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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红壤土、泥炭、珍珠岩、椰糠为基质原料，红壤土为 CK，设计 4 种不同基质配比，对不

同基质配比培育的蒜头果容器苗进行生长性状、叶绿素含量及生物量测定，并结合相关性分析、主

成分分析和隶属函数值对容器苗的品质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不同基质配比下，蒜头果幼苗的

株高、叶片数、叶面积、叶绿素含量、须根自吸器数量与生物量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 T1 ~ T3 的幼

苗株高分别为 33.27、34.43、33.89 cm，显著高于 T4 和 CK；T1、T2 和 T4 的幼苗叶面积分别为

10.79、12.21、11.88 cm2，显著大于 CK；T2 和 T3 的叶片数及须根吸器数量与 CK 差异显著；T2 的

植株叶片叶绿素含量最高，为 7.75 × 10−4 mg/g，与 T3 及 CK 差异显著；同时 4 种处理的地上、地

下、全株鲜质量、干质量及壮苗指数显著高于 CK。株高、叶片数、叶面积与生物量指标之间呈极显

著正相关，不同基质配比的综合评价值为 T2 > T3 > T1 > T4 > CK，其中蒜头果幼苗在 T2 的基质配比

中表现出明显的生长优势，为蒜头果容器育苗的最佳基质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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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Horticulture,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33, China ; 2. Eco-development
Academy,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33, China; 3. College of Forestry,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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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ur mixed substrates were designed using red soil, peat, perlite and coconut bran as substrate ma-
terials and red soil as control. The growth traits,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biomass of Malania oleifera seedlings in
different mixed substrates were measured, and the quality of container seedlings was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by correlation analysi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membership function value.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lant height, number of leaves, leaf area, chlorophyll content, the number of
self-haustorium and biomass of M. oleifera seedlings among different mixed substrates treatments. The seedling
height  of  T1 –  T3  treatment  were 33.27,  34.43 cm and 33.89 cm ,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4 treatment and CK. The leaves area of seedlings in T1, T2 and T4 treatment were 10.79, 12.21 cm2

and 11.88 cm2,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of CK;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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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es  and  self-haustorium between  T2,  T3  treatment  and  CK.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in  T2  treatment  was  the
highest,  which  was  7.75  ×  10-4 mg/g,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3  treatment and  CK.  Meanwhile,  the  above-
ground, aboveground, whole plant fresh mass, dry mass and strong seedling index of four treatments were signi-
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There was ver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plant height, leaf
number, leaf area and biomass indexe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 of different mixed substrates was T2
treatment  >  T3  treatment  >  T1  treatment  >  T4  treatment  >  CK  treatment. M.  oleifera  seedlings  show  obvious
growth advantages in T2 treatment, which was the best mixed substrate for container seedlings of M. oleifera.

Key words: Malania oleifera；seedling；different mixed substrate；container seedling；growth

 

