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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嫁接技术对含笑高枝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杨培新1．2，陈文标3，王长龙1，林凯芳1，郑奕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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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黄兰为砧木．含笑为接穗，研究不同的嫁接技术对含笑高枝嫁接成活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留3—5侧枝剪砧

法嫁接成活率高达93％、侧枝切接法嫁接成活率达92％。采用留3～5侧枝剪砧法及切接法对含笑进行高枝嫁接，成活率最

高，嫁接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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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urvival rates of Michelia jTgo by different

high branch grafting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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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act：The survival rates of Michelia figo by different hi【gh branch grafting techniques，with Michelia chanpaca as

rootstock．were studied．The best grafting method including stock pruning with leaving 3～5 lateral branches and cut grafting，

made the survival rates in 93％．The survival rates of the other grafting method with lateral branches was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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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笑(Micheliafigo)是木兰科含笑属植物，作为一

种分枝紧密、树冠整齐浑圆、花香浓郁、抗污染能力强

的重要园林树种．在园林绿化工程中深受关注。但含

笑的成苗时间较长、植株形态低矮及花期较短等缺陷

严重影响其观赏及应用价值。

高枝嫁接技术在果树品种改良等方面应用较多，

是一项改善优良品种、提高经济效益．值得推广的有

效技术【lI。高枝嫁接技术在提高植物)l!Il赏价值方面也

有一定的应用，如九龙桂121、深山含笑【31、红松I,tl。在含笑

嫁接技术上．有研究以白玉兰151为砧木。对含笑嫁接技

术进行探索。但目前尚未有对含笑高枝嫁接技术研究

的报道。

本研究以黄兰(Michelia chanpaca)为砧木，探索了

不同的剪砧方法和嫁接方法对含笑高枝嫁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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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寻找含笑高枝嫁接的最佳方法，为提高含笑的园

林观赏应用价值提供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1．1．1砧木砧木采用黄兰实生苗。黄兰实生苗生长迅

速．1年生实生苗株高可达40—50 cm，2年生实生苗株

高可达200 cm以上、胸径可达3～5 cm，一般种植2年

后即可进行嫁接。本试验采用2年生实生苗作砧木，

在砧木培育期间，及时剪除侧生小枝，保持主干挺直，

在主干高l～2 m处截干留侧枝，以提高高枝嫁接成品

的观赏价值。

1．1．2接穗接穗在冠幅为50～60 cm、生长健壮、无病

虫害的含笑植株上采集。选取位于树冠中、上部l～2

年生且芽眼饱满、健壮的枝条；每条接穗留3～4个芽

眼．长约5-6 cm：接穗采后立即剪除叶片，随采随接。

1-2试验设计

试验于2007—2008年在普宁市洪阳万花园进行，

在2007年12月中旬开始进行嫁接。采用随机区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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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方式．设置4次重复(I．城东花圃、Ⅱ．洪商花园、

Ⅲ．锋发玫瑰园、Ⅳ．名芳苗圃)，每个小区嫁接100株。

1．2．1剪砧试验剪砧试验设置2个处理，即采用全部

侧枝短截法和留3～5侧枝法对黄兰分别进行剪砧。全

部侧枝短截法。即进行短截时将所有侧枝都进行短截，

基部只留取长5～10 em的侧枝作为嫁接砧木。留3～5

侧枝法，即剪砧时保留3—5条侧枝不剪．其他侧枝都进

行短截，基部只留取长5—10 em的侧枝作为嫁接砧木。

1．2_2嫁接方法试验嫁接方法设置侧枝劈接法、侧枝

切接法和侧枝皮下接法3个处理．嫁接后用嫁接薄膜

包扎，如遇雨天则不嫁接。

1．3嫁接后管理

嫁接后浇水次数比非嫁接苗约少一半，及时疏去

砧木上萌发的幼芽：嫁接1个月后检查成活情况，如果

出现接穗感染或干枯应及时补接；嫁接3个月后解绑。

当接穗生长至15 em长时剪去砧木原保留的枝条，生

长至20 em长时摘心以促分枝。

1．4调查与统计方法

嫁接后第30 d调查成活率。成活率计算公式：成

活率(％)=成活接穗数／嫁接接穗总数x100．采用新复

极差方法对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剪砧方法对含笑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黄兰不同剪砧方法的嫁接成活率调查结果见表

l。其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1可以看出．留3～5侧枝剪砧法成活率较高．

达93．0％，全部侧枝短截法成活率较低，为81．8％。通

过方差分析(表2)可知P值为0．00。说明不同剪砧方

法对嫁接成活率产生极显著的影响．以留3～5侧枝的

剪砧方法为较佳方法。

2．2不同嫁接方法对含笑成活率的影响

含笑不同嫁接方法的成活率调查结果见表3，其

表1黄兰不同剪砧方法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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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不同剪砧方法嫁接成活率的方差分析

