁殖及其

园林应用

#7#7"

引种野生地被植物物候观测
!

通过对
#

种野

生地被植物的生长及物候特征观测发现#表
(

%"链

荚豆&三点金&崩大碗&马蹄金冬季生长缓慢"景观效

果稍差"应注意加强养护)天胡荽终年常绿"冬季仍

可覆盖地面)地稔在华南地区没有明显的休眠期"

终年花&果不断)半边莲&长萼堇菜为冬春季美丽的

缀花草坪植物)

#7#7#

引种野生地被植物繁殖技术
!

#

种参试植物

中崩大碗&天胡荽&半边莲植株节处生根"可采用

分株繁殖"直接将其植入种植基质中"常规养护即

可成活)链荚豆&地稔采用扦插繁殖"插穗粘裹生

根粉$其中链荚豆在沙
]

黄泥#

!>!

混合%的基质

中生根率可达
;;Y

"地稔在纯沙基质中生根率可

达
;9Y

)三点金可采用直立茎撒播在砖红壤中进

行无性繁殖"生根率可达
;;Y

'

!'

(

)马蹄金种子自

然 发 芽 率 可 达
#'Y

"长 萼 堇 菜 种 子 采 用
8''

=

N

+

/

$!的赤霉素浸种催芽处理"其发芽率可达

#;7'Y

#表
&

%)

#7#7;

野生地被植物园林应用效果
!

链荚豆"株高

!'

#

('<=

"簇生或基部多分枝#图
&

%"在作为园林

地被应用时"可与常绿草坪草搭配"使其夏季形成缀

花草坪$链荚豆亦是良好的绿肥植物"叶片保水能力

较强"故还可植于旱地或边坡)其在公园绿地的栽

植"与蔓花生#

2()#$",'.()&*&,",

%相比"其叶色更

为浓绿)半边莲"高
9

#

!8<=

"茎匍匐#图
&

%"与大

叶油草#

2>%&%

+

.,)

00

%&",

%混生可形成美丽的缀花

草坪"为园林增色#图
&

%)三点金"茎平卧"高
!'

#

8'<=

"在园林配植中"因假俭草#

?(*-%#$1%)%

+

$"@

.(%"'*,

%生长稀疏"故可与其混播形成禾本科草坪

与阔叶草混生的草坪景观#图
8

%)崩大碗"茎匍匐"

单叶互生"叶近圆形"园林中可做林下地被应用#图

8

%)天胡荽"茎细长匍匐"叶互生&圆形或肾形&边缘

有钝锯齿"园林中可做林下地被&草坪"极具推广价

值#图
8

%)马蹄金"茎细长匍匐"节上生根"叶肾形

至圆形)建坪速度快"为优良的园林观赏地被植物

#图
8

%)地稔"茎匍匐"株高
!'

#

('<=

"多分枝"下

部逐节生根#图
9

%"栽于林下"形成乔灌草相配的复

层植物景观#图
9

%)长萼堇菜"高
!'

#

%'<=

"根状

茎垂直或斜升"无地上茎"叶均基生#图
"

%"冬末春

初与草坪草共生形成绚丽景色#图
"

%"是极具开发

价值的草坪地被植物)

;

!

讨论与结论

植物在受到水分胁迫后"抵御适应干旱的途径

和方式多种多样"其中马蹄金的叶片相对电导率和

BC+

含量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说明其叶片的抗

膜脂过氧化能力较强"细胞膜受破坏的程度较

小'

!!

(

$链荚豆和三点金同为豆科植物"其叶片纸质

或近革质"同样能够阻止体内水分散失"具有良好的

抗旱性能'

!%

(

)

在园林推广应用中"马蹄金叶形似马蹄"且抗

旱能力较强"具大量种子"故可将其与草种混播用于

草坪的建植)三点金和链荚豆同为豆科植物且抗旱

耐贫瘠"故可植于土质条件相对较差的坡地)在本

试验中"地稔&长萼堇菜&半边莲的耐旱性能稍弱"但

可作为观花地被植物"植于疏林下的草地或坡地以

避免较干旱的环境"形成良好的园林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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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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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野生地被植物物候期观测

$%&'(;

!

