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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及商品苗培育基质筛选试验

许丽萍，唐红燕，贾　平，李　倩，张建珠，彭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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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用６种育苗基质对白及苗进行育苗试验，为培育壮苗提供参考．对各生长指标的测定分析表明，苗
高、地径、叶片数、叶长、叶宽、须根数在 ５个月后的均值分别达到 ３２９ｃｍ，３０８ｍｍ，４９片，２４７ｃｍ，
１７８ｃｍ，３０２条；最适合白及苗木苗期生长的基质是腐殖土，而Ｖ（河沙）∶Ｖ（柴皮）＝１∶１，Ｖ（河沙）∶Ｖ（锯
末）＝１∶１，Ｖ（红土）∶Ｖ（柴皮）＝１∶１，Ｖ（红土）∶Ｖ（锯末）＝１∶１，这几种育苗基质也比较适合白及苗根、茎、叶
的生长；单纯的红土效果较差，不适合作为白及的育苗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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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及（Ｂｌｅｔｉｌｌａｓｔｒｉ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Ｒｅｉｃｈｂ．ｆ．）又
名紫兰、甘根、连及草，为兰科白及属多年生宿根草

本植物［１－２］．其干燥块茎是１９６３年以后各版《中药
药典》收载的品种之一，别名甘根、白根、地螺丝等．
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李时珍释其名曰：其根
白色，连及而生，故曰．主产我国，广泛分布于长江流
域各省［１－２］．其味苦、甘、涩，性凉，具有止血、补肺、
生肌、消肿、敛疮等功效，治疗汤火灼伤、肺伤咳血、

溃疡疼痛、手足皲裂、金疮出血等效果较佳．白及药
用历史悠久，药用价值明显，是中药中的后起之秀．
工业上可用作糊料或提取白及胶．其花色艳丽，观赏

价值高，园林上也可作观赏植物栽培［３－６］．近年来，
随着对白及功效研究的深入，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

规模化种植剧增，白及苗一时成为市场上炙手可热

的苗木．现生产上常采用二段式育苗法培育商品白
及苗［７－１２］，即先在组培室用无菌播种技术获得白及

幼苗，再于大棚或大田中集中培育成品商品白及苗．
为探求一种较佳的商品白及苗培育基质，给白及苗

培育及种植提供技术参考，在普洱市宁洱县开展了

白及苗基质培育试验，选用３种常用、取材方便、成
本低的培育基质［１３－１４］，通过对生长量的对比分析，

旨在获最得佳白及苗培育基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括
试验地设在普洱市宁洱县宁洱镇民安乡，位于

北纬２２°２７′～２４°０６′，东经１００°１９′～１０１°２７′之间，
属南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１８３～１９℃
之间，降雨量在１４５０～２０２６ｍｍ之间，年平均日照
时间为 ２０００ｈ，地带性土壤为赤红壤和部分砖
红壤．
１２　试验材料
１２１　白及幼苗

