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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柑桔茎尖微型嫁接成苗率研究

陈如珠 李耿光 张兰英 李开莲
(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

广州 5 1 0 6 5。 )

摘要 砧木积壳
、

酸桔
、

福桔
、

酸橙
,

柠檬在不同天龄与接穗
“

红江橙
”

进行嫁接试 验
。

结

果表明
,

他们最适于嫁接的时间分别为 1吐
、

1 6
、

23 一 25
、

1 6
、

19 天 ; 接穗为三叶原基时
.

相 应 最

高成苗率为75
.

。男
、

76
.

5多
、

50
.

0拓
、

57
.

1多
、

“
.

7万
。

接穗是四叶原基时
,

成苗率可达 1 00 拓
。

还试验了一些技术措施如嫁接技术
、

方式
,

接穗
、

砧木管理等与嫁接成苗率 的 关 系
。

嫁 接 试 管

苗经自来水浸饱一天
,

1 00 p p m 蔡 乙酸处 理一小时
,

移植于新土
:

珍珠岩 ( 7 :
3 ) 的混 合 土

中
,

在适宜的温度下
,

成活率达80 、 90 形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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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病毒病随着栽培面积的不断扩大和检疫制度不完善
,

流行越来越广
。

黄龙病等危害

极大
,

有的种植区甚至趋于被毁灭
。

因此消除黄龙病等病毒病
,

已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之

一
。

热处理
、

茎尖培养
、

茎尖微型嫁接
、

珠心苗培养等都能获得无病毒植株
,

但有一些技术

不够完善
,

有一些出现童期现象等
。

采用茎尖微型嫁接培养无毒苗的技术研究 始 于 1 9 7 2 年
1“ 3

,

接着 N a v a r r 。 等 〔 “ 〕对无病毒苗的获得和鉴定技术作进一步的完善
。

我国李耿 光 等 〔 ` :

首 先报道了甜橙
、

碰柑
、

蕉柑的茎尖嫁接研究
,

后来蒋元晖等 〔 2 〕获得脱毒脐血橙 植 株
,

赵

学源等 〔名〕还用这一技术鉴定我国栽培品种的裂皮病
。

前人的结果表明
,

茎尖嫁接不但 能 脱

毒
,

而且能克服童期现象
。

现在
,

美国
、

西班牙
、

意大利等国已应用于生产
。

为使这一技术

尽快在我国推广
,

我们在提高嫁接成苗和移植成活率
,

以及适用不同地区的砧木方面
,

做了

一些生产应用性试验
。

材料与方法

1
、

砧木种子的消毒和培养

供试砧木有积壳 ( P o , e i r “ s 才r ` f
o

l`a t a )
、

酸桔 ( C “ r u s r e t` c 。 ! a t a B l a n c o
·

)
、

福桔

( C
.

r e r i e u
l a * a B l a n c o )

、

酸橙 ( C
.

a u r a n才i“ 优 L
.

)
、

柠檬 ( C
.

l f m o n ( L
.

) B u r
m

.

f
.

)

等
。

从成熟的果中取出种子并冲洗干净后
,

用小块纱布包住放于 5 5
.

5一 56 ℃温水中热处理 30

分钟
,

旨在保证砧木不带毒
。

在无菌条件下用 0
.

1 % H g c1
2
浸泡 10 一 15 分钟

,

无菌水冲 洗 干

净
,

剥去种皮接种于不含任何激素的M S培养基上
。

黑暗条件下发芽
,

温度 27 士 1 ℃
。

2
、

接稼处理

试验以优良品种
“ 红江橙 ” 作接穗

。

选择健壮的刚抽出 2 一 3 o m 长的新梢
,

去除 较 大

的叶片
,

滤纸吸干后用 0
.

1 % H g C I
:

消毒 5 一 10 分钟
,

备用
。

3
、

微型嫁接及培养

采用李耿光等 〔 ’ 〕方法嫁接
。

接穗大小为 2 一 3 个叶原基 ( 约 o
.

