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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米用 1一 3年生青皮砧木
,

用镶杖接
、

嵌合接
、

劈接和腹接法嫁接
,

成活率为盯
.

肠一抓
.

82 劣
,

以镶

枝接最好
。

用长滩
、

拉江和青皮接穗嫁接
,

成活率为 6 〕一 80 万
,

以拉江接穗最好
。

嫁接苗早期结果
,

按后 90 天

80 一 88 形的植株结果并保持原品种优良类型
。

前 言

岁汉果 ( L u o h a o g u o , s i r a i t i a s r o s v e n o r i ( S w i n g l e ) C
.

J e f f r e y ) 为我国特 有的 经

济植物
。

果实营养价值很高
,

含有丰富的葡萄搪
、

果糖
、

三菇试甜味质
、

蛋白质和维生素丙
。

广泛应用于医药
、

饮料和调味品等
,

畅销国内外
。

目前罗汉果传统繁殖方法适应不了大力发

展的需要
。

罗汉果传统的繁殖方法是采用压蔓繁殖
,

高产的优株或优良品种
,

繁殖 材料 少
、

系 数

低
。

种子繁殖
,

幼苗期性别难分
。

嫁接繁殖能保持母本的优良特性
,

有计划地繁殖雌雄株
,

提早结采
,

提高优良品种的适

应性
,

接换良种改造低产园
,

配置花期一致的优良授粉品种
,

是罗汉果生产实现良种化的重

要手段
。

为此
,

我所自1 9 7 9

一
1 9 8 1年进行罗汉果嫁接繁殖研究

,

并取得成功
。

现将研究结

果报道如下
。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设在我所罗汉果园
。

砧木采用青皮果实生苗或无性苗 1一 3 年生
。

接穗采自 1一 5

年生的长滩
、

拉江果和青皮果优株
,

无病虫害
,

芽眼饱满
,

尚未萌动或刚萌动的 当 年 生 新

梢
。

接穗在早上 7 一 9 时采集
,

采下的接穗及时剪去叶片万一万
,

然后插在水瓶中
,

置荫凉

处备用
。

除嫁接方法比较试验外
,

其他试验项 目均应用镶枝接方法
。

镶枝接
:
采用单芽接穗

。

削穗方法
: 以藤蔓节为中心

,

在芽的两侧用刀片削去皮层
,

上

下各长 1
.

5厘米
,

两端削成楔形
。

剖砧
:
选主蔓基部弯曲度与接穗相似的节

,

用刀片对准 节

为中心自上而下纵切一刀
,

切口与接穗等长
,

其深度可根据接穗粗
,

以接穗镶入
,

砧穗皮层

能对准为宜
,

然后拉开切 口
,

镶入接穗
,

加以绑扎 ( 图一
,

1 一 4 )
。

嵌合接
: 以接芽为中心

,

上下各留长 1
.

2一 1
.

5厘米
,

在芽的反面削去皮层
,

正面两端削

成 45 度短斜切面
。

剖砧
:
选藤蔓弯曲度与接穗相似的节间

,

向上
、

下切开皮层
,

与 接 穗 等

长
,

将接穗自一侧嵌入
,

如接穗与砧木不等粗时
,

可对准一边皮层
。

绑扎时露出芽 眼 与 叶

片 ( 图一
,

5 一 8 )
。

腹接
:

接穗采用单芽或双芽
,

在芽的两侧斜削一刀
,

呈楔形
,

长 1
.

5一 2
.

。厘米
。

剖砧在

砧木节上 0
.

5厘米处直切一刀
, 切 口与接穗等长

,

插入接穗
,

然后绑扎 ( 图二
,

1一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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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

主一 4 镶枝接
.

6一 8嵌合接
,

劈接
:
接穗削法同腹接

。

削德:
`

2 剖砧;

削穗
; 6

.

剖砧 ;

插穗;

插穗 ;

绑扎
.

绑扎
.

剖硫 选主蔓离地面 l。一巧堪米平直处断砧
,

:

藻准鳌本中心纵
切一刀

,

与接德削面等长为度
,

将接穆插入砧木切 口
。
如接德小于磺木

,

层一边
,

然后绑扎 ( 图二
,

5 一 8 )
。

侧崖吮鬓毅砧木皮

绑扎
、

保湿与遮称 当接穗擂入砧木时
,

用宽 0
.

5一。
.