蒜头果（Malania oleifera）为铁青树科蒜头

果属植物，主要分布于云南省东南部广南、富宁

2个县以及广西西部的部分石灰岩地区，为国家

Ⅱ级珍稀濒危保护树种，云南省极小种群拯救保

护对象。蒜头果种仁油中神经酸含量高约 45%，

对受损神经组织的修复与再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

同时蒜头果为滇东南石漠化治理的优良乡土树

种。因此，发展蒜头果种植产业，对珍稀濒危树

种的保护，石漠化治理以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2]。

由于蒜头果受适生区域狭窄、自然条件下种

子结实量少及人工造林保存率低等因素影响，导

致天然更新难、种群数量小、自然资源逐渐减

少 [3]。虽然近年来，广南、富宁 2个县积极开展

蒜头果人工种植，然而经裸露石灰岩山地、林下

套种造林以及嫁接苗、直播等人工栽培措施的尝

试，其种植的存活率和保存率都较低[4−6]，成为蒜

头果种植产业发展的瓶颈。目前蒜头果种子沙床

催芽率已达 92%[7]，为提高幼苗品质和造林存活

率，同时便于移栽、销售、运输和后期补苗，通

常将萌发种子栽种于营养钵等容器中培育至壮

苗。基质是容器育苗的关键和基础，复配基质为

植株的营养吸收和生长发育提供稳定协调的环

境[8−9]，在育苗过程中，不同基质组成和配比对苗

木养分吸收和利用存在一定的影响[10]，然而目前

对蒜头果幼苗基质配比的研究未见报道。红壤土

是常绿阔叶林植被的主要土壤类型，富含铁，呈

酸性，具有高含水率、高强度等特性，泥炭和椰

糠容重适中、亲水性好、吸附能力强、缓冲容量

大，是理想的栽培基质[8,11]，而珍珠岩作为基质的

调节材料，有利于提升基质的总孔隙度 [12]。因

此，本研究通过红壤土、椰糠、泥炭、珍珠岩的

配比试验，对蒜头果容器苗的株高、地径、叶片

数、叶面积、叶绿素含量、地上、地下、全株干

鲜质量及壮苗指数等指标进行测定，并结合相关

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和隶属函数综合评价不同基

质配比对蒜头果容器育苗的影响，以筛选最佳的

配方组合，为蒜头果容器苗的高效优质培育提供

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云南昆明市西南林业大学树木园温室

进行，位于东经 102°45′40″，北纬 25°04′00″，海拔

1 945 m。所在区域属北纬亚热带—高原山地季风

气候，全年温差较小，年平均气温 15 ℃。 

1.2    试验材料

2020年 10月于文山州富宁县者桑乡（23°43′38″
N, 106°3′36″E）采集野生蒜头果的成熟种子，去

青皮后清水冲洗，经 50%多菌灵浸种 20 min后

清水漂洗，置于 0.5%高锰酸钾消毒的沙床适度保

湿催芽。5个月后，从沙床中选择萌发一致的蒜

头果种子作为供试对象。所用基质中，红壤土为

昆明安宁团结乡山地（23°79′47″N, 120°54′77″E）
购买的天然红土，椰糠由 Coconut公司生产，泥

炭为品氏泥炭，珍珠岩由千羽园林生产，规格 2～
5 mm。 

1.3    试验方法 

1.3.1    试验设计

将红壤土、泥炭、椰糠和珍珠岩按不同配比
进行混合，共设置 5个处理，包括 4个试验组和
1个红壤组对照，红壤土为野生蒜头果的基础土
壤类型[13]。对照（CK）为全红壤土，T1 为 V（红

壤土）∶V （泥炭）=3∶2，T2 为V （红壤土）∶
V （泥炭）∶V （珍珠岩） =3∶1∶1，T3 为 V
（红壤土）∶V （珍珠岩）=3∶2，T4 为 V （红
壤土）∶V （椰糠）V ∶（珍珠岩）=3∶1∶1。
每个处理基质混匀后用四分法各保留 1 kg 左右，
在实验室风干后，送测序云南三标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基质 pH值、电导率、容重、有机质、全
氮、全磷及全钾含量测定，其中 pH值参照参考文

64 西 南 林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42 卷



献 [14]测定，电导率使用电极法参照HJ 802—2016
测定[15]，容重参照参考文献 [14, 17 ]测定，有机质参照
参考文献 [16]，全氮、全钾参照参考文献 [14]测定，
全钾参照 LY/T 1234—2015[14] 测定，结果见表 1。

将沙藏 5个月，萌发一致的蒜头果种子从沙
床取出后用上述配比的基质栽种于同规格的塑料

营养钵中（上底直径 × 下底直径 × 高为 15.3 cm ×
11.4 cm × 14.9 cm）。每处理 15株，共 75株。常
规统一管理，根据天气情况适时定量浇水。栽培
9个月后，测定蒜头果幼苗的形态指标，并将其
取出用清水洗净，吸水纸吸干植株表面水分，进
行相关生长和生理指标测定。

 
表 1    不同基质配比的理化性质

Table 1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mixed substrates

处理 pH值 电导率/(μs·cm−1) 容重/(g·cm−3) 有机质/(g·kg−1) 全氮/(g·kg−1) 全磷/(g·kg−1) 全钾/(g·kg−1)

CK 5.68 0.80 1.02 5.12 0.46 0.49 5.29

T1 6.15 1.30 0.75 81.04 1.90 0.55 5.19

T2 6.40 1.11 0.82 41.64 1.22 0.49 5.92

T3 7.32 1.49 0.80 5.44 0.40 0.46 7.36

T4 6.34 0.99 0.79 16.68 0.47 0.47 6.16
 
 
 