18 m m 长 )
,

嫁接后小心

插入用滤纸作支持物的 M S液体培养基中
夕

蔗糖浓度 7
.

5 %
,

p H S
.

8
。

在光强 2 0 0 0勒克司
,

光

照12 一 1
.

4小时
,

温度 26 士 2 ℃条件下培养
,

一周后及时去除砧才不定芽
。

待嫁接小苗长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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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片叶后
,

转移于大
一

号试管中
,

这时培养基蔗糖 浓 度 改 为 2 一 3

%
。

4
、

嫁接试管苗移栽

移植前将试管苗置于室内自然

光下锻炼一周
。

取出苗充分洗干净

并在清水中泡一天
,

再用 1 00 p lP n

的蔡乙酸浸根 1 小时
。

栽植于消毒

表 1 不同砧木与红江橙嫁接成苗的关系

砧 木
最佳嫁接苗龄

( 天 )
嫁接株数

( 株 )
成苗株数

( 株 )

积壳

酸桔

福桔

柠檬

酸橙

1理

2 6

2 3一 2 5

l 9

] 6

4 5

1 7

2 9

1 5

2 6

2 6

1 3

1魂

1 0

1 2

土壤 ( 或新土 ) 与珍珠岩混合土 中
,

种植后用薄膜套罩保湿
,

置于室内散射光下
,

待小苗长

出 1 一 2 片新叶后
,

移入隔虫网室按常规育苗管理
。

结果与讨论

一
、

不同砧木与妹披成苗率的关系

在华南柑桔产区
,

有水田种植
、

坡地
、

丘陵地种植等
,

气候条件亦有干旱
、

多雨等
。

不

同产区要求相应的适于生长的砧木类型
。

茎尖微型嫁接脱毒也应该选择不同的砧木作嫁接材

料
。

为此
,

我们采用了五 种典型的常用砧木
,

试验它们的成苗率和红江橙嫁接的亲和性
,

如

表 1 所列结果
。

从中得出
,

上述五种砧木都表现能与接穗亲和
,

且有生产的 实 用 意 义
。

其

中
,

酸桔
、

柠檬作砧木的成苗率要 比积壳
、

酸橙
、

福桔高
。

我们还观察到
,

砧木不定芽的萌

发以酸橙
、

酸桔
、

福桔较早
,

约 9 一10 天
,
柠檬

、

积壳约 12 一 14 天左右
。

砧木不定芽萌发与

嫁接成苗率无明显关系
,

嫁接芽的萌发与砧木强弱有关
,

强壮的砧木荫发早
。

这一结果为茎

尖微型嫁接脱毒苗推广于不同类型产区提供依据
。

二
、

提高奎尖嫁接成苗率

柑桔茎尖嫁接培养无病毒苗这一技术要应用于生产实践
,

提高成苗率是主要的环节
。

而

这一环节除砧木与接穗的亲和性外
,

与砧木的生长时间及生长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

由于不同

种类砧木的发芽
、

生长速度不同
,

从播种到适于嫁接 (
_

L胚轴长 2
.

0 c m 以上 ) 的时间 有 差

异
。

因此
,

对各种砧木进行不同天龄嫁接试验
,

结果列于表 2
。

表中数据是按照我们的培养

条件从三次重复试验所得的结果
。

从 中看出
,

不同砧木有各自最适嫁接时间
:

积 壳14 天
,

酸

桔 26 天
,

福桔 23 一25 天
,

柠檬 19 天
,

酸橙 16 天
,

在它们的最适嫁接时间内
,

成苗率高的如酸

桔可达 76
.

5 %
、

积壳为 7 5
.

0 %
,

较低者为福桔 50 %
。

若不在此期间内
,

成苗率明显降低
,

甚

至为零
。

以上结果与我们以前 ( 李耿光等
’

) 的基本一致
,

再次证明掌握砧木的最适 嫁 接

时间进行嫁接是提高嫁接成活率 的关键环节
。

另外
,

我们 以酸桔作砧木
,

试验不同茎尖大小的嫁接
,

结果是
:

只含一个叶原基的全部

接穗不能接活 ; 含有二个叶原基的接穗
,

成活率极低
,

在 12 一 19
.

