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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在通读了“花卉生产技术原理及其应用丛书”后，我获得了一个印象和两点结论。
总的印象是：此书确属系统之力作——内容丰富，循序而进，用以指导切花生产，有望胜券在握。
两点结论则为：①丛书之特长，端在其与编著者爱国敬业，洋为中用，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原理与数
据使人信服。
像这样深入浅出、有理有据、指导生产、解决问题的专业书，是当今受欢迎的“及时雨”。
②两位编著者——郭志刚和张伟博士，对我国发展花卉产业，下了真功夫，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其影响是深远的。
　　当今花卉产业蓬勃发展，方兴未艾。
但对这个产业和学科，却存在一些误解和不全面的认识。
除本丛书中多次指引读者端正认识，明确方向外，我愿在序言中指出如何防止偏差，端正认识，扫除
障碍．少走弯路，从而有利于我国花卉事业之健康发展。
　　首先，“花卉”即“观赏植物”，是些有生命的“具有观赏价值的草本和木本植物”（《中国农
业百科全书·观赏园艺卷》，184页，1996）。
亦即它们是“具有一定观赏价值，适用于室内外布置、美化环境并丰富人们生活的植物”（同前书
，124页）。
在这里，请注意花卉的“二有性”，即：①是有生命的活植物；②是有观赏价值的草本和木本植物。
因此在花卉生产栽培中，定要熟知其生态习性与生物学物性，方可在栽培技术上顺应本性，满足要求
，从而在产量和质量上都获得良效。
　　其次，花卉产业是一项以鲜活植物为素材的系统工程。
故从选定生产基地、确定重点种类与品种，掌握生产技术、生产经营、采后贮运到销售、推广，⋯⋯
一环套一环，后浪推前浪，既具综合性．又有连续性。
必须统筹全局，有序进展。
要力避因一环节错误而导致全局失败。
故瞻前顾后，谨慎从事，是应一以贯之的作风。
　　再次，我国被西方誉称“世界园林之母”（见E．H．Wilson：China，Mother．of Gardens
．Boston，U．S．A．1929），是个花卉资源（不论名花良种或形形色色的野生花卉）极为丰富多采
，花卉栽培历史悠久，风土条件多种多样，并曾向西方及邻国不断提供多种美丽花卉及关键种质之世
界园林古国和大国。
如‘月月红’月季、‘彩晕’香水月季之四季连续开花性，杜鹃花（映山红）等之早花性和丰花性，
菊花之遗传变异多样性与广泛适应性，岷江百合（王百合）之抗病性与适应性等，均在近一二百年间
由华外流，对世界园林、美化生活乃至花卉育种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在17世纪初及其前的漫长历史年代，我国花卉业一直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
这可用两部花卉古典名著为其标志，如1602年袁宏道《瓶史》、1621年王象晋《群芳谱》，等等。
但近300余年以来，我国花卉业也随国力衰退而逐渐落后，终至与发达国家拉大了差距。
可是，我们是有信心、有决心实现中华花卉业复兴的。
只要真正做到“看清形势、摸清家底、扬长避短、迎头赶上”，我国完全有可能实现“跨世纪发展中
国花卉业的道路”，在50多年之后．实现祖国花卉业的复兴和现代化，从“园林之母”转为“花卉王
国”（参见：陈俊愉：“跨世纪中华花卉业的奋斗目标”，载高俊平、姜伟贤主编：《中国花卉科技
二十年》，2000：8-15）。
其间，也包括弘扬我国自古重视木本切花等传统特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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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球根类》共分7册，包括菊花、月季、香石竹、球根类、宿根类和一二年草本类、热带兰等分
册。
该丛书根据花卉产业发展的需要，详细介绍了不同花卉作物的切花生产经营战略、生长发育特性、营
养生理、产地的形成条件、育苗技术、栽培体制、开花调节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贮藏保鲜技术等
理论基础和技术实践。
还参照国外的先进切花生产实例，介绍了适合我国不同地区的切花生产技术。
　　《球根类》根据花卉产业发展的需要，详细介绍了球根类的切花生产经营战略，生和发育特性，
营养生理，产地的形成条件，育苗技术，栽培体制，开花调节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贮藏保鲜技术
等理论基础和技术实践。
还参照国外的先进切花生产实例，介绍了适合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切花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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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黄花石蒜、夏水仙、石蒜、雪铃花和晚香玉等球根类花卉在花芽分化以后，其开花在某种
程度上受温度的支配。
唐菖蒲球茎的定植时期不同，花芽分化和开花时期也不同。
一般在展开2枚叶片时开始分化，以后根据栽培温度决定到开花所需天数。
在夏季需要90d左右，秋、冬季需要100～120d。
在干燥状态下，唐菖蒲的球根可以贮藏到翌年7月，如果要延长贮藏期，只有进行低温冷藏。
通过采用冷藏的方法，调整定植时期，可以在温暖地区甚至在冷凉地区采用温室进行周年生产。
