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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4 个苎麻品种为材料，研究苎麻低位分枝扦插苗的扦插密度与成苗率、单株根干重、主茎高度增加
量、单株叶干重及分枝特性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苎麻低位分枝扦插苗的扦插密度与单株根干重、主茎高度增加
量、单株叶干重、分枝位长之间呈极显著负相关，与单株平均分枝数、单株分枝干重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与最低
分枝位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不同品种间有差异．综合考虑，苎麻低位分枝扦插苗的扦插密度以 10 cm×10 cm 较
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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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ur ramie varieties were selected as material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utting density of low 
branches and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survival rate, dry root weight, stem height recruitment, dry leaf weight and 
branch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could be observed between cutting density and dry root weight, 
stem height recruitment, dry leaf weight, branch length. Negative correlation could be observed between cutting density 
and quantities of branches, dry branche weight. A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ed between the density and 
the lowest branch.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different varieties. Taking all the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it was learned that the optimum cutting density should be about 10 cm×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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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麻嫩梢扦插繁殖，通常是剪取苎麻茎部带
3～4 片展开叶的顶梢或分枝梢作为插条，直接插入
苗床土壤[1-3]，方法简便，但在实际应用中，不同品
种、不同材料的扦插成活率有显著差异[4]．苎麻低
位分枝扦插，是在常规嫩梢扦插的基础上，利用打

顶技术，促进插条较低位形成分枝，移栽后加深培
土，使分枝生根成为独立麻株的扦插苗，其特点是
繁殖系数大，有效麻株多，取材容易，在短期内可
以育出大量麻苗，费用低，并能做到当年扦插当年
受益，还有利于分离繁育优良的变异单株，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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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繁殖．笔者对 4 个苎麻品种(系)扦插密度与
成苗率及麻苗素质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供试品种为中苎一号、湘苎三号、多倍体一号
和新品系 R057，其中中苎一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麻
类研究所提供，湘苎三号、多倍体一号和新品系
R057 由湖南农业大学苎麻研究所提供． 

1.2  方  法 

试验在湖南农业大学试验基地进行．苗床地力
肥沃．苎麻株高40 cm时，选均匀一致的麻株，剪
取顶梢作为插条，每个品种设4个扦插密度：M1，5 
cm×5 cm，即400株/m2；M2，10 cm×10 cm，即100
株/m2；M3，15 cm×15 cm，即44株/m2；M4，20 cm×20 
cm，即25株/m2

考查指标有成苗率、单株根干重、主茎高度增
加量、单株叶干重及分枝特性．分枝特性包括最低
分枝位(茎基部距最低位分枝的距离)、最高分枝位
(茎基部距最高位分枝的距离)、分枝位长(最高分枝
位与最低分枝位的间距)、单株平均分枝长度、单株
平均分枝数、单株平均分枝干重． 

，重复3次，共48个扦插苗床区，每
个苗床插苗200株．插植深度为1.5 cm，随机区组排
列．2006年6月10日扦插，扦插时打顶，顶部保留3
片全展叶，插后地膜加遮阳网覆盖，第14天揭膜练
苗，第30天检测成苗率后，每个苗床随机取样50株，
测量最低分枝位、最高分枝位、主茎高度，室内人
工计数分枝数、测量分枝长，分别对根、茎、叶测
鲜重后105 ℃下杀青30 min，60~80 ℃下烘干48 h，
称干重． 

1.3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3.0，多重比较采用邓肯氏新复
极差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扦插密度对成苗率的影响 

从图 1 可以看出，苎麻插条的扦插密度对低

位分枝苗的成苗率有较大影响，随着扦插密度的
降低，成苗率逐渐提高，但只在 M1 至 M2 间提高
幅度较大．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除 M1 与其他各
处理间差异极显著外，其余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品种 

图 1  扦插密度对成苗率的影响 
Fig.1  The impact of cuttaging density to low-branch cottage seedling 

survival rate 
 

2.2  扦插密度对主茎高度增加量的影响 

从图 2 可以看出，苎麻插条的扦插密度对主茎
高度增加量有极显著影响，主茎高度增加量随扦插
密度的降低而逐渐增加，两者之间呈极显著负相关
(中苎一号r=－0.960**，湘苎三号r=－0.969**，多倍
体一号 r=－0.856**，R057 r=－0.846**

 
)． 

 
 
 
 
 

 
 
 

