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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报道银杏桂 G 8 6
一 1优良株系不同嫁接时期

、

嫁接方法以及不同年龄的接穗和砧木的

试验研究结果
,

为提高嫁接成活率和苗木质量提供有效的技术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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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ob a L in n

.

) 俗名白果
、

公孙树
,

是中国特产的著名孑遗植物
。

其材

质优良
,

根可入药
,

果可食用并具药效
,

叶含有对人体有益的黄酮类化合物
,

且树形美观
,

也是绿化美化的观赏树种
,

素有
“
摇钱树

”
的美称

。

过去
,

广西多零星种植
,

品种混杂
,

且多采用实生或根孽繁殖
,

结果晚
,

一般种后 20 年

左右才开始结果
。 1 9 8。年

,

我所开展了银杏早实的试验研究
,

采用嫁接繁殖技术措施
,

使银

杏开始结果的时间提前了 10 一 15 年
,

结束了公公种树
,

孙子吃果
,

远水不解近渴的历史
。

银

杏桂G 86 一 1是我所经过 8 年时间进行广西银杏优良无性系选择研究取得的又一成果
,

它具有

高产
、

稳产
、

粒大
、

洁白
、

味美等综合优良性状
,

是目前国内银杏中最优的株系
,

现全国各地

纷纷前来购苗
,

培养的良种苗木供不应求
。

为更大量的培育壮苗
,

提高苗木质量
,

以满足各

地生产用苗的需要
,

我们较系统地进行了不 同嫁接时期
、

不同嫁接方法
、

不同年龄的接穗和

砧木的试验研究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l 材料与方法

。

1 试验地条件

试验地设在我所试验场
,

海拔 1 70 m
,

年平均温度 1 9
.

2℃
,

最热 7 月份平均温度 2 8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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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冷 1月份平均温度 8
.

4 ℃
,

极

端最 高 温 38 ℃ ,

极 端 最 低 温
一 6 ℃ ,

冬有霜冻
,

偶见雪
,

年

降雨量 1 6 5 5
.

6 m m
,

降 雨 集 中

4
、 5

、
6 月

,

冬季雨量较少
,

干湿交替明显
,

年平 均 相 对 湿

度 78 %
,

土壤为酸性红壤
,

质地

为粘壤土
。

1
.

2 试验处理

1
.

2
.

1 试验材料 供试的 砧木

为当年生
、

一年生和二年生的实

生苗
,

砧木茎粗 0
.

5 cm 以上
。

接

穗采自银杏桂G 86
一 l 树冠外围中

上部
、

无病虫害
、

发育充实健壮

的当年生
、

一年生和二年生枝条
,

随采随用
。

1
.

2
.

2 试验方法 嫁接均 由 技

术娴熟的同一人员进行
。

有多个

处理
,

每个处理重复 3 次
。

除不

同嫁接方法处理外
,

其它处理均

用切接法嫁接 , 除不同年龄接穗

处理外
,

其它处理均用当年生枝

条作接穗
。

图 1 不同嫁接时期对嫁接成活的影响
F i g

.

1 E f f e e t o f id f f e r e n t pe r i o d s o n s u r v i v a l

r a t e o f g r a f t e d P l a n t s

表 1 不同嫁接方法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T a b l e 1 E f f e e t o f id f f e r e n t g r a f t i n g 刃n e t ho ds o n

s u r v i v a l r a t e

嫁 接 方 法 各小区成活率 % 合计% 平均 %

G r a
f t i

n g m e t五o
d
s S u r , i , a l r a t e o

f
e a e h t e s t a r e a T o t a l M e a 皿

① ② ③

芽 接 9 4
。

3 4 9 2
。
4 5 3 8

。
6 8 2 75

。
4 7 9 1

。
82

S il o o t g r a f t i n g

切 腹 接 9 8
.

1 1 9 6
.

2 3 9 4
.

