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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尾松诱根嫁接
,

将接德接在砧木根预处
,

接后培土
,

诱导接穗生根
,

形成新植株
。

本试验嫁接成活率与成活接株生根率均达 70 % 以 上
。

该嫁接方法的优

点是 :
接部愈合 与接株生长良好

,

并可 降低树 冠层
,

扩 大结实面 , 同时接穗形成 自

生根
,

防 止后期不 亲和
。

这是 马尾松无性系良种繁育的一项新技 术
,

可 供 生 产 应

用
。

关趁词 马尾松 , 诱根 , 嫁接技术

马尾松扦插繁殖成活率很低
,

目前主要采用嫁接方法繁育良种
。

但是一般所采用的枝干

部位嫁接
,

常出现接面愈合不良
,

穗砧间养分水分流通受阻
,

接后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植株生
一

良不良或死亡
,

这是不利良利
‘

累育的后期不亲和现象
。

为了排除弊端
,

改进马尾松无性繁殖

方法
,

笔者提 出了降低嫁接部位促使穗基生根—
即诱根嫁接的设想

。

1 9 8 4一 1 9 8 6年间
,

进

行了少量生根探索性试验
,

先后三次共嫁接 1 61 株
,

结果证明
: 低接培土

,

不但具有保湿促进

成活的作用
,

而且穗基结瘤较多并能生根
。

同时还发现
,

春季嫩枝接 (生根结瘤率57
.

1% )比

秋季硬枝接 (生根结瘤率平均为2 6
.

8 % )的诱根效果 更好
。

于是在 1 9 8 7一 1 9 88 年间进行了扩大

试验
,

主要探索促进穗基生根的最适入土深度
、

穗条类型
、

穗基形状
、

土壤条件等因子
。

现

将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试验材料与方法

1
.

砧 木 采用 l 年生本砧
,

根颈 I c m 左右
,

生长良好
。

2
.

接穗 采穗圃穗条
,

产地为浙
、

赣
、

闽
、

桂
、

黔五省(区 )
。

接穗为针芽期
、

鞘叶期与

针叶期的嫩梢
。

3
.

嫁接 于砧木根颈处嫁接
,

采用髓心形成层对接法
,

与枝干嫁接基本一致
,

唯穗基不

绑扎
、

接后培土
。

4
.

接后 管理 接后培土要注意土壤干湿度
,

不使干燥与过于潮湿
。

并及时对砧木 的 主

顶与侧枝进行调控修剪
,

不使接穗生长受抑制
。

本文于 1 9 8 9年 2 月1 7 日收到
。

* 本项试验 在浙江淳安姥 山林场进行
,

直接参加试验的还有储德裕
、

姜 月娥 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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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试 验 结 果

(一 ) 诱根嫁接的成活与生根情况

历次诱根嫁接的成活与生根情况列于表 1
。

表 1 历次诱根嫁接的成活与生根情况

瘤一

|
一

⋯
接 株 成 活 成 活 接 株 的 生 根 与 结

率根%生
嫁接时间 嫁接地点

嫁接株数 {成 活株数
成 活

(%
保存株数 } 生根株数

结 瘤
(%

根瘤率 合计
(% )

1 9 8 7年春

1 9 8 8年春

出水坞试验地

出水坞试验地

_

, 3

⋯
5 0

1
6 8

9 9 5 1 b 9 8 1 了0

“‘

⋯
1 9

⋯
7 9

·

2

{
34 8 1 2 2 2 { 6 3

.

8 1 1 4

7 9

7 8

l--l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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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表明1 9 8 7一 1 9 8 8年两年诱根嫁接成活率稳定
,

达68
.

5一70
.

2 % ; 保存接株 生 根率

达 63
.

8一79
.

2 %
,

其中1 98 8年有一块试验地4 14 株
,

生根率为71
.

3 %
,

结瘤率为 12
.

5 %
,

合

计83
.

8 %
。

穗基结瘤接株
,

有的当年不生根而在第二年生根
,

说明第二年以后的实 际生 根

株数要比当年为高
。

今后只要不断提高嫁接技术与管理水平
,

诱根嫁接的生根 率 达 70 % 以

上是肯定的
,

根据1 9 8 8年有1 4
.

