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9卷第10期         西 南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2017年10月

Vol.39 No.10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 Oct. 2017

DOI:10.13718/j.cnki.xdzk.2017.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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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寻找缙云黄芩扦插繁殖最佳条件,为缙云黄芩快速繁殖提供技术保障,改善其濒危现状,采用正交试验和

单因素随机试验,研究枝条年龄、枝条木质化程度、基质、激素种类、激素质量浓度和处理时间对缙云黄芩扦插生

根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缙云黄芩进行野外回归试验.正交试验结果发现,扦插的最佳组合为200mg/LIBA
处理插穗2h.在基质试验中,生根效果最佳的处理为蒸馏水;其次为蛭石与珍珠岩比例为1∶1处理,其在平均根

长、最长根长和生根指数上效果最好,河沙处理在生根率方面最好.2年生枝条生根效果优于当年生枝条.半木质

化程度的枝条是扦插的最佳选择,其生根效果最好,硬枝次之,软枝最弱.野外回归试验结果表明,大棚组和野外

组插穗均能存活和生长,大棚组缙云黄芩插穗在成活率、平均出芽数和最多出芽数方面均优于野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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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属(ScutellariaLinn.)植物已有数千年的药用历史.1889年研究至今,已从50多种黄芩属植物中

分离出多种类型的化学成分[1],其主要为黄酮类化合物,有清热泻火、解毒、止血、安胎以及抗肿瘤等作

用[2].缙云黄芩(S.tsinyunensisC.Y.WuetS.Chow)为黄芩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是重庆缙云山特有极小

种群物种,也为重庆市第一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之一[3],其种群数量少、规模小、生境单一,生存状况严

峻[4].2009年,张家辉等对缙云黄芩体内4种主要黄酮类活性成分进行了研究[2].目前,增加缙云黄芩株

数,扩大其种群数量和规模,是拯救缙云黄芩、保护其药用价值资源最直接的手段.鉴于缙云黄芩有性生殖

率低下[5],无性繁殖成为种苗获得的最佳途径.笔者于2014-2015年对缙云黄芩进行了扦插试验和野外回

归试验,为其建立良好的无性繁殖体系,实现种群再造和种群复壮目标打基础,以期为地方珍贵药用植物

资源的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缙云黄芩最适扦插条件研究

1.1.1 试验地

试验地设在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顶楼大棚内,东经106°25'22″,北纬29°49'31″,属亚热带季风湿润

气候,有春早、夏热、秋短、冬迟特征.最高气温44.3℃,最低气温-3.1℃,年平均气温18.2℃.试验地

土壤类型根据各个试验具体要求而异,插穗前基质用50%多菌灵配成1000倍溶液彻底消毒晾晒[6].
1.1.2 材 料

插穗均采自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洛阳桥种群,采穗时间选在早晨8:00-10:00.采穗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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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生长健壮、组织充实、整齐一致、无病虫害的枝条[7],长度在10~15cm左右,保留3~4对节,顶部

保留1~3片叶子,截取插穗时,上端距顶芽1cm处平切,下端距节约0.5cm处斜切[8].
1.1.3 试验设计

1)激素种类、激素质量浓度及处理时间对缙云黄芩扦插的影响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排列,根据预试验结果,采用L9(33)正交试验,试验因素与水平见表1,
表2,共9个处理,每个处理30条,3次重复,以蒸馏水作为对照,基质为菜田土、珍珠岩和蛭石比

例为2∶1∶1,插穗为2年生半木质化枝条.
2)基质处理对缙云黄芩扦插的影响

根据预试验结果,基质试验共设4个处理:① 蒸馏水,② 蛭石与珍珠岩比例为1∶1,③ 菜田土,

④ 河沙.选取缙云黄芩2年生半木质化枝条,用100mg/L萘乙酸(NAA)处理插穗2h.采用完全随机区

组设计,每个处理30条,3次重复.
3)枝条木质化程度对缙云黄芩扦插的影响

根据预试验结果,木质化程度试验共设3个处理:① 木质化程度较低枝条(软枝),② 半木质化枝条,

③ 木质化程度较高枝条(硬枝).选取缙云黄芩当年生枝条,用100mg/L萘乙酸(NAA)处理插穗2h,以蛭

石与珍珠岩比例为1∶1为基质.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处理30条,3次重复.
4)枝条年龄对缙云黄芩扦插的影响

根据预试验结果,枝条年龄试验共设2个处理,即当年生枝条和2年生枝条,以蛭石与珍珠岩比

例为1∶1为基质,用100mg/LNAA处理半木质化插穗2h.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处理30
条,3次重复.