图 2  扦插密度对主茎高度增加量的影响 
Fig.2  The impacts of cuttaging density of ramie to increase amounts to 

main stem 
 

2.3  扦插密度对单株干重的影响 

表 1 显示不同扦插密度下，苎麻低位分枝扦插
苗单株干重的变化．1) 中苎一号、湘苎三号、多倍
体一号和新品系R057 不同扦插密度间单株根干重有
极显著差异，且均随扦插密度的降低而逐渐增加，两
者之间呈极显著负相关(中苎一号r=－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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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扦插密度对苎麻低位分枝扦插苗单株干重的影响 
Table 1  The impact of cutting density to dry weight of per plant   g 

品种 扦插密度 根干重 叶干重 分枝干重 

中苎一号 M1 (0.24±0.02)dD (0.91±0.02)cC (0.62±0.09)dD 

M2 (0.35±0.01)cC (1.07±0.10)bB (0.78±0.09)cC 

M3 (0.47±0.01)bB (1.31±0.10)aA (1.34±0.08)bB 

M4 (0.50±0.01)aA (1.38±0.06)aA (1.92±0.09)aA 

湘苎三号 M1 (0.27±0.01)dD (1.12±0.10)dD (0.57±0.09)dD 

M2 (0.42±0.01)cC (1.38±0.10)cC (0.75±0.10)cC 

M3 (0.52±0.01)Bb (1.52±0.10)bB (1.21±0.10)Bb 

M4 (0.58±0.01)aA (1.67±0.10)aA (1.81±0.09)aA 

多倍体一号 M1 (0.22±0.01)aDd (0.97±0.10)dD (0.55±0.10)dD 

M2 (0.38±0.01)cC (1.19±0.10)cC (0.71±0.10)cC 

M3 (0.47±0.01)bB (1.39±0.10)bB (1.17±0.10)bB 

M4 (0.51±0.01)aA (1.51±0.10)aA (1.72±0.08)AA 

新品系R057 M1 (0.25±0.01)dD (0.86±0.10)dD (0.53±0.09)dD 

 
M2 (0.41±0.01)Cc (1.03±0.10)cC (0.68±0.10)cC 

M3 (0.50±0.01)bB (1.28±0.10)bB (1.12±0.11b)B 

 M4 (0.56±0.01)aA (1.32±0.10)aA (1.69±0.11)aA 
 

三号r=－0.945**，多倍体一号r=－0.964**，R057 r=
－0.953**)．2) 4 品种扦插密度与叶干重亦呈极显著
负相关(中苎一号r=－0.843**，湘苎三号r=－0.868**，
多倍体一号r=－0.852**，R057 r=-0.825**)．3) 单株
分枝干重随扦插密度的降低而逐渐提高，不同处理
间有极显著差异，两者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中苎一号
r=－0.642*，湘苎三号r=－0.675*，多倍体一号 r=
－0.619*，R057 r=－0.671*

2.4  扦插密度对分枝特性的影响 

)． 

由表 2 可知，1) 中苎一号、湘苎三号、多倍体
一号和新品系R057 的单株平均分枝数随扦插密度
的降低而逐渐增加，表现为差异极显著，两者之间
呈显著负相关(中苎一号r =－0.727*

－0.689
，湘苎三号r = 

*，多倍体一号 r=－0.679*，R057 r=－0.737*

表 2  扦插密度对苎麻低位分枝扦插苗分枝特性的影响 

)．2) 
单株平均分枝长度从M1 到M3 均有所下降，从M2

                    Table 2  The impacts of cutting density on branchers characteristic                        cm 