试验所用白及幼苗来源于云南省普洱市玉林林

业开发公司６个月龄无菌播种苗，选择长势整齐，大
小一致，无污染、无病虫害的健康植株．苗出瓶时平
均苗高（至叶尖）５６ｃｍ．
１２２　基质

基质原材料有红土、河沙、柴皮、腐殖土、锯末，

红土、腐殖土取自民安本地生土和腐殖土，河沙取自

宁洱把边江，柴皮、锯末取自卫国林业局胶合板厂，

其中柴皮、锯末在使用前需经过充分的渥堆发酵

处理．
１３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６个处理，３次
重复．详见表１．

表１　各处理（不同基质）成分和比例

编号 成分 比例

Ｇ１ 河沙＋柴皮 Ｖ（河沙）∶Ｖ（柴皮）＝１∶１

Ｇ２ 河沙＋锯末 Ｖ（河沙）∶Ｖ（锯末）＝１∶１

Ｇ３ 红土＋柴皮 Ｖ（红土）∶Ｖ（柴皮）＝１∶１

Ｇ４ 红土＋锯末 Ｖ（红土）∶Ｖ（锯末）＝１∶１

Ｇ５ 腐殖土

Ｇ６（ＣＫ） 红土

各基质按比例配好后，按８０ｃｍ宽、２０ｃｍ高做
苗床，边板采用塑料网格，苗床准备好后，按照

２ｃｍ×３ｃｍ的株行距栽入苗床，每床１个重复．
１４　日常管理

日常管理按照常规方法进行，苗栽入基质１个
月后，定期观测苗高、地径，苗木培育５个月后，每处
理随机选出 １０株超过标准木的苗木测定苗高、地
径、叶数、根数、根长等生长指标．
１５　统计分析

结果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白及苗在盘内生长５个月后，各处理苗高、地
径、萌发的叶数、叶长、叶宽、根数等生长指标的均

值列于下表２．从表２可看出，各生长指标除叶数
和叶宽外，表现最好的处理是 Ｇ５（腐殖土）．各处
理的叶数和叶宽变幅不大，各处理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表２　各处理生长指标测定结果

处理 苗高／ｃｍ 地径／ｍｍ 叶数 叶长／ｃｍ 叶宽／ｃｍ 须根数

Ｇ１ ２６９０ ２８６ ４９５ ２０５０ １８０ ２６２０

Ｇ２ ２６３０ ２８３ ４８３ ２０２０ １８１ ２６００

Ｇ３ ２５５０ ２８４ ４８８ １９６０ １８３ ２５００

Ｇ４ ２４１０ ２７９ ４７９ １８６０ １８３ ２４５０

Ｇ５ ３２９０ ３０８ ４９４ ２４７０ １７８ ３０２０

Ｇ６ ２２３０ ２７１ ４８９ １７２０ １８６ ２０８０

２１　苗高生长分析
由表２可知，６种育苗基质５个月后平均苗高

为２６３０ｃｍ，变幅为２２３０～３２９０ｃｍ，苗高生长最
好的基质是 Ｇ５（腐殖土），５个月后苗高均值为
３２９０ｃｍ．通过进一步做方差分析可知，苗高生长在
几种基质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做多重比较，结果列

于表３和表４．
表３　各处理苗高生长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值 显著性

组间 ６４３８０５ ５ １２８７６１ ９１７５７ ００００

组内 ７５７７７ ５４ １４０３

总数 ７１９５８２ ５９

表４　各处理苗高生长ＬＳＤ多重比较

处理 苗高均值／ｃｍ 排序 ５％水平 １％水平

Ｇ１ ２６９ Ｇ５（３２９） Ａ ａ
Ｇ２ ２６３ Ｇ１（２６９） Ｂ ｂ
Ｇ３ ２５５ Ｇ２（２６３） Ｂ ｂ
Ｇ４ ２４１ Ｇ３（２５５） Ｂ ｂ
Ｇ５ ３２９ Ｇ４（２４１） ＢＣ ｂ
Ｇ６ ２２３ Ｇ６（２２３） Ｃ ｂｃ

从表３和表４可以看出，Ｇ５处理的苗高生长大
于Ｇ１，Ｇ２，Ｇ３，Ｇ４，Ｇ６（对照），Ｇ１处理的苗高生长
大于Ｇ４，Ｇ６（对照）处理，与Ｇ２，Ｇ３处理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Ｇ２处理的苗高生长大于Ｇ６（对照）处理，
与Ｇ３，Ｇ４处理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Ｇ３处理的苗
高生长大于Ｇ６（对照）处理，与Ｇ４处理间差异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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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Ｇ４处理的苗高生长和 Ｇ６（对照）处理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此可见，较适合苗木苗高生长
的基质是腐殖土，而 Ｖ（河沙）∶Ｖ（柴皮）＝１∶１，
Ｖ（河沙）∶Ｖ（锯末）＝１∶１，Ｖ（红土）∶Ｖ（柴皮）＝１∶１，
Ｖ（红土）∶Ｖ（锯末）＝１∶１几种育苗基质有利于苗木
苗高生长，较不适合苗木苗高生长的基质是红土．
２２　地径生长分析