表1 缙云黄芩扦插L9(33)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水平
因     素

激素种类(A) 激素质量浓度(B)/(mg·L-1) 处理时间(C)/h
1 IBA 100 1
2 ABT2 200 2
3 NAA 300 4

表2 缙云黄芩扦插正交试验表

试验号 激素种类(A) 激素质量浓度(B) 处理时间(C) 处理

1 1 1 1 A1B1C1
2 1 2 2 A1B2C2
3 1 3 3 A1B3C3
4 2 1 2 A2B1C2
5 2 2 3 A2B2C3
6 2 3 1 A2B3C1
7 3 1 3 A3B1C3
8 3 2 1 A3B2C1
9 3 3 2 A3B3C2

1.1.4 扦插及管理

扦插时先用消毒后的小竹棍在基质中插1个4~5cm深的小孔,然后将插穗基部插入孔内,扦插后

立即浇透水1次,并用50%的多菌灵配成1000倍溶液进行喷晒消毒.扦插后,每天根据天气和基质的

湿度变化,决定喷水次数和喷水量[9].生根前插穗需要保持半荫蔽状态,扦插后,每隔两周喷施1次多

菌灵控制病害.
1.1.5 数据分析

扦插5d后观察愈伤组织发生及生根情况,以后每隔1d进行观测,开始生根后不再取出插穗观察,
扦插45d后统计全部插穗的生根情况.生根期间,观测统计不定根出现时期;扦插45d后观测统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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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率(%)、不定根平均根数(条)、不定根最长根长(cm)、不定根平均根长(cm)、生根部位等,采用生根

指数为综合生根效果的评价指标,生根指数的意义是单株扦插苗的平均总根长[10].数据采用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生根率=生根株数/扦插总株数×100%
平均根数=插穗生根数量总和/生根插穗总数量

平均根长=插穗生根长度总和/插穗生根数量总和

生根指数=生根率×平均根数×平均根长×100%
1.2 缙云黄芩野外回归研究

将缙云黄芩2年生的半木质化枝条浸泡于200mg/LIBA中2h后在蒸馏水中进行扦插,待插穗长出

根后,将其进行野外移栽.试验分为A组和B组,A组为直接野放,即将长根后的缙云黄芩插穗直接移栽

于缙云山洛阳桥附近林中,B组为先通过大棚种植练苗后再进行野放,即将插穗先移栽于生命科学学院顶

楼大棚内,基质为蛭石与珍珠岩比例为1∶1,待3个月插穗长出新的枝条后,再将其野放于缙云山洛阳桥

附近(同A组相同).扦插时间为2015年10月10日.6个月后观察缙云黄芩插穗生长情况,测定其存活率、
平均出芽数、最多出芽数.每个组30条插穗,3个重复.

2 结果与分析

2.1 最适扦插条件研究

2.1.1 激素种类、激素质量浓度及处理时间对缙云黄芩扦插生根的影响

不同处理对缙云黄芩插穗的生根促进效果不同,从表3直观分析表明:根据极差的大小,影响不定根

出现期的次序由大到小为激素类型,处理时间,激素质量浓度;各因素的最优水平:激素类型为NAA,激素

质量浓度为200mg/L,处理时间为2h.影响插穗平均根数的次序由大到小为激素类型,处理时间,激素质

量浓度;各因素的最优水平:激素类型为NAA,激素质量浓度为100mg/L,处理时间为2h.影响插穗平

均根长次序由大到小为处理时间,激素质量浓度,激素类型;各因素的最优水平:激素类型为IBA,激素质

量浓度为200mg/L,处理时间为2h.影响插穗最长根长的次序由大到小为激素质量浓度,激素类型,处理

时间;各因素的最优水平:激素类型为IBA,激素质量浓度为100mg/L,处理时间为2h.影响插穗生根率

的次序由大到小为处理时间,激素类型,激素质量浓度;各因素的最优水平:激素类型为ABT2,激素质量

浓度为200mg/L,处理时间为2h.影响插穗生根指数的次序由大到小为处理时间,激素质量浓度,激素类

型;各因素的最优水平:激素类型为IBA,激素质量浓度为200mg/L,处理时间为2h.
表3 缙云黄芩扦插正交试验极差分析表

因素
不定根出现期/d

k1 k2 k3 极差

平均根数/条

k1 k2 k3 极差

激素类型 25.00 24.78 22.56 2.44 28.60 26.42 30.97 4.55
激素质量浓度 23.89 23.44 25.00 1.56 29.15 28.76 28.08 1.07

