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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殖试验

,

曾有过报导
,

本 文

着重将嫁接繁殖及栽培的试验的结果整理报导
,

供有关方面参考
。

一
、

嫁接繁殖试验

我们对金花茶作了一些摸索性的嫁接试验
,

结果如下
:

1
.

嫁接方法与金花茶成活率的关系
。

接穗 4 月采自防城县防城公社野生母树隔年秋梢顶

枝
,

留 1 一 2 片十叶及 1一 2 个顶芽
,

砧木为本所 6 年生普通油茶实生苗
,
径粗 。

.

5 一 l

厘米
。

嫁接方法分切接
、

劈接
、

腹接
,

接后盖上约 7。%荫蔽度的荫棚
。

六个月后检查成活率

见表 1
。

从表 1 中可见
,

这几种接法中以劈接成活率稍高
。

2
.

留叶量对金花茶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

在切接中
,

我们进行了留叶 ( 1 一 2 片的于 ) 与

全部不留叶的对比试验
,

结果留叶的成活为 25
.

7 %
,

不留叶者一个星期后即全部枯死
,

失败

的原因主要是金花茶属于常绿树
,
全去叶后

,

无叶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及产生激素供新梢

萌发和促进切口愈合
,

3
.

保湿措施对金花茶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

凡接后在砧木基部放适量湿苔醉加盖玻瑞瓶或

在接 口部位四周放湿苔醉加塑料薄膜罩的成活率均比没有采取上述保湿措施的高
,
见表 2 。

实践证明
,

采取保湿措施
,

由于接穗经常保持湿润
,

不至因一时风吹干燥而枯死
,

有利于切

口愈合
。

4
.

砧木物种与金花茶嫁接成活的关系
:
为了探索砧木物种与嫁接成活率的关系

, 1 9 8 2年

秋 ( 8 月 ) 我们作了三种不同砧木嫁接的对比试验
,

砧木种类为普通油茶
、

金花茶 (本砧 )
、

博白大果油茶
,

前一种 6 一 8 年生实生苗
,

后两种为 2年生实生苗
。

接穗采自本所野生移植

及高压移植母树隔年秋梢顶枝
。

留 1 一 2 个顶芽及 , 片的十叶
,
用劈接法

,

在荫棚下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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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 同 嫁 接 方 法 成 活 率 比 较

率活 %
了、

成数
、矛

活株
了、

成期日日几查
,

枪啤嫁 接 方 法
嫁 接 时 间
(年

,

月
,

日

一
一一一一一一译

.

J

—
接 1 98 1

,
4

,
4

,

}
嫁 接 数

…
一- 兰竺立

一

一
} 1 3 6 1 9 8 1

一
10

,
习

-

2 5
.

7

接 1 9 8 1
,

4
,

4
-

1 98 1
一

1 0 , 9
,

3 6
.

0

腹 接 1 98 1
,

4
,

4
,

1 98 1
5

1 0
,

9
,

3 4
.

0

表 2 嫁 接 后 保 湿 措 施 与 成 活 率 关 系

嫁嫁 接 方 法法 保 湿 措 施施 嫁 接 数数 成 活 数数 成 活 率率 备 注注
((((((( 株 ))) ( 株 ))) ( % )))))

切切 接接 不放苔醉不加盖盖 3 666 1 333 3 6
。

111 在荫栩下嫁接接

切切
·

接接 放苔醉加罩罩 1 000 777 7 0
.

000 在荫栩下嫁接接

腹腹 接接 不放苔醉不加盖盖 5 000 1777 3 4
.

000 在荫栩下嫁接接

腹腹 接接 放苔鲜加翠翠 888 888 3 7
.

555 在荫拥下嫁接接

接后盖上玻璃瓶
,
一个月后去盖

,

试验结果以博白大果油茶作砧木的保存率最为理想
,

达

8。纬
,

本砧为 63
.

1 % , 普通油茶作砧木比较差
,
为 4 6

.

7 %
,

详见表 3
。

表 8 不 同 砧 木 物 种 的 嫁 接 成 活 率

率)存%保 (数)存株保 (
检 查 时 间

数)接株嫁(
砧 木 嫁 接 时 间 嫁接方法

:
璐勺,口

4
介O普 通 油 茶 1 9 8 2

,
8
一

1 4 劈 接 1 9 8 2 , 10
,

1 9
,

} 1 4

本 砧 1 98 2 , 8一 1遴 劈接 1 98 2 , 1 0
,

1 9,
{ 1 2

博自大果油茶 1 98 2
一

8 , 17 劈接 1 9 8 2, 1 0, 1 9
,

} 2 4 8 0
.

0

5
.