但是，在冬季栽培时，要注意给予充足的光照条件，否则，会出现盲花现象。
　　在正常情况下，大丽花在春季至秋季开花，但如果在冬季的温室内栽培也会出现各种问题，虽然
大丽花的花芽分化需要短日照条件，在lOh以下日长条件下，处理5d就可以开始花芽分化，这样就容
易造成植株矮小和花朵小。
但是大丽花属于相对短日性植物，其最适日长为12h，即使在16h以上的长日条件下也能够花芽分化。
所以在冬季栽培时，就不能采用人工补光处理来抑制其花芽分化。
　　喇叭水仙在收获球根之前已经于地下分化出花芽，而中国水仙一般在收获球根后才能分化花芽。
在秋季定植时，喇叭水仙发芽后，在冬季充分接受低温，于翌年春季开花，但是中国水仙即使不经过
低温处理也能够开花。
　　郁金香一般在收获球根以后，在球茎的内部进行花芽分化，其分化适温在20℃左右。
郁金香的球茎在秋季定植后不久即发芽，感应冬季低温于翌年春季伸长开花。
如果想促成提早开花，可以在14℃下处理21d，再于2℃低温下处理55d，然后定植。
于夜温为15℃条件下栽培，就可以提早开花。
　　香雪兰只有在新芽伸长后经过一定时间的IO℃低温，才能够分化花芽并开花。
如果想促成栽培，就要将打破休眠的球根在lO℃低温下湿润处理50d左右，然后定植栽培。
　　球根鸢尾和香雪兰非常相似，一般的品种要经过11月上、中旬9℃左右的低温才能够分化花芽，但
是有些种类需要接受更多的低温量，在1月下旬才能分化花芽。
如果进行促成栽培，可以将球根用8℃的低温处理50d左右，定植后，将夜温控制在10～13℃有利于开
花。
　　球根类花卉的繁殖　　球根花卉在普通的栽培过程中大都可以形成子球，因此通过自然分球就可
以实现增殖。
虽然对于繁殖率较高的种类基本可以得到足够的种球以满足栽培的需要，但是对于繁殖率较低的种类
就需要人工繁殖，比如柱顶红、花毛茛、风倌子、仙客来、球根海棠、大岩桐等非更新型球根类花卉
。
当然，其中有些球根花卉也可以利用种子繁殖，但是采取人工营养繁殖可以确保品种的种性和均一的
生长发育状况．并且可以利用无性繁殖保持优良母株的种性和育种材料，这在育种工作中的意义很大
。
 　　在实际生产中．无论引进新品种还是育出新品种都需要一个扩大繁殖和普及生产的过程，此时就
需要人工快速繁殖以提高增殖率。
目前，由于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进步和采取茎尖培养生产无病种球的需求日益扩大，因此以无病种球
为原种，通过人工大量繁殖法快速繁殖无病种球的研究也十分活跃。
通过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繁殖无病种球，需要大量的人力、设备和经费，如果利用檀物组织培养生产出
原种。
再利用简单的人工繁殖技术大量繁殖生产种球，就会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无病优
质种球。
　　3．丑 扦插繁殖　　很多球根类植物利用扦插技术可以简单地得以繁殖。
其扦插繁殖法有插芽繁殖、插叶繁殖、插茎繁殖等数种。
比如球根海棠、大岩桐、大丽花等可以用插芽繁殖，大岩桐、风倌子等可以用插叶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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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等叮以用插茎繁殖√其中大丽花等通过扦插繁殖可以在短期内得到大量球根．而且通过扦插繁殖
的大丽森还可以得到适合于盆栽的小型球根．有利于从事矮化栽培。
　　3．1．1 插（芽）茎繁殖　　百合无论采取插芽还是插茎繁殖（stem cutting）都比较方便，由于百
合的叶腋部可以形成珠芽，扦插50d左右可以在各个节位形成许多小鳞茎；特别是利用细胞分裂素
（BA）处理以后，效果更加明显。
一般将百合的茎切成7~lOcm，留下上部1枚叶片，去除下部叶片，放在25-100mg／L的BA溶液中浸24h
，然后扦插在放有珍珠岩的扦插床或扦插育苗筐内。
扦插深度为1．5cm，放在遮光和多湿条件下，就会在叶基部形成子球。
对于不能形成珠芽的麝香百合、药百合、竹叶百合等，利用6-BAR，PBA等细胞分裂素溶液处理或叶
面喷洒也可以在叶腋部形成珠芽（Iizuka等 1978；Nightingale1979）。
在铁炮百合扦插繁殖过程中，高温、黑暗比光照条件下更有利于促进小鳞茎的形成。
　　3．1．2 插叶繁殖　　在球根类花卉进行插叶繁殖（1eaf cutting）时，与海棠等花卉的插叶繁殖稍
有不同，如仙客来、大岩桐和风信子等只采用叶片扦插一般不能达到繁殖的目的，必须在叶片基部带
一块球根组织才能够扦插成活。
插床一般采用珍珠岩作基质，扦插温度为20~C左右。
实验发现，插叶的组织越幼嫩成活率也越高。
在开花之前尽早扦插为好。
叶柄基部带有的球根组织越大，越容易发根和发芽，但是受伤面积过大也容易被病菌感染而腐烂。
采用生长调节物质处理几乎没有效果，用吲哚丁酸（ⅡBA）处理也没有发根效果．而对发芽却有抑制
作用。
　　3．2 鳞片繁殖　　具有鳞茎的球根类花卉，取其鳞片分离后进行扦插可以形成子球，实现繁殖的
目的。
应用最为普遍的花卉植物是百合的鳞片扦插繁殖（SCale cutti。
g），此外，还有柱顶红、风倌子、水仙等也可以进行切片扦插繁殖（fractionLscale．stem cutting）。
　　3．2．1 鳞片扦插繁殖　　将百合的鳞片分别取下，扦插后就能够形成数个小子球（scalebulblet）
，而且外侧着生的鳞片比内侧的鳞片更容易形成子球。
在鳞片叶较大的情况下，将鳞片横向切成2-4段，也能够分别形成子球，但是只有基部的断片更容易形
成子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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