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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部分铁线莲属 (Ch~u／s L J植物进行了引种和栽培，根据花枝的着生情况把铁线 

莲分为 3组。通过对野生种 mrautcrdo／d~去年采收的种子进行有胜繁殖，结果表明进行春 

化处理后播种的种子萌发率最高，选 7I％。对最适台在昆明生长的野生种 口 ranu~Tdo／des 

和栽培品种C／montana’Vem’进行扦插试验，结果表明 morffo2~ ‘Vera’的生根率较高； 

扦插基质山沙优于珍珠岩；经 NAA或 IBA处理过的插条生根数多于对照=对栽培土壤进行 

了分析 ，结果表明大部分铁线莲也可在偏酸眭土壤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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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ene species and eultivars of／2~．nza／s L．were introduced and culfivated．They
．

眦 re di,Aded 

intothre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flower branch Mth position．Seed prupagahon oil口 ．rt2一 

nuncu／oMes shos~d the vernalized seeds s0wed in soil}ud the best gemfination rate up to 71 percent．Cut— 

ring experiments on Cl ranur~loides and a ．mo ntana ‘Veto’indicated that Cg mo rttolt~ Vera’had 

higher rooting ratethan“ ranuncJoides Sand wssthe better cuttingmedium than perlite 11leilLiJ31~  

of r00ts per curi．g treated by NAA or IBA w∞ mole than comparLson．Ana1)~s of cultural soil showed that 

nlost of d (31tn grow verywell in approach acid soil 

Key wofl~： d ；httroduc％om Cultivation 

铁线莲 (Clematis L．)属毛茛科，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全世界约有 300余种。中国 

约有该属植物 133种，大部分种类分布于华中和西南地区。云南省约有56余种 (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编，20OO)：国外对铁线莲的栽培育种已有很长的历史，已培育出几 

百种不同花色、不同花型、不同开花季节的园艺品种。在日本和西方园林中，铁线莲已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部分植物园、公园和家庭花园都能见到它们绚丽多彩的身影。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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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资源丰富，早在 1688年的 《花镜》中已有雄蕊瓣化的铁线莲重瓣变种的记载 (陈俊 

愉等，1990)，但栽培育种工作却很少有人做过。昆明植物园高山花卉组从 1995年以来一 

直从事铁线莲属植物的引种与栽培，先后从云南省的西北和东北部引种了8个野生种以及 

从日本、英国等西方国家引种了4o余个园艺品种，并成功地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栽培。 

本文通过对铁线莲属植物的有性繁殖、营养繁殖及土壤分析进行了初步研究，为进一步研 

究和开发利用这一花卉资源作了基础性的研究。 

l 材料和方法 

1．1 分组 

通常根据开花时花枝的着生情况把铁线莲分为 3组 (Raymond，1993)： 

1．I．1 每年 5月中旬前，从上一个生长季节已成熟的老枝的叶腋芽处直接抽出短花枝，花着生在这些短 

花枝上。这一组包括一些漂亮野生种和园艺品种，例如一些常绿类型、阿尔卑斯类型 ( na and maerop— 

etala)、山铁线莲类型 (mo玎ta呻)： 

l l 2 花也产生于上一年长出并在秋霜来之前已发育成熟的枝条上，和第一组不同的是成熟的叶腋芽产 

生强壮且长短不一的新生枝条，在新生枝条的顶端只长出一朵大花。这一组包括早花大花品种类型、重 

瓣和半重瓣类型。 

l l 3 每年7月左右，花产生于当年长出的枝条上，而上一个生长季节的枝条在秋季已枯死。这一组的 

花型变化较大 ．草本性状的铁线莲也属于过组 

1．2 有性繁殖 

只要温度保持在20℃，铁线莲的种子在室内可一年4季播种。除非气候温暖且阳光充足，否则 8、9 

月才开花的晚花种和品种的种子不可能充分成熟。4、5月开花的早花种和品种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1．2 1 种子来源 所播种子来自昆明植物园高山花卉组的苗圃。采用去年采收的野生种 a 一 