不同时期嫁接对金花茶成活的影响
。

砧木选自本所普通油茶实生苗
,

金花茶实生苗及

博白大果油茶实生苗
。

嫁接时期 4 月
、

6 月
、

8 月
。

接穗选自本所高压移植母树去年秋梢顶

枝
。

采用劈接法
,

接后加盖玻璃瓶保湿
。

试验结果见表 4 。

表 4 不 同 时 期 嫁 接 的 成 活 率

嫁嫁接时期期 砧 木木 接 法法 接 数数 检 查 口 期期 成 活 数数 成活率或保存率率
((((((((( 株 ))) ( 年 , 月

,

日 ))) ( 株 ))) ( % )))

444 月月 普 通 油 条条 劈接接 3000 1 9 82 一 9
,

1 7
,,

444 13
.

333

666 月月月月 3 000 1 9 8 2
一

9
一

17
,,

000 000

888 月月月月 3 000 1 9 8 2
,

9
,

17
---

1 444 4 6
.

777

444 月月 本 砧砧 劈接接 2 888 1 9 8 2 ,
9

,
17 --- 1 555 5 3

.

日日

666 月月月月 2 000 1 9 8 2
,

9 , 17 --- 000 000

888 月月月月 1 999 1 9 8 2 , 9 * 17 --- 1 222 6 3
。

111

444 月月 博白大果油茶茶 劈接接 2 000 19 8 2一 9 一 17 --- 000 000

666 月月月月 2 000 1 9 8 2
,

9
,

1 7
---

000 000

888 月月月月 3 000 1 98 2
一

9
5

1了
---

2 444 8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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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见
,
无论是哪一种砧木嫁接都是以 8月份 ( 初秋 ) 的成活率比较高

,
6 月 ( 夏

季 ) 嫁接成活率低的原因
, 主要是气温高

,
接穗易因高温而干枯

。

二
、

金花茶的栽培试验

1
。

移植

( 1 ) 野生苗的移植

我们采用野生苗带土球移植
,
野生苗的移植

,

采取适当的措施
,
成活率较高

。
1 9 7 8年春

末从原产地所挖的13 株 (高 1
.

5米左右
,

已达开花结果龄 )野生大苗
,

土球直径 40 厘米左右
,

移

植于林荫下
,

成活率为 9 2
.

3 %
。 1 9 8 0年秋末所挖的 50 株

,

高 1 一 1
.

2米的 野生苗
,
同样移植

于林荫下
,

成活率为 88 %
。

由此得知
,
带土起苗

,

由于部分苗根仍和原土紧密结合
,
根系损

伤略少
,

几

而以这种移植法成活率是比较高
。

同时采用野生苗裸根移植
,

野生苗移植成活的高低取决于从起苗至栽植前这一阶段对苗

木的保鲜措施
,

如果能采取有效保鲜措施也可以获得较高的成活率
。

如 19 7 9年秋末我们从原产

地挖了 66 株 (苗高 1
.

5一 2米 ) 大苗
,

起苗后
,

因一时不能及时运回栽植
, 我们采取剪去部分

枝叶并把苗根浸泡于塘水中
,

运输时取出柔软的稻草与稻亩泥浆棍合裹根
, 6 一 10 株扎成一

捆
,
外用薄膜包扎然后运回

,
途中经常洒水保湿

,

到点后又因天气千早没有马上栽植
,
再次

假植于有上层林荫的水塘边 ( 水塘边挖假植沟时有水渗出 ) 达 2月之久
,

于 1 9 8。年 12 月初移

植于油茶林下
,
最近检查成活率仍达 9 6

.

9 %
。

又 1 9 8 1年12 月从防城马路公社随挖 4一 6 年生

的野生苗 ( 高。
.

5一。
.

8米 ) 79 株
,

苗伤根比较多
,

也没有剪叶
,

但在苗木保鲜方面采用湿苔

辞分株裹根
,

然后 10 一 20 株扎成捆
,

外用薄膜包扎保湿
,

途中经常洒水
,

时隔一周后移植于

引种点半荫棚畦上
,
二年后检查其成活率 9 4

.