$.(

+

.(,:':

3

-9%':&)(67%*-:,:5!8-'0

3

6:/,09:7(6

+

'%,*)

植物名称

)6ILMS

T

Q<JQS

!$(

月

ÎL7$BIW7

&$9

月

+

T

W7$̂ PL7

"$;

月

P̂67$0Q

T

7

!'$!%

月

_<M7$CQ<7

链 荚 豆
21

3

,"@

#)(

+

.,4)

5

"&)1",

生长停滞期"部分叶片

脱 落"覆 盖 度 稍 差)

FW5[MOSMI

N

LILM

T

QWJ:

5@

"

T

IWMJI66QIZIXS<JS:

SJ5L 5<<PWS IL@ MOQ

<5DQWI

N

Q@Q

N

WQQJLZ6P:

QL<Q@S6J

N

OM6

V

7

&

月初展叶"

8

月上旬

开花"下 旬 即 可 见 果

实)

/QIZQ̀

T

ILSJ5LIM

MOQXQ

N

JLLJL

N

5Z+

T

W7

"

X65SS5=JLQIW6

V

BI

V

IL@ ZWPJMJL

N

JL 6IMQ

BI

V

7

生长旺盛"叶茂密"覆

盖度好$盛花期和果熟

期并存)

UISM

N

W5[MO

"

[JMOMOQ@QLSQZ56JI

N

Q

IL@OJ

N

O<5DQWI

N

Q@Q:

N

WQQ

$

UP66 Z65[QWJL

N

IL@ ZWPJM WJ

T

QLJL

N

JL

MOJSSMI

N

Q7

!%

月后生长减缓)

FW5[S65[6

V

IZMQWCQ<7

三点金
!*,-%'"@

.-/("

0

1%.(.-

生长停滞期"部分叶片

脱落"覆盖度稍差"

(

月

底展叶)

FW5[MOSMI

N

:

LILM

T

QWJ5@

"

T

IWMJI66QIZ

IXS<JSSJ5L 5<<PWS IL@

MOQ<5DQWI

N

Q@Q

N

WQQJL:

Z6PQL<Q@S6J

N

OM6

V

7/QIZ

Q̀

T

ILSJ5LJL6IMQBIW7

8

月上旬开花)生长渐

旺)

a65SS5= JL QIW6

V

BI

V

IL@ MOQ

N

W5[MO

ZISM

N

WI@PI66

V

7

植株生长旺盛"覆盖度

好"

"

月见果"果量较

少)

FW5[MO ZISMIL@

<5DQWI

N

Q@Q

N

WQQOJ

N

O7

UWPJMJL

N

5L P̂67

!%

月后生长减缓)

FW5[S65[6

V

IZMQWCQ<7

崩 大 碗
8*&/*11)

),")/"#)

部分叶片边缘皱缩"长

势 稍 差)

)IWMJI66QIZ

=IW

N

JL [J6MJL

N

"

MOQ

N

W5[MO

T

5MQLMJI6[QI\7

&

月初开花"生长渐旺)

a65SS5=JLQIW6

V

+

T

W7

IL@ MOQ

N

W5[MO ZISM

N

WI@PI66

V

7

生长 旺 盛 期"覆 盖 度

好)

FW5[MO ZISMIL@

<5DQWI

N

Q@Q

N

WQQOJ

N

O7

!%

月后生长减缓)

FW5[S65[6

V

IZMQWCQ<7

天胡荽
6

5

'(%#%/@

3

1*,"7/$%(

+

%"1"'*,

植株叶片虽不浓密"但

仍可 覆 盖 地 面)

,OQ

Z56JI

N

QJS L5M @QLSQ

"

