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菊>>

13位ISBN编号：9787503836268

10位ISBN编号：7503836261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时间：中国林业出版社

作者：段东泰

页数：9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菊>>

前言

　　菊花有2000余年的悠久历史，为我国十大名花之一，深受国人喜爱。
1987年菊花与月季被评为北京市的姊妹花。
自此，菊花便成为首都的一种象征，成为首都精神的一种体现。
　　菊花千姿百态，但无妖冶之嫌；菊花色彩万千，但温和含蓄而不夸张；菊花选在百花凋谢后的深
秋绽放，表现了从不争宠的谦谦君子之风。
　　北京人喜爱菊花有历史渊源。
作为五朝古都，北京历史上便是菊花培育的中心。
1949年建国以来，艺菊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
1954年举办了第一次菊展。
1980年北京菊协成立，此后每年11月举办菊展，从未间断。
伴随着全国艺菊活动的大发展，相关的专著大量涌现，段东泰先生的《菊》一书也应时而生，成为菊
花著作中的一枝新秀。
　　《菊》一书内容丰富，涉及菊花的诸多方面。
相信对菊花爱好者和园艺工作者都会有很大的学习和参考价值。
该书所用照片写实、清晰，特别是标本菊的新照，充分表现了其动人风采，可供读者赏阅和鉴别品种
之用。
《菊》的文字简洁、实用性强，这正符合“百花盆栽图说丛书”提出的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要
求。
　　段东泰先生对菊花爱之深切，在晚年之际不辞辛苦，将多年积累的宝贵成果，汇集成书以飨读者
，令人敬佩。
相信《菊》的出版必将得到北京乃至全国的热烈反响，使更多的群众了解菊花、热爱菊花，促进菊花
的普及和提高。
　　中国菊花研究会理事长 张树林　　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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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菊》介绍了我国人民爱菊的悠久历史并选录了历代诗人赞颂菊花的名篇，让我们认识了我国菊
文化的深厚内涵。
　　实用性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本书详尽地介绍了多种艺菊的培育方法。
一般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都可在本书中找到简便易行的解决办法。
菊花的应用一章，较全面地介绍了菊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观赏性是本书的另一特点。
大量精美图片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菊花的美。
菊花欣赏，让我们更进一步领略菊文化的精髓。
　　本书是艺菊爱好者的好帮手，同时也可为园艺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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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3菊花的繁殖　　3．3．1无性繁殖　　无性繁殖包括扦插、分株、压条、嫁接及组织培养等。
即以母本植株上的一部分营养器官为繁殖材料，不通过雌雄细胞的有性结合过程而取得新的植株。
无性繁殖有利于保持原品种的性状。
一般培育菊花，多采用无性繁殖法。
　　（1）扦插　　在诸多无性繁殖法中，扦插最为简便易行。
由于用的材料不同，菊花的扦插又可分为脚芽扦插、嫩枝扦插、茎段及单芽扦插。
　　脚芽扦插通常在10月下旬或11月进行。
这时可以看花取芽，品种准确无误（具体操作请见“采芽”部分）。
这里要强调几点，以确保插穗成活：选芽不必过长，5～7cm就足够了；脚芽的颜色，浓绿的要比黄绿
的好；扦插后浇1遍透水，以后不干不浇，水大易烂。
　　嫩枝扦插4—8月均可进行。
采嫩枝顶端5～7cm，去掉下面2～3片叶子即可扦插。
培育三权九顶菊应在4～5月扦插，独本菊可在6月扦插，案头菊可延至7月下旬扦插。
一般说，6月份扦插温度最合适，生根快（15～20天），成活率也高。
选定品种后，在扦插前10天左右，应对母株加强肥水管理，促其枝条生长充实健壮。
　　茎段及单芽扦插在缺乏足够的嫩枝或偶遇珍稀品种却又只能得到几个茎段、数枚叶片时，可采用