６种育苗基质５个月后平均地径为２８５ｍｍ，
变幅为２７１～３０８ｍｍ，地径生长最好的基质是
Ｇ５（腐殖土），５个月后地径均值为 ３０８ｍｍ，进
一步做方差分析可知，地径生长在几种基质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做多重比较，结果列于表 ５和
表６．

表５　各处理地径生长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值 显著性

组间 ０７７２ ５ ０１５４ １５２８８ ００００

组内 ０５４６ ５４ ００１０

总数 １３１８ ５９

表６　各处理地径生长ＬＳＤ多重比较

处理 地径均值／ｍｍ 排序 ５％水平 １％水平

Ｇ１ ２８６ Ｇ５（３０８） Ａ ａ

Ｇ２ ２８３ Ｇ１（２８６） Ｂ ｂ

Ｇ３ ２８４ Ｇ３（２８４） Ｂ ｂ

Ｇ４ ２７９ Ｇ２（２８３） Ｂ ｂ

Ｇ５ ３０８ Ｇ４（２７９） Ｂ ｂ

Ｇ６ ２７１ Ｇ６（２７１） ＢＣ ｂｃ

从表５和表 ６看出，Ｇ５处理的地径生长大于
Ｇ１，Ｇ２，Ｇ３，Ｇ４，Ｇ６（对照）；Ｇ１处理的地径生长大于
Ｇ６（对照）处理，与Ｇ２，Ｇ３，Ｇ４处理间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Ｇ３处理的地径生长大于Ｇ６（对照）处理，与
Ｇ２，Ｇ４处理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此可见，腐
殖土 是 最 适 合 白 及 苗 木 地 径 生 长 的 基 质，

Ｖ（河沙）∶Ｖ（柴皮）＝１∶１和 Ｖ（红土）∶Ｖ（柴皮）＝
１∶１有利于白及苗地径生长，与对照红土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Ｖ（河沙）∶Ｖ（锯末）＝１∶１和 Ｖ（红土）∶
Ｖ（锯末）＝１∶１与红土（对照）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２３　叶片数生长分析

出瓶后的白及苗在各种基质上培养５个月后，
多数苗木叶片数为４～５片，５片居多，各种基质间
苗木叶片数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４　叶长生长分析
６种育苗基质 ５个月后平均叶片长度为

２０１ｃｍ，变幅为１７２～２４７ｃｍ，叶长生长最好的
基质是 Ｇ５（腐殖土），５个月后叶长均值为
２４７ｃｍ，进一步做方差分析可知，叶长生长在几
种基质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做多重比较，结果列

于表７、表８．
表７　各处理叶长生长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值 显著性

组间 ３２４１３９ ５ ６４８２８ ３９１１４ ００００

组内 ８９５００ ５４ １６５７

总数 ４１３６３９ ５９

表８　各处理叶长生长ＬＳＤ多重比较

处理 叶长均值／ｃｍ 排序 ５％水平 １％水平

Ｇ１ ２０５ Ｇ５（２４７） Ａ ａ

Ｇ２ ２０２ Ｇ１（２０５） Ｂ ｂ

Ｇ３ １９６ Ｇ２（２０２） Ｂ ｂ

Ｇ４ １８６ Ｇ３（１９６） Ｂ ｂ

Ｇ５ ２４７ Ｇ４（１８６） ＢＣ ｂｃ

Ｇ６ １７２ Ｇ６（１７２） Ｄ ｂｃ

由表７和表８可以看出，在５％水平下，Ｇ５处理
的叶长生长大于 Ｇ１，Ｇ２，Ｇ３，Ｇ４，Ｇ６（对照）；Ｇ１处
理的叶长生长大于Ｇ４，Ｇ６（对照）处理，与Ｇ２，Ｇ３处
理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Ｇ４处理的叶长生长大于
Ｇ６（对照）处理，与Ｇ３处理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由此可见，最适合白及苗叶长生长的基质是腐殖土，