XPMMOQ

T

6ILM<IL<5DQW

MOQ

N

W5PL@7

&

月初见花&果"生长渐

旺)

a65SS5=IL@ZWPJM:

JL

N

JLQIW6

V

+

T

W7

"

MOQ

N

W5[MOZISM

N

WI@PI66

V

7

植株生长旺盛"覆盖度

好)

N

W5[MO ZISM IL@

<5DQWI

N

Q@Q

N

WQQOJ

N

O7

正常 生 长"覆 盖 度 较

好)

35W=I6

N

W5[MO

IL@ <5DQWI

N

Q @Q

N

WQQ

OJ

N

O

马蹄金
!"#$%&'()

(*

+

*&,

生长 缓 慢"覆 盖 度 稍

差)

FW5[MOS65[

"

MOQ

<5DQWI

N

Q@Q

N

WQQJLZ6P:

QL<Q@S6J

N

OM6

V

7

&

月中旬开花"生长渐

旺)

a65SS5= JL MOQ

=J@@6Q 5Z +

T

W7

"

MOQ

N

W5[MOZISM

N

WI@PI66

V

7

#

月初见果"植株生长

旺 盛"覆 盖 度 好)

UWPJMJL

N

IMMOQXQ

N

JL:

LJL

N

5Z+P

N

7

"

N

W5[MO

ZISMIL@<5DQWI

N

Q@Q:

N

WQQOJ

N

O

!%

月后生长减缓)

FW5[S65[6

V

IZMQWCQ<7

半 边 莲
:%7*1")

#$"&*&,",

!$%

月生长缓慢"

(

月

初开花)

FW5[S65[6

V

XQM[QQL ÎL7IL@UQX7

X65SS5= IMMOQXQ

N

JL:

LJL

N

5ZBIW7

&$8

月 为 盛 花 期)

UP66Z65[QWJL

N

*

+

T

W7:

BI

V

7

植株 生 长 旺 盛)

UISM

N

W5[MO

!%

月后生长减缓)

FW5[S65[6

V

IZMQWCQ<7

地 稔
9*1),/%-)

'%'*#)&'(.-

叶色 浓 绿"覆 盖 度 较

好)伴 有 零 星 开 花

CIW\

N

WQQL6QIZ<565W

"

IL@ MOQ<5DQWI

N

Q @Q:

N

WQQOJ

N

O7

8$9

月 为 盛 花 期)

UP66 Z65[QWJL

N

*

BI

V

:

P̂L7

花果同现"

"$#

月果实

大量 成 熟)

U65[QWJL

N

IL@ZWPJMJL

N

5<<PW IM

MOQSI=QMJ=Q7/5MS5Z

ZWPJM WJ

T

QLJL

N

*

P̂67:

+P

N

7

花&果同现"覆盖度好)

U65[QWJL

N

IL@ZWPJMJL

N

5<<PWIMMOQSI=QMJ=Q

"

[JMOOJ

N

O<5DQWI

N

Q@Q:

N

WQQ7

长 萼 堇 菜
;"%1)

"&#%&,

+

"#.)

!

月上旬开花"

%

月为

盛花期"

%

月底现果)

a65SS5=JLQIW6

V

ÎL7

UP66 Z65[QWJL

N

JS JL

UQX7

"

ZWPJMJL

N

JL6IMQ

UQX7

($&

月 为 果 熟 期)

UWPJMJL

N

*

BIW7:+

T

W7

生长势相对较弱)

,OQ

N

W5[MO

T

5MQLMJI6[QI\7

生长较旺盛)

UISM

N

W5[MO

%%"!



!!

!

%'!(

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表
=

!

!

种野生地被植物繁殖技术

$%&'(=

!

$.(

+

6:

+

%

3

%*-:,*(9.,:':

3

-():5!8-'0

3

6:/,09:7(6

+

'%,*)

植物名称

)6ILMS

T

Q<JQS

繁殖方法

)W5

T

I

N

IMJ5L=QMO5@

繁殖效果

)W5

T

I

N

IMJ5LQZZQ<M

链荚豆

21

3

,"#)(

+

.,4)

5

"&)1",

扦插繁殖"基质采用沙
]

黄泥#

!>!