茎段扦插或单芽扦插的方法来得到新的菊株。
茎段扦插要选生长充实、长2～3cm、具两片叶子的茎段作插穗（茎秆中下部、中心已变白者不易生根
，不要采用），去掉下面的叶片，在叶腋下数毫米处以利刃削平，上面叶片以上的茎保留23mm，截
断时不要伤及叶腋间的隐芽。
如所留叶片面积过大，可剪去1／2。
将处理过的插穗扦插在粗沙中，浇透水，放遮荫处，在20℃条件下，20天左右生根。
叶腋间的隐芽萌动后1周，根长到1～2cm，即应分别栽人小盆。
利用茎段扦插并不比嫩枝扦插困难，所不同的是生根成活后生长较为缓慢，初期芽苗也不够茁壮。
但在缺乏扦插材料时，仍不失为一种补救的办法。
单芽扦插是在只有几枚叶片而又想获得该品种的菊株时所采用的方法。
选完好而又长得老熟的叶片，不要损伤叶柄及叶腋间的隐芽，将备用的粗沙浸湿，用细竹棍捅出1cm
深的斜洞，将叶片轻轻插入，浇透水，然后按“采芽”“育秧”部分有关方法处理，一般在20℃时，
约经20天便可成活。
先是叶柄下端形成踵状物，然后生根，同时上面的隐芽开始萌动，数日后便可有嫩芽伸出沙土表层。
再过数日，当嫩芽长到2cm左右、下面的根已有3～5era长时，便可移人盛有培养土的小盆中。
单芽扦插得到的幼株较茎段扦插生成的幼株更加弱小，发育也更为缓慢，除特殊需要，一般不采用。
　　在所有扦插繁殖中，如遇不易生根的品种（如“帅旗”“十丈竹帘”等），可采用ABT二号生根
粉处理，成活率可达100%。
将1g生根粉溶在500g96%的酒精中，再加水19．5kg，配成浓度为1／20 000的药液，将插穗在药液中浸
泡半小时，按常规办法扦插即可。
　　（2）分株　　分株法用于对越冬老株的分切。
北方地区通常在清明前后进行。
当新芽出土并已长至3～5cm时，正是分株的好时机。
根据新芽的分布情况，用利器将老株分切为各带1至数个芽的新株。
对新株应加强管理，促其茁壮生长，以便5月以后有足够数量的健壮嫩枝供扦插、嫁接之用。
由于分株繁殖易引起品种退化，故一般不用来直接培育独本菊。
　　（3）嫁接　　嫁接也是菊花繁殖中经常采用的方法。
通过嫁接，可使长势弱的品种得到加强。
嫁接常用于培育大立菊、什样锦菊和小菊盆景等多种形式的艺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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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花嫁接常用的砧木有同为菊科的青蒿、黄蒿、艾蒿等。
青蒿，2年生。
生长慢，分枝细、根部寿命长。
用青蒿嫁接的菊株开花较晚，适合嫁接独本菊。
黄蒿2年生，长势强健。
易成活，茎秆粗壮，高大、分枝多。
黄蒿适合嫁接“什样锦菊”“大立菊”，也可用于嫁接独本菊。
艾蒿，多年生，用于嫁接独本菊和“什样锦菊”，嫁接后愈合好，易成活。
缺点是自身的枝条较软，嫁接的“什样锦菊”花枝容易下垂，而且嫁接后的菊株开花也比较小。
　　为使独本菊生长旺盛，免遭涝害，常用根系发达、抗害能力强的青蒿作砧木来嫁接。
秋季采集青蒿种子，当年播种。
翌年当小苗长到4～6片叶时分盆。
每盆1株，装半盆土，半月后每隔10日施肥1次，7月份即可用作嫁接的砧木。
从地面往上留10cm，将青蒿上部剪除，接上所需品种的接穗（操作见“什样锦菊”的嫁接）。
嫁接用的刀具一定要清洁，动作要迅速。
嫁接用的砧木直径要大于接穗的直径，这样伤口好愈合，成活率高。
如在同一接口内，对面接上两种不同品种的接穗，就可以使同一菊株开出两个不同的花色。
如将较粗的砧木切作“十”字形，插入4个不同品种的接穗，就可以使同一菊株有4个品种的花出现。
　　（4）压条　　压条是把菊株的枝条埋人土中，待其生根后从母株断离，成为新的菊株。
6月末7月初，将欲压条繁殖的菊株靠近地面的枝条弯曲后，把要埋人土中的茎节下的皮层刮去一些，
埋人深2～3cm的沟内，枝条前端的茎叶留在地面上，浇透水，经常保持潮湿，1个月后即可生根。
这时从压埋点往后与母株断离，数日后可带土坨起出上盆。
在压条生根的过程中，因有母株供应养分，所以成活率可达100％。
但由于压条繁殖占地多而产量少，尤其是新株的茎叶和花朵都要紧缩，因此园艺上除有特殊需要外，
一般不采用。
　　（5）组织培养（组培）　　用组织培养技术繁殖菊花，不仅用的材料少，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
培养出大量同一品种的幼苗。
以茎尖作为外植体来培养时，虽需时较长，但常可得到脱毒（无病毒）菊苗。
　　在组培实践中，通常用MS作培养基，附加6BA（6-苄基嘌呤）0．5～2．0mg／L及NAA（萘乙酸
）0．05～0．5mg／L，pH5．8。
用菊花的茎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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