Ⅲ础 的种子，种子干燥保存在 4~C冰箱中= 

l 2．2 种子处理 选取 4∞粒饱满种子分为两部份．每份200粒。其中200粒做春化处理，200粒在干燥 

状态下放回冰箱中继续保存作为对照。进行春化处理的种子浸泡于蒸馏水中一夜，第二天把吸水膨胀的 

种子放在潮湿滤纸中，用潮湿的滤纸包好放人塑料袋中密封后保存于4~C冰箱中 塑料袋中应留有空气： 

两周后播种。 

I 2 3 种子萌发处理方法 

土壤播种 选择洁净红土与加工粉碎过的泥碳土等体积混台后用 0 2％的福尔马林均匀喷在土壤上， 

边喷边拌，使药水和土壤均匀混台后用塑料薄膜覆盖 3天。3天后打开薄膜透气几天后用于播种。取进 

行了春化处理和未春化处理的种子各 1,00粒播种，种子表面覆土 0 5 em，把土壤浸湿后用玻璃盖在盆上 

保湿，放于阴凉处 

恒温箱萌发 取进行 了春化处理和未春化处理的种子各 100粒，把种子放在垫有两层用蒸馏水浸湿 

的滤纸的培养皿中，培养皿放人22～23％的恒温箱中保存，注意随时保持滤纸的潮湿，所用水应为蒸馏 

水， 减少种子生霉长菌的可能性。 

l 2．4 试验结果 一个月后统计种子的萌发率，结果见表 l 

1，3 营养繁殖 

铁线莲的营养繁殖包括扦插、压条、分株、嫁接。通常采用的方祛是扦插，扦插分节间扦插和节扦插。 

1．3．1 插条来源 在昆明植物园苗圃中选择最适合昆明生长的园艺品种 a morgana‘Vera’和野生种 a．陆 

m 如 作为插条。 

1．3．2 插条处理 选择绿色和棕色相间的半软枝，采取节问扦插。每—插条上部至少保留一个侧枝，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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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箱处理 (deal widl山即n嘶胁) 土壤播种 (帅w in the soil 

播种数 萌发数 萌发率 播种数 萌发数 萌发率 
seed gernfinafi~  rate~,of getmlmatlon seed getr~natlons ratp~ofgerminati~l 

1 3．3 试验处理方法 分别配制4OOms／L的 AA和IBA各 500mL，以蒸馏水500mL作为对照。扦插基 

质为普通山沙和未用过的珍珠岩，基质温度为17 21 。插条浸泡4 h后插于基质中，扦插时先用扦插 

器在基质上打洞，基质插前用水喷湿。扦插后放于阴凉处并用塑料薄膜覆盖保湿，相对湿度保持在60％ 

一 74％，用自动温度记录仪测得扦插后 3周 内最低温度为 13℃，最高温度为 32'：E，平均最低温为 14 

5 ，平均最高温度为26％。3周后统计结果 

1．3 4 试验结果 

裹 2 0 montana‘Vera’的不同扦插处理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different cutting trea~ d帆 CL ∞ 眦 ‘Vera 

1．4 土壤分析 

铁线莲喜欢冷凉、养分丰富、湿润和透水性好的土壤。其根部喜遮荫，但地上的茎、叶、花喜阳 

光 虽然铁线莲更喜欢石灰质土．但通过对昆明植物园内栽培土壤进行的分析结果表明 (表 4)，偏酸性 

的土壤也能适合其生长。在生长季节中铁线莲对钙、磷肥的吸收也较多．应及时补充骨粉或磷酸钙。 

2 结果分析 

2．1 在种子处理时，进行春化处理的种子的发芽率比未春化处理的种子高，并且萌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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阃只需约两周就可超过 50％ 处理 4的最终发芽率仅为 11％是因为没有进行春化处理， 