混合%

-PMMJL

N T

W5

T

I

N

IMJ5L

"

PSJL

N

MOQ SPXSMWIMQ

=J̀Q@MOQSIL@IL@MOQ=P@IMMOQ[QJ

N

OM

WIMJ55Z!>!

生根率
;;7'Y

*55MWIMQJS;;7'Y

三点金

!*,-%'".-/("

0

1%.(.-

直立茎撒播繁殖"基质为砖红壤

)W5

T

I

N

IMQX

V

S<IMMQWJL

N

QWQ<M6

V

MOQSMQ=<PM:

MJL

N

"

PSJL

N

MOQ6IM5S56ISMOQSPXSMWIMQ

生根率
;;7'Y

*55MWIMQJS;;7'Y

崩大碗

8*&/*11)),")/"#)

分株繁殖

CJDJSJ5L

T

W5

T

I

N

IMJ5L

节处生根"易成活

*55MJL

N

IMMOQL5@Q5ZMOQSMQ=

"

MOQ

SQQ@6JL

N

SSPWDJDQQISJ6

V

IZMQW@JDJ@Q@

天胡荽

6

5

'(%#%/

3

1*,"7/$%(

+

%"1"'*,

分株繁殖

CJDJSJ5L

T

W5

T

I

N

IMJ5L

节处生根"易成活

*55MJL

N

IMMOQL5@Q5ZMOQSMQ=

"

MOQ

SQQ@6JL

N

SSPWDJDQQISJ6

V

IZMQW@JDJ@Q@

马蹄金

!"#$%&'()(*

+

*&,

播种繁殖

0QQ@

T

W5

T

I

N

IMJ5L

种子自然发芽率
#'Y

0QQ@

N

QW=JLIMJ5LWIMQJS#'Y

半边莲

:%7*1")#$"&*&,",

分株繁殖

CJDJSJ5L

T

W5

T

I

N

IMJ5L

节处生根"易成活

*55MJL

N

IMMOQL5@Q5ZMOQSMQ=

"

MOQ

SQQ@6JL

N

SSPWDJDQQISJ6

V

IZMQW@JDJ@Q@

地稔

9*1),/%-)'%'*#)&'(.-

嫩枝扦插"基质采用纯沙

)W5

T

I

N

IMJ5LPSJL

N

MOQS5ZM[55@<PMMJL

N

"

MOQ

T

PWQSIL@ISMOQSPXSMWIMQ

生根率
;97'Y

*55MWIMQJS;97'Y

长萼堇菜

;"%1)"&#%&,

+

"#.)

播种繁殖"采用
8''=

N

+

/

$!的赤霉素浸种

催芽处理

0QQ@

T

W5

T

I

N

IMJ5L

"

N

QW=JLIMJ5LMWQIM=QLMP:

SJL

N

8''=

N

+

/

$!

F+

(

发芽率
#;7'Y

0QQ@

N

QW=JLIMJ5LWIMQJS#;7'Y

图
=

!

链荚豆和半边莲应用效果

2-

3

4=

!

?

++

'-9%*-:,(55(9*):5!"

#

$%&'(

)

*$+'

,

%-'"%$%,0./01"%'&2%-1-$%$

图
@

!

三点金"崩大碗"天胡荽和马蹄金应用效果

2-

3

4@

!

?

++

'-9%*-:,(55(9*):531$4/5%*46(%

7

"/*(*4

#

81-61""''$%'6%&'

#

9

,

5(/&/6

#

"1$%062/(

)

/%"%51$%,03%&2/-5('(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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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

地稔应用效果

2-

3

4A

!

?

++

'-9%*-:,(55(9*):5:1"'$6/4'5/51&'-5(*4

图
B

!

长萼堇菜应用效果

2-

3

4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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