表3含笑不同嫁接方法的成活率(％)

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表5。

从表3可以看出。侧枝切接法含笑成活率较高，

达92．0％．侧枝劈接法含笑成活率较低，为78．5％。通

过对各嫁接方法嫁接成活率的方差分析(表4)表明，

P=O．001<0．01．可知不同的嫁接方式对嫁接成活率的

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由表5可知，侧枝劈接均与侧枝

切接、侧枝皮下接三者之间存在极显著的差异性，侧

枝切接与侧枝皮下接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存在显著

性差异。因此，侧枝切接方法为本试验中的最佳嫁接

方法。

表4含笑不同嫁接方法成活率的方差分析

表5不同嫁接方法嫁接成活率比较(LSD法)

注：“"表示P<O．05，差异达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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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5—0．47 kg；(6)PK效应的方程为y=989．3+102．3P+

57．7K一2．26P2_0．39K2-3．58PK(尺=0．842，P=0．3489)，求

得最佳用量为每667 m2施P205—1．02 kg、K20一4．44

kg；(7)NPK效应的方程为y=1235．4+31．49N+38．8P4-

l 1．7K一0．945N2—1．78P2+0．0284K2+1．04NP+0．493NK一

1．92PK(R=0．969，P=-0．0107)，求得最佳用量为每667

1112施N一0．399 kg、P205-2．435 kg、K20 7．93 kg。

根据方程(1)～(7)的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氮的效应可以采用方程(1)推算，磷的效应

可以采用方程(2)推算，钾的效应可以采用方程(3)和

(7)推算。通过方程所推算的施肥量或平均值可以得出

氮、磷、钾理论最佳施用量为每667 m2施纯N 26．40

kg、P205 10．40 kg、K20 7．98 kg。

在测土施肥试验中．氮、磷、钾施用量为每667 m2

施纯N 28．0 kg、P：05 14 kg、K20 7．5 kg时，产量和产

值均最高，与理论的最佳施用量比较接近。对理论最佳

施用量通过校验试验进行验证并确定其为今后推荐施

肥量。

3结语

本研究以蒜青作试验材料开展氮磷钾“3414”田间

试验，结果表明：氮磷钾合理配施可使蒜青获得高产和

高效益；蒜青种植过程投入较少、产量和净收入最高的

是N2P2K。处理(N、P205、K20每667 m2施用量分别为

28．0、14．0、7．5 kg)，每667 m2蒜青地的最佳N、P205、

K20施用量分别为26．40、10．40、7．98 kg(N：P205：K20=

1：0．3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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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与讨论

侧枝切接法的效果优于其他方法．嫁接成活率达

92％。该嫁接方法中，因为接穗、砧木来自侧枝，其基部

韧皮部形成层细胞分裂最活跃，生命力旺盛，可较好

地保证接穗的成活161；同时．由于砧木和接穗的接触面

积较大，有利于加速接合面形成层的愈合而提高嫁接

成活率，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嫁接方法。劈接法由于砧

木的切口较大。易受感染和失水，而且砧木与接穗两

者的形成层接触面积小、影响砧穗的愈合．从而影响

嫁接成活率。侧枝皮下接由于嫁接部位都是在侧枝上

进行，枝条较小，皮下接操作不方便影响嫁接速度。使

得砧穗伤口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过长。从而影响嫁接成

活率。

不同的剪砧方法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不同．采用

留3-5侧枝的剪砧方法的嫁接成活率比全部侧枝截

顶法高11．25％，成活率为93％。由于在留3～5侧枝剪

砧法中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侧枝．保留的侧枝可保持植

株的光合作用，同时又通过其蒸腾拉力可保持根系吸

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有利于为嫁接伤口输送养分和

促进接穗与砧木形成层的愈合，从而提高嫁接的成活

率；而全部侧枝截顶的砧木，不仅没有以上优势，同时

由于接合处伤口总面积比较大，影响伤口的愈合速

度。最终影响到嫁接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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