6 %的穗基结瘤情况
,

将来生根率达80 %以上也完全是 可 能

的
。

穗基生根形态见图 l
。

瓣黝鬓矍
图 1 诱根嫁接穗基生根形态

左 : 接 后 2 一 3 个月
,

从穗基愈伤组织 中长出新根

中
:

嫁接当年
,

穗基先形成瘤状愈伤组织
,

然后长出根芽

右
:

三年生接株
,

主根长粗
,

侧根增多
,

根系相当发达

(二 ) 影响接株德基生根的因素
1

.

土攘深度对穗基生根的影响 土壤深度即穗基入土深度
,

是影响穗基生根诸因 素 中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

1 9 8 8年
,

因砧木定植有深有浅
,

嫁接部位有高有低
,

加之接后培土因雨

水淋蚀而滑落
,

致使接穗基部实际入土深度不一
。

为了说明入土深度对穗基生根的影响
,

调

查时实测穗基距地表的深度
。

按每 1 c m 为一深度级
,

通过逐株实测
,

分层统计接株生根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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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以及穗基结瘤
、

穗基枯烂
、

无根无瘤的百分率
。

同时测定穗梢高生长 (梢长 )与穗梢生长势

(长势)
。

长势以指数表示
:
小于 1

.

5为生长良好
、

1
.

6一 2
.

5为中等
、

大于2
.

6为生长较差
。

结

果详见图 2
。

,
。
、
、

�日。�事州健仲把抢0SJ,

‘,.口,.r
‘

U.UO口,口

6050姗30�次�哥众冲鹤织
;

彩州

3 4

入土深度 (c m )

图 2 不同入土深度秘基生根结瘤百分率与穗梢高生长 曲线

¹ 穆基 生根 º 稿基结瘤 À 植基枯烂 ¼ 无 根无瘤 ½ 穗 梢生长

由图 1得知
: ¹ 穗基入土深度不同对其生根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

在 1一 8 c m 不 同深度

的土层 中以 2 一 5 c m 为好
,

生根率达60 一7 0
.

6 % 。

应用
“

可数资料率差异显著性测验
” ,

证

明穗基入土 4 c m 的生根率
,

与 Z c m
、

3 c 饥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u = 0
.

61 及1
.

59
, < 1 .

9 6) ,

而

极显著地大于 1 e m
、

s e m
、 6 e m 深度的生根率 ( u = 10

.

31 , 22 . 6 2及14
.

9 3, > 2
.

5 5)
。

将 227

株生根接株的穗基深度加权平均计算
,

其平均入土深度为3. 5 c m
。

按生根率与 总体 平 均值

分析
,

诱根嫁接的穗基最适入土深度为3
. 5一4

. s c m ,

实际应用掌握 3一 s c m 即可
。

这一土层

深度的穗梢当年生长量达5 . 1一 6 . 5 c m (其中以土深 4 c m 为最优 )
,

同时穗梢生长势( 1
. 17) 均

属良好
。

º 穗基结瘤以入土浅者为高
, 1一1 .

9 c m 土深的穗基结瘤率达40
.

2 % ,

其 它 各土

层较低
,

相互差异不大
。

穗基结瘤株生长势( 1
. 22) 稍差但仍属良好之列

。

» 穗基枯烂以 1一

1
.

g c m 土深为最甚达40
.

2 % ,

因浅层干燥
,

穗基接后不包扎易于干枯
。

其次土层深达 6 c m

以下
,

因有时水湿而不通气
,

易引起穗基霉烂
。

2 .

土壤千湿度对穗基生根的影响 19 8 8年诱根嫁接试脸布置在土壤干湿程度与土 层 深

浅不一的三块地里进行
,

结果是
:
在土层中等干湿适中的地块生根率高达 71

. 3 % ,在土 层较

深土壤较湿的地块生根率低
,

只有52 % ,

而且穗基枯烂达24
. 5 % ;

在土层 中等比较干燥的地

块生根率居中为63
. 9 % ,

穗基枯烂仅 4 . 7 %
。

在潮湿地块 因边行排水良好而生根率高
,

说明

水分条件适中有利于穗基生根
。

3 .

穗 条类型时穗基生根的影响 为了选择生根率高的穗条类型
,

将嫩枝(未木质化 )分为

三种类型 (形态 )进行比较试验
: ¹ 钎芽型—冬芽伸长成芽梢

,

芽鳞松开
,

露出被银白色叶

鞘紧包的针芽 , º 鞘叶型—绿色针叶伸出叶鞘
,

长度小于叶鞘 , » 针叶型
—

针叶长于叶



6 期 秦国峰
:

马尾松诱根嫁接技术研究 5弱

鞘达 1一2 c m
,

但两针尚未分开
,

枝条即将开始木质化
。

此外
,

老枝是指完全木质化的当年

生枝
,

在秋季进行试验
,

结果列于表 2
。

表 2 德条类型对稼基生根的影响
’

} 调
’

查
’

}
’ :

后 基 生 根 } 称 基 结 瘤 } 穗 基 枯 烂 ! 无 根 无 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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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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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

: }
: { 5

.