7 %
。

根系恢复生长很快
,

新发出的侧根达 50

条
,
平均根长 5

。

6厘米
,

最长达 16 厘米
,

生长正常
。

( 2 ) 高压苗的移植

19 8。年从防城那良高压成活的 8 00 株压条苗中
,

压条苗剪离母体后
,

投有 剪 叶
,

又是远

距离运输
,

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

即不解除高压时的上球薄膜包和运输前把苗木土球放到水

中浸泡一段时间
,

让土球充分吸透水
,

然后 20 株扎成一捆运输
,
途中适当洒水保湿

,
到点后

即移植于设有荫栩的畦上
,

往后加强水分管理
,

半年后成活率均稳定在 85 %左右
。

( 3 ) 扦插苗的移植

插条生根成活后
,

春季扦插的苗一般在 7
、

8 月份就可以移植
,

但也可一年以后移植
,

视

扦擂的密度及基质肥力而定
,
如扦擂距离较宽且基质有一定肥力者

,

移植时间可往后推迟
。

扦擂苗移植成活率的高低与带土关系很大
,

带土移植成活率可达 95 % 以上
,
否 则 成 活率只

有 70 %左右
。

另外
,

移植后必须加强水分管理
,

保证土壤经常湿润
,
否则也容易因失水而死

亡
。

插条根系初期比较细弱
,

为了有利新根迅速生长
,
移植的土壤以原畦土加入 50 %的草皮

灰和适量厩肥为好
,
这种混合土肥比较疏松肥沃对生长有利

。

实践证明
,

移于这种土肥首植
株第二年新梢生长平均长 12

.

1厘米
,
而移于普通苗圃畦上 (黄泥土 )的新梢生长为 4

.

4厘乘
,

几乎相差 2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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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实生苗的移植

实生苗的移植四季均可进行
,

但以春季霉雨天气最为理想
,

在一般管理情 况 下 均 能成

活
,

移植后很快恢复正常生长
。

夏
、

秋季移植须特别注意加强水分管理才能获 得 较 高 成活

率
。

但此时移植 ; 由于高温干早
,

移植后 ( 裸根移植 ) 生长有一定影响
,

恢复生长慢
,

当季

不能抽芽生长
。

所 以夏秋移植
,

以带土移植为好
,
恢复生长快

。

2 栽培管理

( 1 ) 栽植方法

金花茶无论哪一种繁殖苗经过一次移植
,

植株健壮
,

根系生长 良好之后即可进行栽植
。

栽植时间以春初阴天无风之 日为好
。

栽植地应选择土壤疏松有一定肥湿 的微 酸 性土或酸性

土
,

栽植穴内适当加入草皮灰和厩肥混合作基肥
。

根据 1 9 8。年放基肥与不放基肥试验结果表

明
,

凡施用草皮灰加厩肥栽植的高生长比不施基肥的高 8
.

8 厘 米
,

茎粗大 。
.

12 厘 米
。

如果

采用盆栽
,

以选择侧根多无主根的无性繁殖苗为宜
。

盆径的大小视苗木大小 而 定
,

根据我

们上盆的 40 一 80 厘米高压条苗
,

一般采用直径 35 厘米
,

高 20 厘米的花盆已满足初期生长的需

要
,

往后须视换盆时植株大小及根系发展情况而定
。

盆栽的基肥以黄泥土
,

草 皮 灰 及 厩肥

混合为宜 ( 比例 4 : 4 : 2 ) ; 也可用塘泥混合草皮灰使用
。

栽植时
,

先用瓦片盖住盆底排水

孔
,

然后铺上一层厚 3 厘米左右的碎砖渣
,

以利排水
,

再在砖渣上放一层厚 3 一 4 厘米的混

合肥
,

接着把带土球的压条苗置放于盆中央
,

四周培入混合肥
,

培土高度
,

以超过土球 3 一

4 厘米为宜
,

最后在盆面盖上一层碎砖渣
。

应淋足定根水
,

日后晴天需早晚浇水一次
,

待生

长稳定后
,

浇水次数可视土壤千湿情况酌情浇水
。

( 2 ) 遮荫

金花茶是一种喜温
、

好湿
,

耐荫树种
,

忌强光照射
,

因此
,

栽植后应长期给以遮荫
,

这

是关系到金花茶生死衰盛关键性的管理措施之一
。

根据 1 9 8 0年播种及 1 9 8 1年盆栽所作的对比

观察
,

播种苗不遮荫的日灼比较严重
,

几乎 1 00 %受灼伤
, 3 一 5 %被灼死

,

叶黄小
,

生长不

良
,

而播于荫棚下的苗木生长旺盛
,

叶色亮绿
,

生长速度 比不遮荫的快一半以上
。

盆栽的植株
,

凡在荫棚下生长很好
,

叶色深绿
,

而不放于荫棚下
,

正午有阳光照射的植株生长稍差
,

叶色

常年处于黄绿状态
,

新梢生长比不上荫棚下的好
。

70 %左右的荫度为宜
。

可利用天然林荫
,

也可用竹帘或竹枝条搭成荫棚
,

荫棚以高棚 ( 1
.