品种 扦插密度 分枝数/个 分枝长度 最低分枝位 最高分枝位 分枝位长 

中苎一号 M1 (3.12±0.12)dD (7.21±0.19)bB (4.79±0.16)aA (11.61±0.12)bB (6.82±0.21)dD 

M2 (3.53±0.10)cC (6.25±0.21)dD (4.34±0.17)bB (12.14±0.13)aA (7.80±0.17)cC 

M3 (4.78±0.15)bB (7.02±0.24)cC (3.87±0.13)cC (12.20±0.17)aA (8.33±0.16)bB 

M4 (6.23±0.17)aA (8.58±0.23)aA (3.12±0.14)dD (12.23±0.14)aA (9.11±0.13)aA 

湘苎三号 M1 (3.34±0.14)dD (5.41±0.11)cC (4.61±0.12)aA (11.77±0.12)bB (7.16±0.14)cC 

M2 (3.65±0.13)cC (4.75±0.17)dD (4.31±0.11)bB (13.65±0.20)aA (9.34±0.15)bB 

M3 (4.84±0.19)bB (5.93±0.07)bB (3.75±0.13)cC (13.00±0.17)aAB (9.25±0.12)bB 

M4 (6.35±0.16)aA (6.75±0.12)aA (3.01±0.15)dD (13.41±0.14)aAB (10.40±0.13)aA 

多倍体一号 M1 (3.56±0.21)dD (4.78±0.13)cC (4.42±0.14)aA (11.58±0.17)cC (7.16±0.16)dD 

M2 (3.99±0.16)cC (3.94±0.13)dD (4.11±0.16)bB (11.76±0.10)bB (7.65±0.13)cC 

M3 (5.03±0.15)bB (5.13±0.14)bB (3.62±0.12)cC (12.17±0.14)aA (8.55±0.13)bB 

M4 (6.53±0.11)aA (7.13±0.12)aA (3.11±0.12)dD (12.17±0.07)aA (9.06±0.16)aA 

新品系 R057 M1 (2.97±0.12)dD (5.12±0.11)cC (4.37±0.11)aA (9.50±0.15)cC (5.13±0.12)dD 

 
M2 (3.46±0.13)cC (4.54±0.16)dD (4.21±0.13)bB (9.68±0.15)bB (5.47±0.13)cC 

M3 (4.51±0.16)bB (5.37±0.19)bB (3.61±0.13)cC (10.01±0.12)aA (6.40±0.12)bB 

 M4 (5.93±0.13)aA (7.71±0.18)aA (3.02±0.15)dD (10.01±0.15)aA (6.99±0.12)aA 
 

到M4 均逐渐提高，处理间差异极显著．3) 各品种
(系) 最低分枝位长均随扦插密度的降低而逐渐降
低，两者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中苎一号r=0.785**，
湘苎三号r=0.851**，多倍体一号 r=0.819**，R057 
r=0.896**)．4) 中苎一号M1 与M2、M3、M4 之间
最高分枝位有极显著差异，而M2、M3、M4 之间差
异不显著；湘苎三号M1 与M2 之间最高分枝位有极

显著差异，而与M3、M4 之间有显著性差异，但
未达到极显著性；多倍体一号、R057 的M1 与M2、
M3、M4 之间最高分枝位有极显著差异．5) 分枝
位长随扦插密度的降低而逐渐提高，两者之间呈
极显著负相关(中苎一号r=－0.955**；湘苎三号r=
－0.957**；多倍体一号 r=－0.858**；R057 r=－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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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江剑鸣等[5]认为，4 月至 6 月和 9 月至 10 月，
扦插密度以叶不搭叶为度，7月至 8月株距 5～7 cm，
行距 10～15 cm较好；孙进昌[6]认为，任何适插期，
扦插密度均以叶不搭叶为宜；刘飞虎等[7]认为，行
距 10～13 cm，株距 5 cm为宜；刘滨安[8]认为，株
行距 4 cm×4 cm为宜；李方文[9]认为，株行距 7.5 cm
为宜．一般而言，扦插苗成活率与成苗率呈正相关，
但成活率并不能完全代表成苗率．就成苗率而言，
本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不同品种间存在差异，均随
扦插密度的降低而成苗率逐渐提高，但成苗率只在
M1(5 cm×5 cm)至M2(10 cm×10 cm)间提高幅度较
大，苎麻低位分枝扦插苗的扦插密度以 20 cm×20 cm
最为理想． 

有研究表明，打顶对烟草[10-14]、棉花[15-17]、甜
瓜[18]等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均有影响．孙焕良等[19]

[3]  朱贤东，汪炜．苎麻带叶嫩梢农膜覆盖繁殖技术要点
[J]．安徽农业，1999(7)：7． 

应
用打顶技术，促进苎麻嫩梢扦插苗在较低位置形成
分枝，已成功获得低位分枝扦插苗，并已开始在生
产实践中推广应用．本研究表明，苎麻低位分枝扦
插苗的扦插密度与单株根干重、主茎高度增加量、
单株叶干重、分枝位长之间呈极显著负相关，与单
株平均分枝数、单株分枝干重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与最低分枝位之间呈极显著性正相关，与成苗率之
间呈非著性负相关，并且对最高分枝位、单株平均
分枝长度也有一定影响． 

综合扦插密度与成苗率、单株根干重、主茎高
度增加量、单株叶干重、单株平均分枝数、单株平
均分枝长度、单株分枝干重、最低分枝位、最高分
枝位、分枝位长等相关指标，苎麻低位分枝扦插苗
培育时，扦插密度以 10 cm×10 cm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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