1.3.2    指标测定

取苗前测定植株的株高、叶片数和地径。其
中株高用钢卷尺（精确到 0.01 cm）测量植株茎基
部到茎尖的距离，叶片数为整株幼苗的所有叶片
数量，地径用游标卡尺（精确到 0.01 mm）对离
土面 1 cm处的茎干直径进行测定。

幼苗地上、地下部分的鲜质量通过电子天平
称量后，取每株茎尖以下第 5片叶片，用 EPSON
11000XL扫描仪（爱普生，中国）扫描叶片面
积，再 Image J 软件计算叶面积；后去除主叶脉后
将叶片分别剪成 2 cm小条汇合称取 0.2 g，磨碎
后用 95%乙醇黑暗浸提 2 h后，通过 T6 新世纪紫
外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中国）测定 643 nm和
655 nm波长下的光密度值（OD）  [18]，计算出叶
绿素 a含量（Ca）和叶绿素 b含量（Cb），再计
算植株的叶绿色含量（C），在 LEICA M205体
式显微镜下统计每株幼苗主根、一级侧根、二级
侧根、须根的吸器数量。最后将植株的地上、地
下部分分别在鼓风干燥箱 105 ℃ 杀青 30 min后，
65 ℃ 烘干至恒质量（精确到 0.01 g），分别称取
地上、地下部分的干质量，计算壮苗指数（HI）。

Ca = 12.7OD663 −2.69OD645 （1）
Cb = 22.9OD645 −4.68OD663 （2）

C =C×V ×N/W ×1 000 （3）

HI = (地径/株高+单株地下部干质量/单株地上部干质量)×
(单株地下部干质量+单株地上部干质量)

（4）
式中：V 为提取液体积，N 为稀释倍数；W 为样

品鲜质量或干质量。 

1.4    数据处理

使用 Excel 2016和 SPSS 17.0分别对蒜头果幼

苗生长生理数据进行统计和单因素方差分析，采

用 Duncan法进行多重比较，分析蒜头果幼苗的生

长、生理和生物量指标。基于上述测定指标，分

析指标间的相关性，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和隶属函

数综合评价，筛选最优配方。 

1.4.1    主成分分析

参照杜洋文等[8] 进行主成分分析，利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分析。 

1.4.2    隶属函数综合评价

参照模糊数学中隶属函数的方法计算蒜头果

幼苗生长生理指标的隶属值（u(Xj)）[19]、综合指

标权重（W）、综合评价值（D）。

u(X j) = (X j −Xmin)/(Xmax −Xmin) （5）

W j = P j/
n∑

j=1

P j · j （6）

D =
n∑

j=1

[
u
(
X j

)
W j] j （7）

式中：Xj 为某处理第 j 个指标的测定值，Xmin、

Xmax 分别为所有处理中某指标测定值的最小值和

最大值，Wi 表示第 i 个综合指标在所有综合指标

中所占的程度，Pi 表示第 i 个指标的贡献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基质配比对蒜头果容器苗生长性状的影响

由图 1可知，蒜头果在 T1 、T2 和 T3 的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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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下株高分别为 33.27、34.43、33.89  cm，显

著高于 T4 和 CK（P<0.05）；地径方面，4个处

理与 CK无显著差异；T2 和 T3 的叶片数较多，分

别为 21.87和 22.47片。T1、T2 和 T4 的叶面积分

别为 10.79、12.21、11.88 cm2 ，显著大于 CK（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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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图 1    蒜头果容器苗在不同基质配比处理中的不同性状

Fig. 1    Different traits of M. oleifera container seedlings in different mixed substrate treatments
 
 

2.2    不同基质配比对蒜头果容器苗吸器数量的

影响

由表 2可知，不同处理与 CK的主根、一级

侧根和二级侧根自吸器数量均无显著差异，而

T2 和 T3 的须根吸器数量分别为 127.50个和 157.50
个，显著高于 CK（P<0.05）。
 
表 2    不同基质配比对蒜头果容器苗自吸器数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mixed substrates on the number of
self-haustorium of M. oleifera container seedlings