7一 2 米 ) 为好
,

高棚通气良好
,

有利 于苗

木生长
,

也便于管理
。

遮萌不仅可防烈 日照射
,

而且也起保湿的作用
。

( 3 ) 水肥管理
1 ) 灌溉

:

金花茶是好湿植物
,

在缺雨的天气必须及时灌溉
,

才能保证正常生长
,

一般

在晴天早晚需浇水一次
,

在秋季特别干早的季节应采取灌水的办法
,

灌水法不仅土面湿润
,

而且可渗透到根以下土层
。

有条件者还可安装空间自动喷雾设施
,

从而满足其对空气湿度的

需要
。

2 ) 施肥
:

根据金花茶天然生长的立地环境条件
,

金花茶也是一种稍喜肥的植物
,

所以

栽植时必须放足基肥
,

基肥一般以厩肥
,

堆肥为好
,

这些基肥对改进土壤物理性态有很大作

用
。

此外
,

在栽植后的生长过程中还应适当追施一定的肥料
,

一年中追肥 1 一 2 次即可
,

追

施的肥料以有机肥为主
,

花生戮最好
,

可以干施也可以水施
。

水施是将花生鼓沤制腐熟后
,

加水稀释施入根际
, 干施是用捣碎的熬粉

, 以每株 ( 小苗盆栽 ) 平均 o , 5至 1两的数 量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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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旁挖浅沟施入
,

并盖上原土
。

千施以冬末初春为宜
,

水施各季可进行
。

( 4 ) 修剪

金花茶萌芽力很强
,

是一种耐修剪的植物
,

但由于长期生长于荫凉环境
,
形成了枝杆上

隐芽及腋芽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遗传特性
,

所以夭然植株侧枝比较少
。

若要获 得更 多 侧枝

的植株
,

培育枝多
,

叶茂
、

花繁
、

形矮的观尝用植株
,

必须通过人工修剪
,

从而促进多生侧

枝
。

修剪的方法
,
小苗可用摘芽法

,

大苗可用剪去顶枝的方法
。

实践证明
,

一
、

二年生小苗

摘去顶芽后
,

当年可从叶腋中发出 3 一 5 条侧枝
。 4 一 6 年生大苗摘去顶枝后

,

在腋芽中萌

发的新枝多达 23 一 30 条
。

修剪后
,

不仅树冠相对矮化
,

而且枝多
、

叶茂
、

树形美观
。

( 5 ) 中耕除草

中耕能疏松表土
,

减少水分蒸发
,

增加土壤空气流通
,

促进土壤中养分的分解
,

为根系

的生长和养分吸收创造良好条件
。

除草可以避免杂草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和水分
。

金花茶中耕

除草可结合进行
。

除草以除早
,

除净为原则
。

松土
,

除草次数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

( 6 ) 病虫害的防治

金花茶主要有叶枯病
,

蚜虫及卷叶虫三种病虫害
。

叶枯病及卷叶虫发生不普遍
,

只是有

时在个别植株上出现
。

叶枯病为害后叶片先从顶端逐渐往里枯死
,

严重者全叶枯落
。

我们采

取剪去枯死叶片部分烧毁的办法
,

以防蔓延
。

卷叶虫也是个别植株偶有出现
。

蚜虫出现次数

最多
,

为害面最广
,

每次抽芽展叶时几乎每株苗均受其害
,

被害后嫩叶卷缩不长
,

重者嫩叶枯

死
。

蚜虫
、

卷叶虫的防治方法是
,

当嫩叶开始萌发时
,

一旦发现有虫害
,

即用 1 / 5。。乐果喷

洒
,

立刻杀死
。

但只能杀死当代蚜虫害虫
。

不能一 次根除
。

第二
、

三次展叶时还会出现为

害现象
,

故在每次萌发新叶时都必须及时防治
。

一般喷药 后
,

嫩叶均可恢复正常生长
。

三
、

小 结

1
.

根据初步摸索
,

金花茶嫁接时期春
、

秋季均可进行
,

其中以秋季最为理想
,

嫁接砧木

以博白大果油茶效果较好
,

次为本砧
。

接方法
,

以劈接稍优于其它方法
。

但嫁接后必须盖玻

璃瓶保湿
。

这是成活与否的重要措施之一
。

2
.

金花茶野生苗移植成活率高低取决于起苗方法及对苗木在移植前的保鲜措施
,

带土球

起苗移植成活率高
,

可达 88 %左右
,

裸根起苗远距离运输
,

必须在运输前给足水分 ( 可放水

中泡根 1 一 2天 )
,

并用保湿性能良好的材料 ( 如苔醉 ) 包裹根部
,

运输途中要经常浇水,

且移植后要加强水分管理
,

才能获得较高成活率
。

3
.

金花茶栽植时必须在70 %左右的荫度下进行
,

栽植后要加强水分管理
。

栽时放足基肥

后每年追施 1 一 2 次在鼓饼肥即可
。

4
.

培栽矮化
,

多枝
、

叶茂
、

形美的植株
,

必须进行适当的摘顶芽或剪顶枝的修剪措施
。

5
.

主要病虫害是叶枯病
,

卷叶虫及蚜虫
。

叶枯的防治可用剪去枯叶部分烧毁
,
卷叶虫及

蚜虫可用 1 / 5 0 0乐果喷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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