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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银杏 ( Gn ih g ob l i ob az )小苗 (一
、

二年生 )嫁接试验结果
.

单芽切 接
、

腹 切 接不

仅成活率高且操作简便
、

工效高
,

是小苗嫁接值得推广的稼接方法
; 嫁接时期应以秋接为主

、

春接为辅
,

秋季嫁接时间长达二个半月
,

成活率高而稳定
、

生长期较长; 砧木和接称的年龄对成活率无大影 响
.

建议

用多年生 ( 3 一 5 年 )接穗嫁接
,

以利提早结实 ; 一年生双砧嫁接
.

是快速育苗的重要手段之一
。

关键词 银杏 ; 嫁接

银杏是原产我国珍贵树种之一
,

常作为果
、

林两用栽培
。

江苏
、

浙江
、

山东等省
,

多用

高接 t ’ 1
,

广西用分株繁殖
,

开始结实年龄都较晚
。

为了探索银杏提早结实的途径
,

在 繁殖

方面
,

我们采用小砧嫁接
,

1 9 82 一 1 984 年
,

分别对嫁接方法
、

嫁接时期
、

快速育 苗 进行 试

脸
,

现将结果作一小结
。

材 料 和 方 法

供试砧木采用本所繁殖的银杏播种苗
,

选择砧禾年龄为当年生
、

一年生和二年生
,

地径

粗0
。

5厘米以上的植株 , 接穗采自桂林雁山农械厂及兴安县高尚
、

漠川
、

白石等 公 社
,

选择

优株树冠外围中部
、

无病虫害
、

芽饱满
、

尚未萌动的 当年生
、

一年生和多年生健壮枝条
。

比较不同嫁接方法 (包括单芽切接
、

腹接
、

腹切接和丁字形芽接 )
、

不同嫁接时期 (包括

春季和秋季 )
、

不同砧木年龄
、

不同接穗年龄对成活的影响
,

比较双砧和单砧嫁接对提 高 出

圃率的作用
。

结 果

一
、

稼接方法与成活率

采用二年生植株做砧木
,

接穗采自同一植株当年生枝
,

由嫁接技术熟练的人操作
,

嫁接

时期在秋季相同的时间进行
,

对不同嫁接方法进行比较
,

试验结果见表 1
。

表 1 嫁接方法与成活率的关系

稼 接 日 期 !砧木年酬接稼年酬稼接株数
成活率
( % )

19 8 4
,

1 9 8 4
-

1 9 8 4
-

1 9 8 4
,

8 一 1 7

8
一

1 7

8
一

1 7

8
一

1 7

当年枝

当年枝

当年枝

当年枝

从表 1 看出
,

除丁字形芽接成活

率偏低外
,

其他三种嫁接法
,

成活率

均在 ” %以上
,

都是可以采用的嫁接

方法
,

而单芽切接和腹切接
,

不仅成

活率高
,

而且操作简便
、

工效高
,

经

过几年的试脸
,

我们认为单芽切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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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切接是银杏小苗嫁接值得推 广 的 嫁 接

法
。

单芽切接春
、

秋嫁接均可采用
,

腹切

接适于秋接
。

提高嫁接成活率应注意的几点
:
接德

要新鲜
、

芽要饱满且未萌动 ; 宜在无风
、

无

雨天嫁接
; 刀要利

、

动作要快
,

穗芽背面

的长削面切 口要平滑 ; 穗
、

砧形成层要互

相对准 ; 捆绑要紧
。

表 2 嫁接时期与成活率的关系

行表 3 不同时期嫁接对接芽展叶的鬓畴

嫁接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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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攘续时翔与成活率

我们侧重探明春接和秋接 的 适 宜 时

斯
,

用腹切接和单芽切接法
,

由嫁接技术

熟练人操作
,

于 1 9 84 年逐月进行嫁接
, 1 9 8 5

年 3 月 8 日检查
,

结果见表 2 。

从表忍 看出
,

在本地区春接从 2 月24

日至 3 月2台日
、

秋接由 7 月 30 日至 10 月 1 9

日都是适宜嫁接的时期
。

嫁接成活率都较

高
,

其申 a 月 31 日成活率略低
,

可能与接

穗在高温天气情况下
,

贮藏过久有关
。

秋

接接芽当年易于展叶 (表 3 )
,

9 月前嫁接
,

单芽切接展叶率达 22
.

2 %一4 7
。

4%
,

而腹

切接展叶事很低
,

接芽展叶
,

耗掉芽内贮

藏的养分
, _

后形成的新芽不够饱满
,

对翌

年抽梢生长有一定影响
,

10 月份起
,

气温

逐渐下降
,

接芽则无展叶现象
。

秋接注意

保持土壤湿润是成活的重要条件
。

春接成

活率不如秋接高
,

而且不稳定 ( 表 4 )
,

同

是 8 月中旬采用单芽切接
,

成活率相差达

20 %
,

可能与本地春季气温不稳定有关
。

另外
, 合月招日嫁接成活率虽高

,

但因季节

较晚
,

接芽当年不抽梢生长
,
只是长叶子

。

总之
,

秋接时间 长达 2
.