萌发时间较长，而且由于在恒温箱中保持在 22～23℃，没有及时萌发的种子长出黑色霉 

菌，使萌芽率显著降低。土壤播种的发芽率高于恒温箱处理，原因之一是恒温箱中的种子 

长霉菌，也可能是因为种子的萌发在变温环境中更适宜或是恒温箱中无充足的氧气。据国 

外报道，铁线莲种子的萌发温度最好不超过 20'13，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当年生铁线莲 

种子在9—10月采收后就可播种，在 4'13冰箱中保存了3年的种子也可萌发。值得注意的 

是有些杂交种的种子需 3年才能萌发 (Jim，1995)。试验结果表明进行春化处理后土壤播 

种的种子萌发率最高，达71％。 

表4 栽培土样分析 

Table 4 ^口 Ⅷ 8 of卿l sampl~ 

2．2 扦插繁殖时不同的种或品种在相同的处理后生根率有较大差异，结果分析如下： 

2．2．1 栽培品种 Ct． mm ‘Vera’的茎是实心的，且质地较茎是中空的野生种 ．m— 

nuncugoides致密。栽培品种 C1．rtl,otztarb~‘Vera’的生根率与激素是否处理无关，而野生种 

Ct．ro,nunculoides经生根剂处理后生根率比对照高。这可能和插条茎的结构有关，而且总的 

来讲栽培品种的生根率明显高于野生种、死亡的插条大大低于野生种，较野生种易生根。 

2．2，2 生根率和每个插条平均生根数的结果表明，扦插基质山沙比珍珠岩好。这是由于 

山沙在喷湿后有较稳固的特性，能和插条基部紧密接触在一起利于生根 试验中也发现无 

论是栽培品种还是野生种，塑料框边缘的插条生根情况不如中部的好，因为边缘的基质易 

松动，因此在扦插时一定要把插条基部的基质按紧。 

2．2．3 试验结果表明两种生根剂 NAA和 ⅢA对铁线莲的生根促进作用相近。在统计生根 

插条时可咀显看到经生根剂处理后的插条基部膨大，茎表皮胀裂，裂缝处长出根，而且每 

个插条平均根数的结果也表明，经 NAA或 IBA处理过的插条长出的根数要比未处理的多。 

由此可知，生根剂对已生根的插条长出根的多少是有促进作用的，这为插条将来移栽后能 

健壮生长奠定了基础 

2．2．4 本次试验选择在扦插后第 3周统计结果是想寻找到一种快速扦插繁殖铁线莲的方 

法，由于还有部份插条未生根，所以最终的生根率要比现在统计的高 影响生根率高低的 

因素除了上面讨论的以外，还和扦插基质的温度、空气湿度有关。 

2．3 绝大多数铁线莲对土壤的要求不十分严格，在普通土壤中均能成活，只是有些铁线 

莲只能进行营养生长而不能开花，例如园艺品种 ．‘Sc,al'tho Gem’在昆明栽培了四年半， 

至今不见开花，原因之一可能是该品种对土壤的要求较严格。铁线莲喜欢潮湿的土壤，在 

野外采集时在溪流边常可见到铁线莲，但在苗圃中土壤一定要滤水性好。 

对铁线莲的初步引种栽培研究表明，铁线莲可以在昆明地区生长并已筛选出几种最适 

合昆明生长的野生种和园艺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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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rammculoides C1．delavayi 

cz．amm~ ii C1．rrto~  

C1．rrto~ ‘Vera’ C1． ‘Crimson King’ 

C1．rrto~ ‘Granditlora’ C1． Marie Boisselot’ 

a ． ‘Gi11ian Blades’ C1． ‘} ev Hybrid’ 

a ． Bees Jubilee’ C1．‘ nk Champagne’ 

铁线莲的植株性状、花型、花色多种多样 ，有藤本的、直立的；有单瓣的、重瓣的和 

半重瓣的；花色有白色、黄色、红色、粉红色、紫色、蓝色等等。铁线莲也可盆栽．在国 

外其花被用于作为插花。大部分铁线莲也是药用植物，其根、茎及全株皆可人药 (吴征 

镒，1984)。所 铁线莲是一种有观赏价值并值得推广的优秀庭园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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