2 %范围内
; 而三个叶原基

的
,

成活率则达 7 6
.

5% ; 四个叶原基的
,

达 1 00 %
。

根据 N a v ar or 等 [ “ 」的研究证实
,

只有小

于 0
.

1 8 m m 长度 ( 约三叶原基 ) 的茎尖
,

是不带病毒的
。

虽然四个叶原基的成活率高
,

但不

能脱毒
。

因此
,

在寻求提 高成苗率的 同时
,

必须考虑嫁接苗是否完全脱毒
,

此技术才能真正

地应用于生产上
。

要提高嫁接成苗率
,

除上述因素 及我们以 前研究的控制某些实验条件 ( 如蔗糖浓度
,

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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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不同时间的砧木与红江祖缘接的成苗率
目

`

自赫…
-一

俞彰…亩影嗜丁备简
~

亩

{一七
红江橙接穗为三个叶原基

。

木的光照
,

接穗激素处理和培养条件等 ) 外
,

根据我们实验室多年的工作体会
,

还需具有熟

练的嫁接技术
,

采用 “ 倒 T ” 式嫁接
,

接穗是抽出 2 一 2
.

s c m 长的梢
,

及时去除砧木不定芽

等
。

三
、

提 离稼接苗移栽成活率

柑桔嫁接试管苗移植的成活率与移植前处理
,

移植的时间和条件密切相关
,

我们试验了

下面几个因子
。

1
.

移植前处理
: 当嫁接苗在试管内具有 3 一 4 片真叶并长出幼嫩根系

,

生长旺盛时
,

将试管从恒温培养室中移至常温室内自然光条件下锻炼一周以上
,

然后将小苗从 试 管 中 取

出
,

自来水冲洗后再放于盛有 自来水的烧杯中一天
。

经过这样处理后
,

临植前再用10 0 p p m

蔡乙酸泡 1 小时
,

小苗的成活率 比从试管取出冲洗后立即栽植的提高将近一倍
。

移植后一个

月检查
,

前者平均成活率 8 3
.

3 %
,

后者 4 4
.

4%
。

主要原因可能是
:

小苗从高渗透压培养条件

下取出
,

从异养转入自养
, 同时叶片气孔处于开放状态

,

失去正常调节功能
,

极易失水萎 蔫
〔` ,

,

需要有一个生理适应过程
。

此外观察到
,

后者死亡主要从根颈腐烂开始
。

2
.

土攘及培养条件
: 试验土壤为消毒栽培土或新土与珍珠岩配 比

。

结果是 :
70 % 的土

和 30 %珍珠岩的配 比最佳
,

成活率达 9 3
.

3 % ( 30 株统计 )
。

不经消毒的栽培土 + 珍珠岩 ( 7 :

3 )
,

移栽苗大部分死亡
。

小苗定植后
,

应用渗透法浇水
,

切忌在新 叶 抽 出 前 浇 营 养 液

( H ao g al n d 溶液 )
,

否则会引起小苗大量死亡及霉菌滋生
。

但是
,

当嫁接苗新叶抽出后
,

用适量的营养液浇洒
,

则能加速小苗生长
。

3
。

温湿度条件
:

刚定植时
,

为了保湿
,

移植盆均应套上塑料薄膜罩
,

经过一周后
,

视

小苗生长良好
,

半揭开薄膜
,

新叶抽出后完全揭开 , 如薄膜覆盖太久
,

会因通气条件不好或

湿度过大而引起小苗死亡
。

在温差不大 ( 22 一 30 ℃ )
,

空气湿度较大 ( 85 % 以上 ) 的季节
,

试用恒温培养室与室温移植
,

结果无多大差异
。

只要注意以上几点
,

嫁接试管苗成活率一般可达 8 0一 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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