处理时间 23.89 23.22 25.22 2.00 28.30 30.94 26.75 4.19

因素
平均根长/cm

k1 k2 k3 极差

最长根长/cm
k1 k2 k3 极差

激素类型 1.37 1.14 1.14 0.23 7.60 6.11 6.80 1.49
激素质量浓度 1.11 1.37 1.16 0.26 7.80 6.21 6.51 1.59

处理时间 1.19 1.38 1.08 0.30 6.94 7.35 6.22 1.13

因素
生根率/%

k1 k2 k3 极差

生根指数

k1 k2 k3 极差

激素类型 67.78 72.22 71.48 4.44 2967.68 2262.24 2526.08 705.44
激素质量浓度 71.11 72.22 68.15 4.07 2375.84 3139.95 2240.21 899.74

处理时间 68.52 80.00 62.97 17.03 2325.85 3547.73 1882.42 1665.31

  注:n=90.
由表4显示,第8组处理[插穗种类、激素质量浓度、处理时间(下同)分别为NAA,200mg/L,1h]不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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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时间最早,为第21.67d,与第2组处理(IBA,200mg/L,2h)、第7组处理(NAA,100mg/L,4h)、第

4组处理(ABT2,100mg/L,2h)和第9组处理(NAA,300mg/L,2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其他5组处

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定根出现最晚的为第3组处理(IBA,300mg/L,4h),为第27d,比最早出现时

间晚5.33d.
在平均根数方面,出现最多根数的为第2组处理,为34.02条,其次为第7组处理,为32.60条,两者

有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平均根数较少的为第5组处理(ABT2,200mg/L,4h)和第10组处理(CK),平均

根数分别为21.80条和22.33条,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除了第5组处理,
其他组均与对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平均根长最长的为第2组处理,为1.99cm,与其他处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次为第6组处理

(ABT2,300mg/L,1h),平均根长为1.35cm.平均根长最短的为第5组处理,为0.96cm.除了第2组处

理和第5组处理,其他处理均与对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最长根长方面,最长的为第2组处理,为8.60cm,其次为第7组处理,为8.26cm,只有这两个处

理的最长根长在8.00cm以上,最短的为第5组处理,为4.16cm,与最长根长相差4.44cm.第5组处理

比对照短,且与对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个处理最长根长都小于5.00cm.
生根率最高的为第2组处理,达82.22%,其次为第4组处理和第9组处理,生根率分别为81.11%和

76.67%,三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生根率较低的为第3组处理、第1组处理、第5组处理和对照,分

别为56.67%,64.44%,64.45%和61.11%,4个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生根指数最高的为第2组处理,为5562.33,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生根指数较低的为第5组处

理、第3组处理、第1组处理和对照组,4个处理的生根指数均小于2000.
综合分析第2组处理的生根情况最好,第3组处理和第5组处理生根情况与对照组接近或比对照组差.