处理
主根吸器

数量

一级侧根

吸器个数

二级侧根

吸器个数

须根吸器

个数

CK 1.00 ± 0.68a 11.00 ± 2.94a 8.50 ± 1.91a 42.67 ± 11.49b

T1 5.17 ± 3.11a 6.17 ± 0.98a 11.67 ± 0.88a 114.50 ± 13.36ab

T2 1.50 ± 0.76a 10.00 ± 2.31a 14.67 ± 3.33a 127.50 ± 28.38a

T3 1.50 ± 0.72a 13.33 ± 5.58a 8.00 ± 3.44a 157.50 ± 38.25a

T4 0.50 ± 0.34a 5.83 ± 1.70a 10.67 ± 1.48a 92.17 ± 29.03ab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2.3    不同基质配比对蒜头果容器苗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由图 2可知，T2 的蒜头果幼苗叶绿素含量最

高，为 7.75 × 10−4 mg/g，其次是 T1 和 T4 的蒜头

果叶绿素含量，分别为  6.04 × 10−4 mg/g和 5.32 ×
10−4 mg/g，显著高于 T3 和 CK（P<0.05）。不同

基质配比处理的蒜头果叶绿素含量从高到低分别

为 T2>T1>T4>T3>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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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基质配比处理的蒜头果容器苗叶绿素含量
Fig. 2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of M. oleifera container

seedlings in different mixed subs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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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基质配比对蒜头果容器苗生物量的影响

由表 3可知，4个处理间蒜头果容器苗地

上、地下部分的鲜质量、干质量以及全株鲜质

量、干质量均无显著差异，但 4个处理的蒜头果

各项生物量指标均与 CK差异显著（P<0.05）。

 
表 3    不同基质配比对蒜头果容器苗生物量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mixed substrates on the biomass of M. oleifera container seedlings g

处理 地上鲜质量 地下鲜质量 全株鲜质量 地上干质量 地下干质量 全株干质量

CK 5.58 ± 0.86b 6.34 ± 0.95b 11.92 ± 1.69b 2.05 ± 0.40b 1.82 ± 0.26b 3.87 ± 0.63b

T1 10.11 ± 0.61a 12.33 ± 0.83a 22.43 ± 1.27a 4.08 ± 0.27a 3.81 ± 0.25a 7.89 ± 0.49a

T2 10.69 ± 1.02a 13.03 ± 1.11a 23.72 ± 2.04a 4.20 ± 0.43a 4.01 ± 0.35a 8.21 ± 0.75a

T3 10.69 ± 1.02a 12.71 ± 1.29a 23.16 ± 2.21a 4.36 ± 0.46a 3.85 ± 0.33a 8.21 ± 0.75a

T4 8.33 ± 0.86a 11.68 ± 1.24a 20.01 ± 2.01a 3.40 ± 0.36a 3.42 ± 0.35a 6.82 ± 0.69a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2.5    不同基质配比蒜头果容器苗壮苗指数的影响

由图 3可知，T1～T4 的蒜头果容器苗壮苗指

数分别为 9.2、9.93、9.32、8.94，且 4个处理间无

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 CK的容器苗壮苗指数

5.25（P<0.05）。 

2.6    不同基质配比对蒜头果基质苗生长影响的综

合评价 

2.6.1    不同基质配比蒜头果容器苗各指标相关性分析

由表 4可知，株高、叶片数、叶面积与生物

量指标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须根吸

器数量与地上鲜质量、地下鲜质量及全株鲜质量

显著正相关（P<0.05），叶绿素含量与株高和叶

面积显著正相关（P<0.05），而与其余指标的相

关性不显著。此外，地径与所有指标的相关性均

未达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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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基质配比处理的蒜头果容器苗壮苗指数
Fig. 3    The strong seedling index of M. oleifera container

seedlings in different mixed substrates
 

表 4    不同基质配比处理蒜头果容器苗各指标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 oleifera container seedlings each index in different mixed substrates

株高 地径 叶片数 叶面积
根吸器

数量

叶绿素

含量

地上鲜

质量

地下鲜

质量

全株鲜

质量

地上干

质量

地下干

质量

全株干

质量

地径 0.096

叶片数 0.768** 0.452

叶面积 0.482 −0.022 0.441

须根吸器数 0.465 0.109 0.513 0.379

叶绿素含量 0.551* −0.037 0.253 0.626* 0.278

地上鲜质量 0.844** −0.188 0.796** 0.770** 0.575* 0.437

地下鲜质量 0.740** −0.037 0.638** 0.813** 0.531* 0.384 0.931**

全株鲜质量 0.793** 0.065 0.721** 0.809** 0.561* 0.409 0.975** 0.988**

地上干质量 0.808** 0.147 0.718** 0.741** 0.499 0.375 0.968** 0.949** 0.971**

地下干质量 0.786** −0.013 0.648** 0.823** 0.513 0.456 0.948** 0.980** 0.982** 0.972**

全株干质量 0.803** 0.071 0.690** 0.786** 0.509 0.417 0.965** 0.971** 0.983** 0.994** 0.992**