。
⋯

6 } 1 0
.

。
1

8 } 1 3
.

3

橄 } ~
_ .

~ }
_ _ _

‘ _ _

( _ _

}
_

_

{
_ _ _

{ _ _ ’ _
.

}
_ _

{

1朔盯翌 }
1 ‘9 { ”1 : ”。

·

4
!

1 4
{

工u
·

土 } 1 ‘ ! ”
·

组

{
艺 1

1
二。

·

工

枝

{全竺匕燮
一
止一竺且竺竺一匕竺一土二竺一三三- 土

一

2竺主
一
匕二兰卫一竺生

】 计 l ”2 7 }
“0 0 !

“1
·

2
}

‘9 1 1 5
·

0
1 “6 1 1 1

·

。
}

‘2
1

1 2
·

8

老 “
!

3 1

}
魂

{
1 2

·

。

{ { } { 1 {

穗条木质化程度不同对穗基生根影响明显
,

嫩枝平均生 根 率 达 61
.

2 %
,

而 老 枝仅 有

12
.

9 %
。

嫩枝的三种类型的生根率
,

从针芽型到针叶型
,

有随嫩枝成熟度提高而降 低 的趋

势
。

三种类型虽均可作为诱根嫁接的穗条
,

但以针芽型最好
。

4
.

穗基形状对生根的影响 为了比较接穗基端切削形状对生根的作用
,

将穗基削成单楔

形与圆蹄形两种
,

每个无性系一分为二
,

两种基形各半
,

调查时逐株分别统计
。

结果单楔形

接株成活的1 44 株中生根5 3株
,

占3 6
。

8 % , 圆蹄形接株成活的 1 41 株中生根 61 株
,

占43
。

3 %
。

如前者生根率按 1 00 计
,

则后者为1 1了
.

1 %
,

说明圆蹄形对穗基生根的作用比单楔形为好
。

(三) 诱根嫁接的综合效益

诱根嫁接对于马尾松无性系种子园的建设
,

具有以下几项综合效益
:

1
.

穗砧愈合与接株生长良好 从实践中了解到
,

枝干嫁接约3一5 %的植株于接部有折

裂 , 而根颈处嫁接未见类似现象
,

并且接株生长良好
。

为了比较两者的优劣
,

对其生长
、

干

形与愈合倩况进行调查分析
,

结果(见表 3 )说明诱根嫁接有 38 % 的接株接部弯曲
,

有10 %

的接株主干有轻微弯曲
,

总体为基本通直 , 有25 %接株接面轻微愈合不良
,

总体为基 本 良

好
。

枝干嫁接有 55 一60 %的接株有弯曲现象
,

总体为轻度弯曲多 愈合面有 8 2
.

5 %的接 株 不

属良好
,

总体愈合情况为中等
。

两者接株生长
,

基径粗度相近
,

差异不显著 (犊 = 0
.

1 5 ,

< 宕。
.

。:

= 2
.

03 ); 年平均穗梢高生长
,

诱根嫁接比枝干嫁接大1 4
.

2 %
,

差异极显著 (t 实 = 4
.

24
,

> t。
.

。,

= 2
。

7 2 )
。

表 3 两种嫁接方法的接株生长
、

千形与愈合情况 比较

赢赢老咒咒
穗梢生长(c m ))) 接 部 弯 曲曲 主 干 弯 曲曲 接 面 愈 合合

高高高 度度 基 粗粗 株 数 {程 度度 株 效效 程 度度 株 数数 程 度度

诱诱 根根 数 位位 7 1
。

222 1
。

5 111 {{{ 444 0
。

1 555 1 000 0
。

2 888
嫁嫁 接接接接接 1 5 ! 0

·

3 88888888888

%%%%%%% 1 0 000 1 0 000 3 7
.

555 基本通直直 1。
·

。

1
基本通直直 2 5

.

。

{
二本良好好

数数数数数 值值 61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枝枝 干干干干 1

.

5 222 2 444 0
。

7 888 2 2

1
1

.

0。。

】】

嫁嫁 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 %%%%%%% 8 5
。

888 1 0 0
。

777 6 0
。

000 轻度度 5 5
.