8厘米
,

长20 一肠厘朱的塑料带
,

将嫁接口一圈压一圈
,

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扎紧
。

嫁接苗在加一 i沃内 ,
一

傲好保翻指承访言
同时经带抹除砧木上的萌芽

,

以促进嫁接苗生长健壮
。

、 `

一

补一

试脸结果与讨论

高
,

象
,

一
、

嫁接方法比较试验
。

试验结果 ( 表 1 ) 表明
,

镶枝接与嵌合接比腹接和身接成活率
特别是镶枝接有剖砧

、 一

镶芽容易
,

砧穗接触面大
,

:

接 口愈合好
,
没有 `

匆翰护 畴枯 现
但砧淞须及时抹芽

。

嵌合接接口愈合面大「前称容易
,

但绑扎瞬姨舀:窿癖爵于接称上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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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

1一4 腹接
,

1
.

削稍 ; 2
.

部砧; 3 插穗
;

4
.

.

绑扎

6 一 8 劈接
,

5
.

削穗 ; 6
.

剖砧; 仁 捅稼; 8
.

绑扎
。

表 1 罗汉果嫁接方法比较试验

率)活书成̀
嫁接方法

供试株数
( 株 )

成活株数
( 株 )

镶枝接

嵌合接

腹 接

劈 接

品 种

砧 木 } 接 穗

青皮果 1
长滩果

青皮果 } 长滩果

青皮果 … 长滩果

青皮果 } 长滩果

注
;
砧术均为 , 年生留; 接德均为、 级倒变认1朋 1年。月上旬像接

,

7月托日调查成活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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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 露
,

成活后有些植株出现
“
跨 口 ” 回枯现象

。

劈接嫁接苗成活后生长迅速健壮
,

砧木除去萌

芽工作量少
,

但要求较高的遮荫保湿条件
,

同时嫁接不成活的植株
,

由于嫁接时已断砧
,

就

不能再进行补接
。

二
、

嫁接时期比软试验
。

为了探明罗汉果适宜的嫁接时期
, 1 9 8 0年 5 一 8 月进行分期嫁

接比较试验
。

结果表明 ( 表 2 )
,

在整个旺盛生长季节
,

只要掌握正确技术和做好遮荫与保

湿工作
,

嫁接成活率达 7 0
.

0 0一 94
.

44 %
,

以 6 月上旬嫁接成活最高
。

为了使嫁接苗达到当年

开花结果
,

并在过冬前形成粗壮的主蔓
,

有利于安全越冬
,

嫁接的时期宜早
,

以上半年为嫁

接适期
。

在高温
、

干旱和多雨气侯嫁接成活率明显下降
。

表 2 罗汉果嫁接时期比较试验

}
:钻 种

( 1仑5 0年 )

试株数 { )戊乳叫朱数 1 成活率
( 株 少 l ( 株 〕 } ( 界 )

n.八U二八皿U八Uóltn“
0O
J任
0
ùX̀U卜八
ù

708594阴897080
J呼任.甲̀J任滩
ō月住二连,几.通d土n乙注

ù
,1,口0

几jIlO八八“OJ八”n”2
几翻,二Qn刃勺山伙八O

嫁接时期 {一
- -

- - - - - -

一
{ - - -

一 一
-

-

一 一 }

! 砧 木 一 接 穗 {

下丽荀
一

一一{
青皮 ; … 青皮果

;

…
” 月下旬 { 青皮果 … 青皮果 {
“ 上旬 { 青皮果 { 青皮果 {
“ 月下旬 l 青皮采 … 青皮果 {
了月上旬 1 青皮果 】 青皮果 i
了月