表4 缙云黄芩扦插正交试验的生根性状多重对比

组别

处  理

插穗

种类

激素质量浓度/

(mg·L-1)
处理

时间/h

不定根

出现期/d

平均根数/

条

平均根长/

cm

最长根长/

cm

生根率/

%

生根指数/

cm

1 IBA 100 1 25.67±1.33ce 25.93±0.77d 1.04±0.06cdg 7.96±0.76ab 64.44±4.84defg 1747.44±203.68cd

2 IBA 200 2 22.33±0.67ab 34.02±0.85a 1.99±0.08a 8.60±0.91a 82.22±4.45a 5562.33±355.35a

3 IBA 300 4 27.00±1.15e 25.86±1.34d 1.07±0.07cdf 6.23±0.45cd 56.67±3.85g 1593.28±256.22de

4 ABT2 100 2 23.67±1.33ac 28.93±0.84c 1.10±0.09cde 7.17±0.62ac 81.11±2.94ab 2688.78±291.97b

5 ABT2 200 4 26.33±0.67de 21.80±0.86e 0.96±0.08efgi 4.16±0.30e 64.45±4.01defg 1362.69±194.90de

6 ABT2 300 1 24.33±0.67bcd 28.52±0.68cd 1.35±0.04b 7.01±0.62ac 71.11±2.94bcd 2735.26±178.86b

7 NAA 100 4 22.33±0.67ab 32.60±1.34ab 1.20±0.06bc 8.26±0.49a 67.78±4.84cf 2691.30±380.83b

8 NAA 200 1 21.67±0.67a 30.45±0.57bc 1.17±0.08bd 5.86±0.49cd 70.00±1.92ce 2494.84±185.81b

9 NAA 300 2 23.67±0.67ac 29.87±0.36c 1.05±0.04cdi 6.29±0.39bcd 76.67±1.93ac 2392.09±57.08bc

CK 0 2 26.33±0.67de 22.33±0.95e 1.20±0.07bc 4.98±0.39de 61.11±4.01defg 1669.35±255.56ce

  注:n=90,不定根出现期、平均根数、平均根长、最长根长、生根率和生根指数均为3个重复的平均值.以上多重比较分析采用SPSS统计软件中的LSD
法.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在0.05水平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母相同表示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1.2 基质处理对缙云黄芩插穗生根的影响

由表5可知,不同基质处理缙云黄芩插穗对其生根影响显著,不定根出现最早为蒸馏水处理(第

15.67d),与其他基质处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次为蛭石与珍珠岩比例为1∶1处理(第22.33d).平
均根数方面,蛭石与珍珠岩比例为1∶1处理的平均根数最多,为34.72条;其次为蒸馏水处理,平均根

数为30.87条,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平均根长、最长根长、生根率和生根指数方面,蒸馏水处理均

与其他3个处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他3个之间有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蛭石与珍珠岩比例为1∶1处

理是除蒸馏水处理后,在平均根长、最长根长和生根指数上,第2个较好的处理.在生根率方面,第2个

较好的为河沙处理.

4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39卷



表5 不同基质处理插穗的生根情况及多重比较

基质处理
不定根出现期/

d

平均根数/

条

平均根长/

cm

最长根长/

cm

生根率/

%
生根指数

①蒸馏水 15.67±0.67a 30.87±3.48a 3.06±0.29a 21.81±1.46a 100.00±0.00a 9638.91±2000.88a

②蛭石与珍珠岩比例为1∶1 22.33±0.67b 34.72±1.58a 1.31±0.14b 5.40±0.66b 77.78±4.84b 3529.16±394.77b

③菜田土 25.00±1.15b 13.70±2.19b 0.95±0.06b 3.32±0.49b 61.11±4.84c 819.67±195.20b

④河沙 24.33±0.67b 18.94±2.51b 1.03±0.08b 4.80±0.32b 81.11±2.94b 1551.69±151.04b

  注:n=90,不定根出现期、平均根数、平均根长、最长根长、生根率和生根指数均为3个重复的平均值.以上多重比较分析采用SPSS统

计软件中的LSD法.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在0.05水平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母不同表示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1.3 缙云黄芩枝条木质化程度对其扦插的影响

由表6可知,不定根出现最早的枝条为半木质化枝条和硬枝,时间分别在第30.33d和31.00d,两

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均与软枝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平均根数最多的为半木质化枝条,为30.70
条;其次为硬枝,为27.14条,两者之间存在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平均根数最少的为软枝,为20.74
条,与后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平均根长方面,较长的为半木质化枝条和硬枝,分别为1.49cm和

1.45cm,两者之间有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与软枝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最长根长出现在半木质化枝条

中,达9.69cm;软枝的最短,为7.73cm,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与硬枝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生根

率最大的为半木质化枝条,为55.56%,与软枝和硬枝的生根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生根指数最大的也

为半木质化枝条,指数为2545.82,其与硬枝的生根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软枝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综合分析,初步认为在秋季半木质化枝条最适合缙云黄芩进行扦插,硬枝次之,软枝可能因为营养物质

