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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髓心形成层对接法对马占相思及其杂种优树开展嫁接研究, 结果表明: 优树的基因型

对于嫁接结果具有显著影响, 杂种无性系平均嫁接成活率达 82% , 高出纯种无性系 2 倍; 嫁接季节

对接活率有很大影响, 春季接活率为 76. 9%～ 82. 0% , 分别比夏季、秋季提高 130%、190% 以上, 冬

季嫁接成活率很低; 砧木地径以 0. 5～ 0. 8 cm 为佳, 接口高度 30～ 40 cm 为优, 接穗以具有 4～ 5 个

腋芽的穗段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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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是优树资源收集、建立育种园和采穗圃以及无性系种子园的重要技术环节[1 ]。嫁接技

术是否成熟是关系到优良基因资源的有效保存、建立种子园成本高低的一个关键因素, 长期以

来, 由于对这一技术认识不够, 不仅增加了建园的成本, 而且无形中延长了建园时间, 造成了较

大的经济损失[2, 3 ] , 因此, 通过嫁接保存马占相思 (A cacia m ang ium W illd) 及其杂交种 (A .

m ang ium × A . au ricu lif om is Cunn. ex Bench) 的优树资源时, 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

性[4, 5 ]。马占相思是一类重要的短轮伐期工业用材树种, 具速生、固氮和良好的改土性能, 目前,

已在华南地区形成大面积的人工林基地。通过嫁接将优良的基因资源加以保存, 不仅有利于丰

富我国的林木资源, 更便于进一步实现对其长期系统的遗传改良。目前, 多采用髓心形成层法

进行马占相思嫁接, 但由于对嫁接技术缺乏深入的研究, 往往无法达到理想的成活率, 因此, 开

展马占相思及其杂种优树嫁接技术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试验地概况

嫁接试验设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苗圃 (广州市) , 23°14′N , 113°24′E,

年均气温 21. 8 ℃, 最冷月平均温度 13. 3 ℃, 极端最低温 0 ℃, 最热月平均温度 28. 4 ℃, 极端

最高温度38. 1 ℃, 年降水量 1 694 mm , 接株管理按常规方法进行。

2　材料与方法

砧木采用马占相思优良种源培育的实生苗木, 根据不同嫁接时期的需要, 选定相应的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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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春、夏、秋、冬的嫁接砧木分别为秋播、春播, 夏初及夏末播种的培育砧木用苗。嫁接方法

采用髓心形成层对接法, 穗条是 7～ 8 年生优树无性系第 3 代接株的当年萌芽枝, 嫁接后 1～ 2

周内使用荫棚遮荫。各项嫁接试验布设时, 除参试因子外, 其余各项均统一采用预备试验获得

的最优方法。接后 45 d 作嫁接效果调查, 因子有接活数、抽芽数及抽芽长度。数据资料运用

Systa t 数理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6 ]。

3　结果与分析

3. 1　无性系间接活率的差异性

1997 年春, 进行 155 个马占相思无性系 (含杂种 5 个) 间的嫁接成活率试验, 试验设 5 次

重复, 各重复在相同的时间、地点内纯种每系接 20 株, 杂种每系接 40 株, 整个试验由 3 个技术

熟练的嫁接工完成。对成活率分析表明, 不同无性系在嫁接成活率和萌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 杂种比纯种接活率大, 杂种无性系平均嫁接成活率高达 82% ; 马占相思无性系平均接