一

卜旬 1 青皮果 … 青皮果 {
8 月

一

卜旬 { 青皮果 { 青皮米 }

三
、

不同品种嫁接比较试验
。

青皮果是罗汉果 当前生产上的当家品种
,

全区估计 有 40 0

万株
,

占总产 75 %
,

它适应性强
,

山区和低丘陵均能生长良好
,

但品质较长滩 果
、

拉 江 果

差
。

为了探明以青皮果做砧木
,

嫁接优质品种长滩果
、

拉江果和青皮果的优株的效果
,

进行

了不同品种嫁接比较试验
。

试验结果 ( 表 3 ) 指出
,

三个接穗品种嫁接到青皮果砧木上效果

均佳
,

嫁接成活率 68 一 80 %
,

嫁接苗当年有80 %以上的植株开花
、

结果
,

并能保持母本的优

良持性
,

提高优良品种长滩果
、

拉江果的适应性和早实性
。

在长滩果和拉江果原产区植株种

植 3 一 4 年后开始结果
,

在低丘陵和平原地区引种长滩果
,

至今未见有弘种成功的报道
。

我

们采用青皮果二年生压蔓苗作砧木嫁接长滩和拉江果
,

嫁接苗在嫁接当年就有 80 一 85 %的植

株正常开花结果
,

比原产区提早 1一 2 年开花
、

结果
,

而且还保持长滩矜 拉江果的优良果

型
。

这说明采用嫁接技术
,

把低产的青皮果换接高产优良品种
,

能在短期内提高罗汉果的产

量和品质
,

加快罗汉果生产良种化进程
。

表 3 罗汉果品种嫁接比较

一一一鱼一 - 一丝一一
-

{
嫁接时、

接 穗
一

{ 砧 木 {

供试株数
( 株 )

成
翰誉 成活串

( 万 )

青皮果

拉江果

长滩果

青皮果

青皮果

青皮果

1 0 5 1年 6月上旬

l o a z年 5月上旬

1 , 5 2年 5月上旬

3 0

2 0

2 5

2 1

1 6

1 7

7 0

8 0

6 8

注
:
调查时期

.
1 9 8 1年 6月上旬

.

四
、

砧木年龄嫁接比较试验
。

采用青皮米 1一 3 年生植株做砧木
,

比较不同年龄砧木对

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

试验子拓初年 6一 6月进行
,

共四个组合
。

试验结果 ( 表 4 ) 表明
,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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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生的青皮果做砧木嫁接成活率达 81
,

6 6一盯
.

n %
,

富
,

根系发达
,

主蔓粗壮
,

而嫁接成活率也有所提高
,

苗比 1一 2 年生无性苗成活率高
。

随着砧木年龄增高
,

块茎贮藏养分丰
3年生砧木成活率最高

,

1年生实生

表 4 罗汉果砧木年龄比较试验

,
一

多木年龄 } 接 穗 {
青皮果 `年生无性苗 …一- 清又桌一
青皮果 1年生实生苗 } 青皮果

青皮果 ”年生植株无性苗1 青皮果

青皮果 2年生植株无性苗} 青皮果

成居率 一
( 男 )

8 1
.

66

8 3
.

52

9 1
.

1 1

8 6
_

2 5

争
_

注

当年有少数植株开花结果

当年有部分植株开花结果

当年有部分植株开花结果

五
、

接穗成熟度嫁接比较试验
。

试验结果 ( 表 5 ) 表明
,

接穗的成熟度对嫁接成活率影

响很大
,

以藤蔓上叶已定型的新梢作接穗嫁接成活率最高
,

达 85 %
,

而展叶未定型的嫩梢次

之
,

仅 45 %
,

未展叶的嫩梢嫁接均不成活
。

这与接穗的营养与水份状况有关
。 「 `

一 六、
.

一

接穗留叶与不留叶嫁接比较亏却睑
。

采用相伺 成熟留叶与不留叶的接穗嫁接
,

其成活

率 ( 表 6 ) 有显著的差别
。

接穗留叶万一写片的处理
,

嫁接后 7 一 10 天
,

接 口形 成 愈 合 组

织
,

13 一 15 天接芽荫动
,

20 一 25 夭新梢迅速生长
、

犀叶
,

嫁接苗稳定成活
,

成 活 率 达 65 一

80 % , 而接穗不留叶的处理
,

嫁接后 3 一 5
`

夫接芽即枯死
,

无一成活
。

这主要是罗汉果为草
质漆本

, ;
接穗水份含量多

,

营养物质少
,

接穗留叶能继续进行光合作用
,

一

制猎营养物质
,

延

长接芽的寿命
,

直到砧穗接口愈合
,
维瞥束修复

,

沟通
, ·

砧穗成为统一有机体
,

而示留叶的接

穗犷 {在砧穗切口未愈合前
,

·

由于水份燕发粕营养过度消耗致使枯死
。 ` 因此

,

接穗留叶是罗汉

果嫁接提高成活率的关键性措施
。

表 5 罗汉果接穗成熟度嫁接比较

工已hō尹口一11
.匀曲汁一-比协ó一沌一nnUé政卜nh一l

、,引̀z一!1
1nqd一一眯眯一009叮

工曰ṑ了、一

数,一株株一20220Q知
接德成熟废 砧 木 }

,

嫁接时期
供试

(

1年生植株主蔓未展叶嫩梢

成年植株侧蔓未展叶嫩梢

成年植株侧蔓展叶定型嫩梢

成年植株侧蔓叶巳定型梢

青皮果

青皮果

青皮果

青皮果

黑裂叠霭
}::默另架

表 6 琴接穗留叶与不留叶嫁接比较

嫁接时期
徐接 } 成活

’

} 成活率
株数 十株数 }

·

毕 ) } 帐 )
.