而Ｖ（河沙）∶Ｖ（柴皮）＝１∶１，Ｖ（河沙）∶Ｖ（锯末）＝
１∶１，Ｖ（红土）∶Ｖ（柴皮）＝１∶１，Ｖ（红土）∶Ｖ（锯末）＝
１∶１较适合白及苗叶长生长，其与对照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２５　叶宽生长分析

由表２可以看出，６种基质的叶宽生长均值的
均值为１８２ｍｍ，变幅１７８～１８６ｍｍ．变幅小，叶
长生长值越大，叶宽生长值越小．
２６　须根数分析

６种基质须根数均值为２５４条，变幅为２０８～
３０２条，须根数最多的基质是Ｇ５（腐殖土），须根数
均值为３０２条，进一步做方差分析可知，须根数在
几种基质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做多重比较，结果列

于下页表９和表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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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各处理须根数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值 显著性

组间 ４６１５５０ ５ ９２３１０ ２７１９４ ００００
组内 １８３３００ ５４ ３３９４
总数 ６４４８５０ ５９

表１０　各处理须根数ＬＳＤ多重比较

处理 须根数均值 排序 ５％水平 １％水平
Ｇ１ ２６２ Ｇ５（３０２） Ａ ａ
Ｇ２ ２６０ Ｇ１（２６２） Ｂ ｂ
Ｇ３ ２５０ Ｇ２（２６０） Ｂ ｂ
Ｇ４ ２４５ Ｇ３（２５０） Ｂ ｂ
Ｇ５ ３０２ Ｇ４（２４５） Ｃ ｂ
Ｇ６ ２０８ Ｇ６（２０８） Ｄ ｃ

由表９和表１０可以看出，在５％水平下，Ｇ５处
理的须根数大于 Ｇ１，Ｇ２，Ｇ３，Ｇ４，Ｇ６（对照）；Ｇ１处
理的须根数大于Ｇ４，Ｇ６（对照）处理，与Ｇ２，Ｇ３处理
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Ｇ２处理的须根数大于 Ｇ４，
Ｇ６（对照）处理，与Ｇ３处理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Ｇ３处理的须根数大于 Ｇ４，Ｇ６（对照）处理，Ｇ４处理
的须根数大于Ｇ６（对照）处理．由此可见，最适合白
及苗 须 根 数 生 长 的 育 苗 基 质 是 腐 殖 土，而

Ｖ（河沙）∶Ｖ（柴皮）＝１∶１，Ｖ（河沙）∶Ｖ（锯末）＝１∶１，
Ｖ（红土）∶Ｖ（柴皮）＝１∶１，Ｖ（红土）∶Ｖ（锯末）＝１∶１
较适合白及苗根系生长，与对照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３　结论与讨论

从本次试验结果看，最适合白及苗木苗期生长

的基质是腐殖土，其苗高、地径、叶数、叶长、叶宽、须

根数等生长指标的测定值均与其他５种基质达到了
显著性差异，可在白及商品苗培育中大量推广使用，

Ｖ（河沙）∶Ｖ（柴皮）＝１∶１，Ｖ（河沙）∶Ｖ（锯末）＝１∶１，
Ｖ（红土）∶Ｖ（柴皮）＝１∶１，Ｖ（红土）∶Ｖ（锯末）＝１∶１，
几种育苗基质也比较适合白及苗的生长，而且成本

比腐殖土低，为降低商品白及苗的投入成本，可作为

腐殖土的替代品使用．
由于本次试验是结合白及苗生长进行的，本着

取材方便、价格低廉的原则来设计基质种类和构成，

基质的选择有限，是否还有其他更适合白及苗生长

的基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商品白及的培育周期是
３ａ，前期的生长主要是地上部分，有关后期假鳞茎
生长最好的基质，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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