3 4 2 8 8
。
6 8 9 6

。
2 3

C e n t e r一 e u t g r a f t i n g

1
。

2
。

3 试验地管理 嫁接 后 及

时抹除砧木上的萌芽
,

待愈合完

全
、

新梢老化时进行松绑
,

不断

砧嫁接法待翌年春萌芽时即行断

砧
,

同时加强肥水和病虫防治等

综合田间管理工作
。

嫁接抽梢后

统计成活率
。

切 接
C u t 盯 a f t i n g

9 1
。

1 8 8 5
。

2 9 79
。
4 1 2 5 5

。
8 8 8 5

。

2 9

T a b l e

表 2 不同嫁接方法成活率方差分析

A n a l y s i s o f v a r i a n ce o n p l a n t s u r v i v a l r a t e

o f g ar f t i n g m
e t ho ds

变异来源

V
a r i a t i o n s o u r e e

平方和

S
u m o

f

s q u a r e s

1 8 1
。

5 7

自由度

D F

方差 F
。 。

。 。
F

。 。 。 :

V a r i a n e e

F 值

V
a
l
u e

o f F

2 9 0
。

7 9
。

8 6 . 5
。

1 4 1 0
。

9 2

结果与分析

不同嫁接时期对嫁接 成 活
9 2

。

9 8 6 1 5
。

5 0

的影晌

稼按方法间
A m o n g d i f f e r e n t

m e t h
o d s

误 差

E r r o r

总 2 7 4
。

5 5

为 了探讨银 杏 桂 G 8 6一 l 优

良株系的嫁接最适 宜 时期
,

于

T
o t a l

. 表示 0
.

0 5水平显著 S i g n i f i
e a n e e a t P 二 0

.

0 5 L e v e
l

1 9 9 3年 7 月至 1 2月
、

2 9 9 4间 i 月至 6 月各月的 5 、 2 5
、 2 5日分别进行嫁接

,

其成活率变化曲

线见图 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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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可 以看出
,

银杏桂 G 86
一 1 优良株系较适宜的嫁接时期是 春 季 2 月下旬至 3 月上

旬
,

秋季 8月 中旬至 10 月下旬两个时期
,

成活率都在 80 % 以上
,

其中以 8 月下旬至 9 月下旬期间

为最好
,

成活率 90 % 以五 最高达 9 6
.

5 3%
。

此期间芽体充实饱满
,

枝条营养水平较高
,

月平

均温度 18 一 28 ℃ ,

天气湿润
,

体内细胞还较活跃
,

有利于接口的愈合 ; 11 月上旬至 2 月中旬

期间
,

虽然枝条的营养水平也较高
,

但此时气温 已下降为 7 一 15 ℃ ,

天气干燥
,

体内细胞处

表 3 不同嫁接方法间成活率比较
T a b l e 3 C o m p a r i s o n a m o n g p l a n t s u r v i v a l r a t e o f

g r a f t i n g m
e t h o d s

嫁接方法

G r a f t i n g 口 e th
o d s

平 均 数

M e a n

X i 一 8 5
。

2 9 X i 一 9 1
。

8 2

切 腹 接

C
e n t e r 一 e u t 盯 a

f t i
n g

芽 接

S h
o o t g r a

f t i
n g

切 接

C u t g r a
f t i

n g

9 6
。
2 3 1 0

。
9 4肠 4

。

4 1

9 1
。

8 2 6
。
5 3

8 5
。

2 9

t 。 . 。 。 二 2
.

“ 7 t

…
: 二 3

.

7. 7 5了
: ~

叉
: 二 5

.