不足等原因,其扦插能力最弱.
表6 不同木质化程度的插穗其生根情况及多重比较

木质化程度
不定根出现期/

d

平均根数/

条

平均根长/

cm

最大根长/

cm

生根率/

%
生根指数

软枝 35.67±0.67b 20.74±1.39b 1.05±0.13b 7.73±0.05b 43.33±1.93b 930.62±101.94b

半木质化枝条 30.33±1.76a 30.70±2.14a 1.49±0.12a 9.69±0.51a 55.56±1.11a 2545.82±304.96a

硬枝 31.00±1.15a 27.14±1.63a 1.45±0.83a 8.35±0.49ab 47.78±1.11b 1888.39±175.41a

  注:n=90,不定根出现期、平均根数、平均根长、最长根长、生根率和生根指数均为3个重复的平均值.以上多重比较分析采用SPSS统

计软件中的LSD法.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在0.05水平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母相同表示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1.4 缙云黄芩枝条年龄对其扦插的影响

由表7可知,2年生枝条在生根方面均优于当年生枝条,可能因为春季正值缙云黄芩长新芽,刚生长

的叶子和茎过于幼嫩,营养物质不足,不能支撑插穗顶端质量,使得很多插穗弯曲死亡.
表7 不同年龄插穗的生根情况及多重比较

基质处理
不定根出现期/

d

平均根数/

条

平均根长/

cm

最长根长/

cm

生根率/

%
生根指数

当年生枝条 29.00±1.15 11.19±1.03 0.85±0.04 3.10±0.52 40.00±3.85 378.86±45.59

2年生枝条 22.33±0.67 34.72±1.58 1.31±0.14 5.40±0.66 77.78±4.84 3529.16±394.77

  注:不定根出现期、平均根数、平均根长、最长根长、生根率和生根指数均为3个重复的平均值.以上多重比较分析采用SPSS统计软件

中的LSD法.

2.2 缙云黄芩野外回归研究

先将缙云黄芩2年生的半木质化枝条浸泡于200mg/LIBA中2h,再放置于蒸馏水中扦插,待插穗长

出根后,对其进行野放,A组为直接野放,B组为先通过大棚种植练苗再野放,见图1,图2,试验发现,通

过扦插繁殖实现缙云黄芩野外回归是可行的.扦插苗通过大棚种植练苗野放后,在成活率、平均出芽数和

最多出芽数方面远优于直接野放.练苗后野放的缙云黄芩插穗成活率为96.67%,其平均出芽数为3.67
个,最多出芽数为9.33个,生长情况较好,植株高大,根系发达,甚至部分植株在第二年春季已经进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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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繁殖.而直接野放的插穗成活率相对较低,为48.89%,比练苗后野放的插穗存活率低47.78%;平均出

芽数为1.52个,比练苗野放的插穗少2.15个;最多出芽率为2.67个,比练苗野放的插穗少6.66个,植株

矮小,根系不发达.这可能是因为对生根后的插穗进行直接野放,它不能很好地适应野外生存环境,而先通

过大棚练苗,插穗长出新枝,扦插苗具有更好的适应能力,移栽于野外,其存活与生长情况更好.

A组为直接野放,B组为先通过大棚种植练苗再野放.

图1 不同环境下缙云黄芩插穗存活率

n=90,数据均为3个重复的平均值.

图2 不同环境下缙云黄芩插穗出芽数

3 结论与讨论

从结果可以看出,缙云黄芩2年生的半木质化枝条作为插穗其生根效果最佳,均优于其他处理.一般

情况下,木质化程度过低和过高,均不利于插穗生根[11].木质化程度较低,其内部营养物质、水分和根原始

体数量相对较少,在较差环境下插穗生根困难;木质化程度过高,虽然其营养物质质量分数、种类较为丰

富,但新陈代谢缓慢,而且生根抑制物质积累较多,同样不利于生根.因此,缙云黄芩半木质化枝条最有利

于插穗生根.枝条年龄也是这样,枝条年龄太小,其枝条弱小,柔嫩,叶柄细长,被扦插后植株易萎蔫失水

死亡;多年生枝条,枝条内生根抑制物质较多,细胞分裂能力较弱;两年生的枝条较强壮,新陈代谢较快,
含有生根抑制剂较少,利于植物生根.