5个月
、

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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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春
、

秋两季嫁接推梢率比较

抽梢株数 !娜掀
,

厂仲件, 钟泞一
~

一一
声遭61盯

ù扭品OJ气J性几p弓甘

兰生竺里
`竺 }j 少竺

19

麟 秋 钾 } 琳
~

卫些堡兰些 }一 {竺丝一

率高而稳定
、

接芽翌春萌发早
、

(表 5 不
丁

面春接时间短约一个月

抽梢率高
班以年 6月幼日稠查

。

、

成活率低而不稳定
、

萌发生长较秋接晚 1 0夭左右
、
抽梢率

较低只有秋接的 56 %
。

故嫁接时期应以秋接为主
,

春接为辅
。

东
、

不周砧盼
、

雄幼对成活生长的攀. 砧木年龄对嫁接成活 率 无 大 影响 (表 2 )
,

而

对嫁接后第一年抽梢生长状况影响较明显 (表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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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6 看出
,

二年生砧嫁接苗抽梢率

高
、

5。厘米以下植株比例小
、

出圃率高 ;

一年生砧嫁接苗则相反
,

抽梢率低
、

50 厘

米 以下苗多
、

出圃率不到2 0%
,

这主要是

一年生砧的根系还不够发达
,

营养面积小

的关系
。

故一般情况下多用二 年 生 砧 嫁

接
,

但是也可 以用一年生砧嫁接
,

接后让

其生长二年再出圃
,

效果一样
,

而大量嫁

接时可以灵活掌握
。

接穗年龄对成活率有所影 响 (表 7 ) 当

年生枝较多年生枝接穗易于成活
,

但也不

绝对
,

在嫁接技术熟练情况下
,

多年生接

穗的成活率也很高 (9 3
.

7% )
,

而且结果枝

的花芽 (混合芽 )
,

嫁接在根系发达的二年

生砧木上
,

90 %的植株正常抽梢生长
,

但

接在一年生砧上
,

抽梢率仅为20 一30 %
,

多数接芽第一年仅长叶片并形成饱满的顶

芽
, 一
待次年才抽梢旺盛生长

。

健于多年生接穗成活率也较高的事实
,

穗
,

有利于提早结实
。

表 6 1 9 8 2年一 1 9 84年嫁接苗高生长比较

嫁接

成活

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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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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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接穗年龄与成活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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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小苗嫁接
,

尽可能 用 多 年 生 ( 3 一 5 生 )接

四
、

双砧嫁接与快速育苗 银杏嫁接苗不论是一年砧或是二年砧
,

一般都要三年才能出

圃
,

为了尽快培育出合格苗木
,

力争在二年出圃
,

1 9 8 3年 3 月
,

我们进行双 砧 嫁 接 试验
,

试验结果说明
,

双砧嫁接二年出圃是可行的 ( 图 1
、

表 6 )
。

从表 6
、

图 1 看出
,

同是一年生砧木
,

单砧嫁接二年出圃率不到20 %
,

而双砧根系加大

一倍
,

嫁接合格苗增加到 75
。

9%
,

而且苗木粗壮
,

顶芽饱满
,

70 ~ 80 厘米高的大苗达 27 %
。

双砧苗出圃率仅次于 1 9 8 3年二年生留床砧嫁接苗
,

与 1 9 8 4年二年砧 (留床 )嫁接苗 出 圃 率 接

近
。

这表明
,

用一年生双砧嫁接
,

可使苗木出圃率大幅度提高
,

由一般三年出圃为二年出圃
,

从而节省了一年的育苗时间
,

达到快速育苗的 目的
。

双砧嫁接快速育苗的关键在于
:
培育粗壮砧苗 , 适时早播

,

加强肥水管理
,

生长前期追

肥 4 一 6 次
,

并加强中耕除草
,

当地径 0
.

5厘米以上即可嫁接 , 春
、

秋季均可嫁接
,

嫁接操作
.

两砧同在离地面 10 ~ 12 厘米处截断
,

在两砧对称的一面
,

于皮层与木质部之间各纵切一刀
,

长2
.

0~ 2
.

5厘米
,

再在接穗两面
,

从芽基部起于皮层与木质部之间平削一刀
,

并在切 口下端

再削一斜面
,

将接穗插入两砧削面中
,

对准形成层
,

捆绑紧
,

管理与一般嫁接同
。

结 果

1
。

银杏小苗 (一
、

二年生 ) 嫁接
,

以单芽切接
、

腹接和腹切接成活率最高 (均达 93 % 以

上 )
.

三种方法都适用于银杏嫁接
,

而单芽切接和腹切接
,

不仅成活率高
,

且操作 简 便
、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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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助

效高
,

是值得推广的嫁接方法
,

腹切接适于

秋接
,

单芽切接春
、

秋嫁接均可采用
。

2
。

嫁接时期应以秋接 ( 7 月 30 日至 10 月

19 日 ) 为主
,

春接 ( 2 月下旬至 3 月下旬 )

为辅
,

秋接时间长达二个半月
、

成活率高而

稳定
、

抽梢率高
、

生长期较春接长 ; 春接时

间短
,

约一个月
,

由于春季气温变幅大
,

嫁

接成活率不稳定
,

故春接适宜作补充嫁接
。

3
。

砧木年龄与接穗年龄对成活率 影 响

不大
,

一年生和二年生砧嫁接
,

各有特点
,

生产上可以用一
、

二年生砧嫁接
,

出圃时间

都需要三年 , 用 3 一 5年生枝作接穗
,

有利

于提早结实
。

4
。

用双砧 (一年生 )嫁接
,

可 以大 幅 度

提高二年生嫁接苗出圃率
,

由一般三年出圃

为二年出圃
,

是银杏快速育苗的重要手段之

一
。

快速育苗成功的关键是培育粗壮的砧苗
。

、

1’ } 2 1 3 4 【5 } 6 }
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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