壮苗指数 0.669** −0.009 0.569* 0.866** 0.483 0.411 0.915** 0.968** 0.962** 0.936** 0.978** 0.963**

　注：*表示显著相关（P<0.05），**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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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不同基质配比蒜头果基质苗各指标主成分

分析

对 13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各综合指标

的系数及贡献率，见表 5。其中前 2个综合指标

的贡献率分别为 80.795%和 13.380%，代表了

13项指标 94.175%的信息，因此用这 2个主成分

代表蒜头果容器苗的质量情况。
 

表 5    不同综合指标的系数及贡献率

Table 5    Coefficient and contribution rate of
different comprehensive indexes

指标 Cl1 Cl2
株高 0.958 0.165
地径 0.055 0.905

叶片数 0.860 0.498
叶面积 0.774 −0.536

须根吸器数 0.926 0.320
叶绿素含量 0.724 −0.438
地上鲜质量 0.988 0.111
地下鲜质量 0.986 −0.112
全株鲜质量 0.998 −0.030
地上干质量 0.987 0.081
地下干质量 0.994 −0.092
全株干质量 0.995 −0.003
壮苗指数 0.982 −0.155
贡献率/% 80.795 13.380

累积贡献率/% 80.795 94.175

第 1主成分中株高、须根吸器数量、地上鲜

质量、地下鲜质量、全株鲜质量、地上干质量、

地下干质量、全株干质量及壮苗指数的系数较

大，主要代表蒜头果容器苗生长性状及生物量的

综合信息；第 2主成分中地径的系数较大，代表

了容器苗的主要生长性状之一。 

2.6.3    不同基质配方蒜头果基质苗的综合指标

值、隶属函数值和综合评价值

根据表 6各综合指标的系数，求出不同配比

的综合指标值（Cl）和隶属函数值（u）。根据指

标权重公式得出 2个综合指标权重分别为 0.858
和 0.142。

通过综合评价值计算公式，得出不同基质配

方的 D，其中 T2 的 D 值最高，为 0.931，其次是

T3（0.923），CK的 D 值最小，仅为 0.090。不同

基质处理的综合评价值从大到小依次为 T2 >T3 >
T1 >T4 >CK。 

3    结论与讨论
 

3.1    讨论

本研究根据不同基质配比培育蒜头果萌发种

子，9个月后测定其幼苗的生长、生理及生物量

指标，结果表明 T2 基质培育下，蒜头果幼苗的株

高、叶片数、叶面积、须根吸器数量、叶绿色含

量、鲜质量、干质量以及壮苗指数均显著高于

CK，表明 T2 的基质配比对蒜头果幼苗的生长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结合主成分分析及隶属函数