活率 41% , 其中有 20 个无性系接活率较高, 平均达 77% (表 2)。

表 1　无性系间嫁接成活率及萌芽力的方差分析

变差来源 D F
成　活　率

S S M S F

抽芽长度

S S M S F
F Α

重复间 4 5. 12 1. 28 1. 42 5. 08 1. 27 1. 51 F 0. 01 (4, 616) = 3. 35

无性系间 154 48. 86 1. 95 2. 193 3 61. 11 2. 44 2. 893 3 F 0. 01 (154, 616) = 1. 35

误　差 616 554. 40 0. 90 517. 44 0. 84

总　和 774 608. 38 583. 63

表 2　5 个杂种及 20 个最优成活率的马占相思嫁接表现

无性系号 嫁接株数 成活率ö% 平均抽芽长度öcm 无性系号 嫁接株数 成活率ö% 平均抽芽长度öcm

1623 200 100. 0 19. 0 29 100 80. 0 11. 7

83 200 94. 0 8. 5 77 100 72. 0 10. 5

713 200 80. 0 20. 1 135 100 72. 0 10. 3

1193 200 70. 0 30. 2 171 100 72. 0 9. 2

623 200 67. 5 14. 3 148 100 72. 0 7. 9

2　 100 93. 0 9. 6 153 100 72. 0 5. 3

103　 100 92. 0 12. 1 31 100 71. 0 8. 6

11　 100 91. 0 13. 1 37 100 60. 0 7. 1

6　 100 90. 0 7. 5 59 100 60. 0 5. 2

312　 100 89. 0 11. 8 42 100 60. 0 4. 7

9　 100 88. 0 15　 354 100 54. 0 3. 7

241　 100 84. 0 13. 7 10 100 49. 0 3. 5

54　 100 80. 0 14. 3

　　注: 无性系号后带3 为杂种无性系。

3. 2　不同季节的嫁接成活率

采用前述接活率较大的 25 个无性系 (含 5 个杂种)进一步作不同季节嫁接成活率试验, 杂

种每系接 60 株, 其余则接 30 株。结果如表 3。结果说明嫁接季节对马占相思的接活率有很大

892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第 14 卷　　



表 3　马占相思及其杂种不同季节嫁接结果分析

时　间 嫁接株数 成活率ö% 平均抽芽长度öcm

3 月中旬 600ö3003 76. 9ö82. 0 12. 5ö15. 0

6 月下旬 600ö3003 22. 2ö35. 0 4. 3ö6. 5

9 月中旬 600ö3003 11. 6ö21. 0 3. 5ö4. 3

11 月下旬 600ö3003 0ö15. 0 0ö3. 1

　　　　注: 接口高度、接穗长度、砧木地径分别在 30～ 40 cm、4～ 5

　　个芽及 0. 5～ 0. 8 cm。带3 号为杂种嫁接株数。

表 4　砧木地径大小对嫁接结果的影响

砧木地径öcm 嫁接株数 成活率ö% 平均抽芽长度öcm

< 0. 5 300 82. 0 7. 8

0. 5～ 0. 8 300 83. 0 13. 8

≥0. 8 300 67. 0 14. 1

表 5　嫁接口高度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嫁接口高度öcm 嫁接株数 成活率ö% 平均萌芽长度öcm

≤30 300 84. 0 5. 2

30. 1～ 40 300 80. 5 5. 1

40. 1～ 50 300 48. 7 3. 01

≥50 300 20. 8 2. 25

表 6　接穗长度 (以腋芽数表示)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腋芽数 嫁接株数 成活率ö% 平均萌芽长度öcm

≤3 300 45. 0 9. 2
4 300 70. 7 13. 2
5 300 70. 8 12. 9
≥6 300 57. 4 11. 7

影响, 无论纯种或杂种均以春季为好, 成

活率在 80% 左右, 为 6 月 (夏)、9 月份
(秋) 的 2. 8 倍及 5. 0 倍; 嫁接 1 个月后

的抽芽长度 (平均萌芽长度12. 5～ 15. 0

cm ) 分别是 6 月、9 月的 2. 5 倍和 3. 5

倍, 冬季嫁接成活率很低。

3. 3　砧木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采用马占相思 3 种不同规格的砧木, 5 个杂种无性系作接穗, 于 1998 年春作砧木大小接

活率试验, 每系接 60 株, 接口高度在 60 cm 以内, 45 d 后其成活率如表 4。结果说明嫁接砧木

不易过大, 过大随着木质化程度提高, 接

活率有所下降, 也不易过小, 过小对接株

长势有影响, 应选取大小适宜的砧木
(0. 5～ 0. 8 cm 为佳)。

3. 4　接口高度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试验设高接位 (≥50 cm )、低接位两大类, 其中低接位又分为Φ 30 cm , 30～ 40 cm 和 40～

50 cm。按砧木地径对接活率影响的试验选取大小适当的砧木 (表 4) , 试验结果如表 5。结果可

见: (1) 马占相思在接口高从地面至 50

cm 以内均可接活, 但有随着接高增加,

接活率下降的趋势; 接穗抽芽能力大小

也有类似趋势。 (2)从本试验结果看, 马

占相思接口高在 30～ 40 cm 是适合的,

但能否降至 30 cm 以下, 则有待试验, 从

理论和生产要求上看接口高 10～ 20 cm

较为理想。

3. 5　接穗长度 (带有腋芽数)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于 1999 年春, 在砧木大小及嫁接高度相同情况下, 以 5 个马占相思杂种无性系为接穗材

料, 从中选取 2～ 7 个腋芽不等长度的穗条进行接穗长度的嫁接试验, 结果如表 6。结果表明,

具有不同腋芽数的接穗对嫁接成活率有

明显影响, 其中以 4 到 5 个腋芽长度的

接穗为佳, 成活率和平均抽芽力度都显

著优于腋芽过多或过少的接穗。

4　结论和讨论

　　 (1)马占相思不同无性系间在嫁接成活率上存在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首先可能主要是遗传

原因, 而不是接穗年龄所致, 因为本试验所选用的穗条都是经过 3 次嫁接后形成的穗条; 其次

也可能由于砧穗存在不亲和性; 再者, 嫁接技术也可能起一定作用, 因为由几个人嫁接, 嫁接手

之间不会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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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占相思在田间易于接活, 为今后收集优树资源, 建立无性系种子园提供了技术基础。
(3) 季节是影响马占相思无性系嫁接成活率的重要因素, 春季嫁接结果最好, 易嫁接无性

系平均成活率为 82. 0% , 是 6 月 (夏季)和 9 月份 (秋季)的 2. 8 倍和 5. 0 倍; 平均抽芽长度12. 5

～ 15. 0 cm , 分别是夏季、秋季的 2. 5 倍和 3. 5 倍, 冬季嫁接成活率很低。
(4) 马占相思 3～ 4 月生的砧木适于嫁接, 砧木地径以 0. 5～ 0. 8 cm 为佳, 接口高度以 30

～ 40 cm 为优, 接穗以具有 4～ 5 个腋芽的穗段为好, 但接口高度能否低于 30 cm 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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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m ethod of m edu llary cam b ium graft ing w as u sed to study the graft ing of

superio r A cacia m ang ium and its hyb rid.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geno type of superio r

clone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graft ing. T he average graft ing su rvival ra te of hyb rid clone

w as over 82% , w h ich w as tw o t im es that of the pu re clone. T he graft ing w as obviou sly

affected by the season. T he su rvival ra te of graft ing w as 76. 9%～ 82. 0% in sp ring, w h ich is

130% and 190% h igher compared w ith that in summ er and au tum n, w h ile the su rvival ra te

of graft ing in w in ter is ra ther low. T he op t im um base diam eter of stock fo r graft ing is 0. 5

cm to 0. 8 cm , the graft ing heigh t shou ld be 30 cm to 40 cm and the scion w ith 4～ 5 ax illary

buds shou ld be selected.

Key words: A cacia m ang ium ; hyb rid of superio r t ree; m edu llary cam b ium graft ing; graft ing

techn 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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