000 轻度度 8 2
。

555 中等等

注 : ¹ 两种方法各调查 3 年 生接株40 株 , º 弯曲度 : 。

—
为无弯曲

, 1

—
为轻度

, 2

—
为 中度

, 3

—
重度 弯

曲, » 愈合情况 : 。

—
愈合 良好

,

接缝线不 易分辨
, 1

—
愈合较好

,

但接缝线易 于区分
, 2 一一愈合较 差

,

接缝线 明显
, 3

—
愈合不 良

、

接面未完全 愈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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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根嫁接的接面愈合与接株生长均比枝干嫁接良好
,

其原因可作如下解释
:

树木根颈是

枝干与根系的发端
,

是树体发育阶段最年轻的部分 , 作为接穗的当年生新梢是树体生长阶段

最年轻部分
,

两者的可塑性均较大
,

所以嫁接后接口愈合致密
,

未见折裂现象
,

这是亲和力

强的一种表现
。

由于穗砧愈合良好
,

从而促进了接株穗梢的生长
。

2
.

树体高度相对降低有利结实与管理 从1 34 株 3 年生接株调查得知
,

不同嫁接高度的

接株
,

其树冠高度变动在 90 一 1 1 9 c m 之间
,

变幅小
,

没有规律性的差异
;
而树高变动在 1 16

一21 7 c m 之间
,

变幅大
,

随嫁接部位升高而增大(详见表 4 )
。

由此可见
,

诱根嫁接部位低
,

能充分利用下层空间
,

相对地降低树冠层
,

有利于增加结实面和树体管理
。

诱根嫁 接的接株

树冠形态见图 3
。

表 4 诱根
、

枝千嫁接树体高度比较 (单位
: e m )

赢赢
\

掣掣
调查株数数 接 部部 接 后 年 龄 及 树 高高 树冠高度度

平平平平均高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111111111 aaa 2 aaa 3 aaa 1 一 3 aaa

诱诱 根 嫁 接接 工444 000 1 2
.

111 4 8
。

666 1 1 5
.

999 1 0 3
.

888

枝枝枝 1 0一 2 999 3 111 2 0
.

000 3 1
.

000 6 0
。

777 1 2 1
。

000 9 0
.

000

干干干 3 0一 4 999 2 000 3 7
.

999 4 8
.

999 8 9
,

444 1 5 5
.

666 1 0 6
.

777

嫁嫁嫁 5 0一 6 999 3 111 5 8
.

666 7 1
.

999 1 1 4
.

444 1 8 4
.

222 1 12
,

333

接接接 7 0一 8 999 2 999 8 0
.

333 94
。

111 1 4 0
。

888 2 1 2
.

888 11 8
.

777

99999 0一1 0 999 999 9 7
。

999 1 1 2
。

222 15 5
。

333 2 1 7
。

333 1 05
。

111

图 3 诱根
、

枝干嫁接的接株树冠形态

左
:

诱根嫁接的接株树冠低
、

冠幅大 , 右
:

枝干嫁接的接株树冠高
、

冠幅小

3
.

利用小砧提早嫁接 年 限 根

颈是砧木最粗的部位
,

当年的马尾松

苗定砧i年后
,

根 颈 粗 达 I cl n 左 右

即可进行嫁接
。

而枝干嫁接
,

第 1 轮

枝以上的主干定植一年后达不到可供

嫁接的粗度
。

因此利用壮苗定植并加

强管理
,

以此进行诱板嫁接
,

要比枝

干嫁接提早一年时间
。

4
。

保湿防护作用 于根 颈 处嫁

接后可行培土
,

使接部与穗基处 在 土
‘

壤保湿防护条件下
,

有利嫁接愈合成

活
,

并可省去枝干嫁接所采用的套袋

等保湿防护措施
。

三
、

诱根嫁接技术小结

1
.

砧木以定植后一年
、

生长健壮
、

根颈达 1 c m 左右的本砧为宜
。

2
.

接穗用当年春季针芽期与鞘叶期的新梢为优
。

3
.

土壤干湿度要求适中
,

嫁接成活与生根期间不可出现过干过湿
,

一般培以干湿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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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壤土为好
。

4
.

接后培土深度以 3 一 5 c m 为宜
,

并不使 土层板结
,

排除不利生根的因素
。

5
.

嫁接之后必须进行调控修剪
,

控制砧木生长势
,

以利接穗新梢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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