! 咚 )

“080013。160!L.下!l
八“
on
ó几“乙月乙勺八é一叮接德留奸打2叶片

搜穗不留叶片

接穗留1/ 3叶片

接穗不留叶片

青皮果

青皮果

青皮果

青皮果

拉江果

拉江果

青皮果

青皮果

l , 5 0年 7月下旬
1 0 3 0年 了月下旬

l ,台。年 7月下旬

1 05 0年 6月下旬

七
、

接穗发育阶段对嫁接苗生育影响
。

嫁接苗的生长发育是在接穗本身发育阶段上继续

发展
,

因而接穗的发育阶段不同
,

嫁接苗由生长进入发育阶段所需的时间有显著的差异
。

试验

结果( 表 7 ) 表明
,

砧木选用青皮果二年生植株
,

自成年植株 1一 2 级侧蔓采取接穗嫁接
,

摔傍苗提早开花结果期
: 嫁接后

“ “一 7”天各处理开花结果株率埃5” : ” “一“ ” , “ “ %
;

锌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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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结果株率达 8 0
.

00一 8 8
.

8 8%
。

接穗采自成年植株块茎颈部的萌生新梢
,

由于发育阶段处

于幼龄
,

嫁接苗仍处于生长时期
,

没有出现开花和结果植株
,

因此
,

接穗的发育阶段是嫁接

苗提早开花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

表 了 接穗发育阶段对嫁接苗生育的影响

开花结果株率

接穗发育阶段 调六株数

开花结果珠数

接 后 { 接 后
一

接 后
`

按 后

6 0一 7 0天 9 0天 6 0一 70天 9 0天

8 8
.

8 3

8 0
.

0 0

8 7
.

50

8 0
.

0 0

0

八b0
.
U几“6八

八八U
ó

:
,

内bn
ó

O八Ue
一a工J一a

通人óanU8功20

成年雄株 1一 2 级侧蔓 {

成年长滩雌株 1 一 2 级侧蔓{
成年拉江雌株 1 一 2 级侧剑
成年青皮雌株 1 一 2 级侧蔓

.

成年青皮雌株颈部萌发新梢{

犷七
; 王9吕1年 5 月 I 句嫁校

小 结

一
、

罗汉果嫁接方法试验表明
,

以镶枝接效果最好
,

具有削穗
、

剖砧容易
,

砧穗愈合面

大
,

接 口愈合良好
,

成活率高等特点
,

是 当前罗汉果嫁接繁殖理想的方法
。

二
、

罗汉果在 5 一 8 月旺盛生长期嫁接
,

成活率达 70
.

00 一 94
.

40 %
。

为了争取嫁接核株

当年开花结果
,

并形成粗壮主蔓安全越冬
,

以上半年为嫁接适宜时期
。

三
、

以青皮果 2 年植株作砧木
,

嫁接优良品种长滩果
、

拉江果和青皮果优株
,

成活率达

6 8一 80 %
,

嫁接苗嫁接当年有 80 一 85 %植株开花结果
,

并能保持优良品种长滩果
、

拉江果优

良果型
。

通过嫁接
,

在低丘陵地 区引种优良品种长滩果正常开花结果
。

说明采用优良品种接

换青皮果低产植株
,

是改造低产园
,

提高产量与品质的一个有效途径
。

四
、

接穗发育阶段对嫁接苗进入开花结果时期有显著的影响
,

采用发育阶段老的 1一 2

级侧蔓做接穗
,

接后 3 个月有 80 一 88 %植株开花结果 ;
`

而选用发育阶段在幼龄的块茎颈部萌

生新梢
,

没有开花结果的植株出现
。

五
、

嫁接适宜时期
,

接穗适宜成熟度
,

接穗留月一万叶片
,

接穗切口平整
,

接 口密合
,

接后 10 一 15 天内遮荫保湿和及时抹除砧木上萌芽是提高嫁接成活率的重 要因素
,

忽视某个因

素都会导致嫁接的失败
。

罗汉果嫁接方法简易
,

成活率和繁殖系数高
,

能提早结果
,

提高优良品种的适应性
,

有

计划地繁殖雌雄株
,

接换良种改造低产园
,

配置花期一致的优 良授粉品种
。

尽快使罗汉果生

产实现良种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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