值，得出 T2 的综合评价值最高，为蒜头果容器育

苗的最佳基质配比。

从不同基质配比的理化性质分析可知，不同

处理的 pH值介于 5.68～7.32，除 T3 外，其余处

理及 CK均呈弱酸性。据文献报道蒜头果为微酸

至中性树种[7]，因此上述基质的 pH值均能满足幼

苗生长。电导率可反映基质中可溶性盐分的总

量[20]，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苗木生长，电导率过

低会导致植株营养缺乏，过高会造成盐渍伤害，

降低根系吸收能力[21]。本研究中不同基质配比处

理及 CK的电导率均处于 CK安全生长范围（≤

2.6 ms/cm）[22]。根据育苗基质的容重适宜范围为

0.1～0.8 g/cm3，T2 和 T3 的疏松透气度适宜，利于

幼苗根系的生长和固定。不同处理和的全磷含量

无明显差异，而 T3 的全钾含量最高为 7.36 g/kg，
其次是 T4 和 T2，明显高于 T1 和 CK，相关研究

表明，基质中添加珍珠岩能提升全钾含量[11]，与

本实验基质的理化性质检测结果一致。有机质含

量通常是衡量土壤肥效的重要指标之一[23]，T1 的
泥炭成分较高，因此有机质和含氮量最高，其次

是 T2，由于 T3 的主要成分为红壤土，有机质和

含氮量较低，与 CK接近。由此分析，T2 的基质

兼具适宜的 pH值、电导率、容重以及一定配比

的钾和有机质含量等优良特性，因此较好地满足

了蒜头果幼苗的各项生长需求。

叶绿素含量是体现植物营养状况与光合能力

的重要生理指标[24]，也是反映逆境胁迫下植物的

光合生理特性指标[25]。本研究中 T2 基质培育下的

蒜头果幼苗叶绿素含量最高，同时该处理下培育

的幼苗株高、叶片数，叶面积和生物量与 CK差

表 6      不同基质配比的综合指标值、u(Xj) 及 D 值

Table 6    Comprehensive index value, u(Xj ) and D value in dif-
ferent mixed substrates

基质处理 Cl1 Cl2 u1 u2 D
CK −17.67 0.76 0.000 0.635 0.090
T1 4.12 −1.32 0.832 0.163 0.737
T2 8.51 0.23 1.000 0.515 0.931
T3 6.17 2.37 0.911 1.000 0.923
T4 −1.13 −2.04 0.632 0.000 0.542

贡献率/% 80.795 13.380
指标权重 0.858 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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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显著，表明较好的基质配方能增强幼苗的光合

利用效率，提高叶绿素含量，促进幼苗生长。

蒜头果作为根部半寄生植物，即使没有其他

植物与其共同栽培，根部也会通过吸器产生自寄

生现象[26]。吸器作为寄生植物吸收寄主水分和养

料的重要通道，自吸器的功能之一可能是为了更

加充分地从根部获取营养。本研究中，不同基质

配比培育的蒜头果幼苗虽然主根、一级侧根和二

级侧根的自吸器数量无显著差异，但 T2 和 T3 的
须根自吸器数量显著高于 CK，推测其数量增多

有利于蒜头果植株的养分吸收与利用。

对蒜头果幼苗的 13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表明株高、叶片数、叶面积与生物量指标间

的相关性极显著，说明植株的生长性状直接影响

其生物量的积累。须根吸器数量与地上鲜质量、

地下鲜质量及全株鲜质量显著正相关，反映了蒜

头果须根的吸器数量能一定程度影响植株生长。

地径与所有指标的相关性未达显著水平，原因可

能是在本试验的观测期即蒜头果种子萌发后 9个

月内不同基质配比培育下的幼苗地径无显著差

异，因此与其他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的指标无显

著相关性。蒜头果的幼苗品质直接影响其造林效

果，而幼苗的形态和生理等多项指标始终处于动

态变化中。单一孤立的指标会存在评价结果的片

面性，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隶属函数值法相结

合，可使评价结果更为全面、客观，目前该方法

已应用于多种基质配方的容器苗质量评价 [8，27]。

本文通过蒜头果容器苗的生长、生物量指标、叶

绿素含量测定以及综合评价分析一致认为 T2 处理

的基质配比育苗效果最优。

本研究中，采用 T4 培育蒜头果幼苗，其形

态、生物量等各项指标仅优于 CK而低于其余处

理，虽然椰糠在目前很多植物的基质培育中成为

了泥炭的理想替代物，但在蒜头果容器育苗中优

势并不明显，下一步可在目前最优基质配比的基

础上结合肥培优化研究，为培育蒜头果优质苗木

提供参考依据。 

3.2    结论

本研究对不同基质配比培育 9个月的蒜头果

容器苗进行生长性状、叶绿素含量及生物量测

定，结果表明，不同基质配比对蒜头果容器苗的

质量均有显著的提升。其中 T2 的基质配比能明显

促进蒜头果幼苗的生长，且利于植株通过光合作

用增加有机物质的积累。通过对不同基质配比培

育的蒜头果容器苗 13项主要指标进行相关性分

析，表明株高、叶片数、叶面积与生物量指标之

间的相关性极显著。结合主成分分析及隶属函数

值，得出不同基质配比的综合评价值为 T2>T3>
T1>T4>CK，T2 的基质配比为蒜头果容器育苗的最

佳基质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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