扦插基质方面,研究发现蒸馏水处理在促进缙云黄芩生根方面最优,缙云黄芩在液态基质上生长状况

最好,原因可能是水分充足,缙云黄芩易生根.在固态基质中,蛭石与珍珠岩比例为1∶1处理最好,因为

珍珠岩具有质地轻、持水量大、疏松等特点;蛭石为黑褐色的矿物质,吸收能量较多,可提高温度1~2℃,
但通透性不及前者,两者混合使用可以取长补短,比单一基质更利于缙云黄芩生根成活[12].在生根率方面,
河沙处理生根率也较高,因为河沙的透气性好、易吸热、升温快等特点导致生根率较高.菜田土的生根效果

最差,因为菜田土比重、容重过大导致总空隙度、通气性以及容积含水量过小,不利于插穗生根.总体来

说,缙云黄芩适合扦插在透气性强、通风性好、排水良好、营养丰富的基质中.
在整个试验中,不同种类的外源激素对缙云黄芩扦插生根影响不同.总体来看,缙云黄芩激素最佳处

理方式为200mg/LIBA处理插穗2h.激素质量浓度和处理时间的不同,其生根效果不一样,外源激素质

量浓度过高或处理时间过长容易导致插穗下切口受到毒害作用或者刺激强烈产生大量愈伤组织反而影响不

定根的形成;质量浓度过低或处理时间较短对诱导生根作用不明显,诱导期变长,插穗容易死亡.
将缙云黄芩2年生的半木质化枝条浸泡于200mg/LIBA中2h,用于野外回归.扦插苗通过大棚种植

练苗野放后,在成活率、平均出芽数和最多出芽数方面远优于直接野放.这可能是因为对生根后的插穗进

行直接野放,它不能很好地适应野外生存环境,因为野外扦插地点在缙云山针阔混交林中,土壤类型为腐

殖土,环境复杂,光照和水分均不可控,因此对插穗各方面性能要求严苛.而先通过大棚练苗再进行野放,
插穗长出新枝,具有更好的适应能力,生存生长状况更好.这说明珍稀濒危植物缙云黄芩野外回归是可实

现的.这对增加缙云黄芩株数,扩大其种群数量和规模,提高植株成活率,保护濒危植物缙云黄芩等具有重

要意义.其最优野放处理为在室内对缙云黄芩插穗进行最优处理后,将其植于蛭石与珍珠岩比例为1∶1或

蒸馏水等基质中,待其发芽长出新的枝条后再对其进行野外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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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onCuttingPropagationoftheEndangered
MedicinalPlantScutellariatsinyunensis

HUANG Qin1,2, DENGHong-ping1,
WANG Xin1, ZHANGHua-y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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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findtheoptimumconditionsforcuttingpropagationofScutellariatsinyunensis,pro-
videtechnicalsupportsfortherapidpropagationoftheplantandchangeitsendangeredstatus,anorthogo-
naltestandasingle-factorrandomizedtrialweremadetostudytheinfluencesoftheageandthelignifica-
tiondegreeofthebranch,matrix,hormonetypesandconcentrations,andtreatmenttimeonS.
tsinyunensiscuttagerootingand,basedontheresultsobtained,afieldreintroductionexperimentwascar-
riedout.Intheorthogonalexperiment,theoptimumtreatmentwas200IBA mg/Lfor2hoursandthe
bestsubstrateforrootingwasdistilledwater,followedbyperlite+vermiculite(1∶1,V/V).Thesetwo
substrateshadbettereffectontheaveragerootlength,thelongestrootlengthandrootingindex.Butthe
riversandtreatmentgavebetterrootingrate.Two-year-oldbranchesrootedmorereadilythanthecurrent
growth,andsemi-lignifiedbrancheshadthebestrootingeffect,followedinorderbyhardwoodandsoft-
woodcuttings.ThefieldreintroductiontestshowedthatitwasfeasibletoreintroduceS.tsinyunensisby
usingcuttingpropagation.However,thegreenhousepracticehadhighersurvivalrates,averagenumberof
buddingandmaxbuddingthandirectfieldpractice.
Keywords:ScutellariatsinyunensisC.Y. WuetS.Chow;cuttingpropagation;fieldre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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