2 1

表 4 不同嫁接方法的缘接苗木生长量

T a b l e 4 G or w t h a

om
u n t o f P l a nt s g r a f t e d w i t h d i f f e r e n t

me
t ho ds

合计

1 2 8 4 6 6 7 8 9 1 0 T o t a l

平均

M e a n

嫁接方法 、

Gr
a f t i n g

m
e t h o d s

切 接

C
u t g r a f t i

n g

芽 接

Sh
o o t g r a

f t i
n g

切 腹 接

C e n t r e 一 e u t g r a
f t i

n g

6 1
。
0 6 2

。
0 3 9

。
0

1
。
00 0

。

8 4 0
。
8 4

70
。
0 5 8

。
0 2 9

。
0

0
。

85 0
。
8 8 0

。

6 7

。
0 2 8

。
0 5 3

。

5 7
。
5

85 0
。
5 7 0

。
73 0

。
5 0

3 9
。

0

O
。

7 2

2 3
。

0 5 2
。
0

0
。

5 1 0
。
7 6

42 9
。
0 4 2

。
9 0

7
。
3 2 0

。
7 3

64.0

6 7
。

5

0
。

8 6

7 0
。

0 6 7
。

0

1
。
0 5 0

。
7 6

5 9
。

0

0
一 8 4

5 2
.
5

0 。 7 1

5 2
。
0 79

。
8 6 0 4

。
8 名0

。
4 8

0
。
8 3 1

。
0 4 8

。
4 9 0

。
8 5

6 2
。

0 7 8
。

5 6 4
。

5 40
。

5 45 7 3
。

0 3 7
。

0 5 6
。

0 4 7
。
5

0
。

8 0 1
。
0 2 0

。

9 2 0
。

74 0
。

。

0 6 5
。

0

6 8 1
。

0 2 0
。

9 0 0 。
7 0 0 8 7 0

。

9 2

5 6 9
。

0 5 6
。
90

8
。
5 7 0

。

8 6

表 5 不同嫁接方法的嫁接苗株高方差分析
T a b l e 5 A n a l y s i s o f v a r i a n e e o n h e i g h t o f p l a n t s g r a f t e d

.

w i t il d i f f e er
n t r n e t h o d s

变异来源

V a r i a t i o n s o u r e e

嫁接方法间

A m o n g d i f f e r e n t 皿 。 th
o d s

误 差 E
r r o r

总 T o t a l

平 方 和 自由度

S u m o
f

s q u a r e s
D F

方 差 F 值

V
a r i a n c e

V
a
l
u e o

f F

F
。 。

。 。 F
. 。 . :

8 6 3
。

1 2 3
。
4 3 .

3
。
3 5 5

。
4 9

2 5 1
。

3 5

227291 7 2 6
。

2 4

6 7 8 6
。

5 4

8 5 12
。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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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休眠状态
,

不利于接口的愈

合 ;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
,

气

温逐渐回升
,

雨量增多
,

芽体

细胞开始活动
,

体内营养尚未

消耗
,

对接口的愈合也极为有

利
,

而且萌芽后苗木生长旺盛
、

粗壮
、

整 齐
,

出 圃 率 ( 株 高

40 c m
、

茎粗 0
.

6 c m 以上的嫁

接苗木占嫁接成活株 数 的二比

例 ) 为全年嫁接中最高期
,

达

7 5% 以上
,

最高 8 5
.

4 2%
。 3 月

中旬至 4 月下旬
,

虽然芽体细

胞活动活跃
,

但此时枝条内营

养已部分被消耗
,

因此嫁接成

活率低
,

且苗木不够粗壮
,

次

年春尚不能出圃
。

5 月至 6 月

期间
,
芽体细胞为最活跃

,

各

年生的枝条大量萌芽
、

展叶
,

当年抽的新梢亦较鲜嫩
,

尚未

老化
,

营养水平均较低
,

且气

温高
,

水份蒸发量大
,
嫁接没

有成活
。

以上情况表明
:
银杏

桂 G 8 6一 1优 良株系嫁 接 成 活

率的高低不但受到枝条营养水

平的影响
,

而且亦受到自然气

候条件的制约
。

秋季适宜嫁接

时间长
,

宜大面积育苗嫁接
,

春季适宜嫁接时间短
,

宜少量

辅助嫁接
。

2
.

2 不 同嫁接方法对嫁 接 成

活的影响

为了探讨不同嫁接方法对

银杏桂G 8 6一 1 嫁接成 活 的 影

表 6 不同缘接方法的嫁接苗茎粗方差分析

T a b le 5 A n a l y s i s o f v a r i a n e e o n s t e m id a

me
t e r o f

P l a n t s g r a f t i n g w i t h d i f f e r e n t m e t h o
ds

变异来源 平 方 和 自由度

D F

方差 F
. 。

二

V a r
i
a t i o n s o u r e e

嫁接方法间

A m o n g d i f f e r e n t

m e t h
o d s

误 差
E

r r o r

总

T
o t a l

S u m o
f

s q u a r e s V a r i a n e e

F 值

V
a
l
u e o f F

0
。

0 9 7 9 0
。

0 49 0

0
。

5 1 3 1 2 7 0
。

0 19 0

0
。

6 1 10 2 9

表 7 不同嫁接方法的嫁接苗株高比较

T a b l e 7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h e i hg t 一o f P l a n t s g r a f t e d

w i t h id f f e er n t
一

r n e t h o d s

嫁接方法

G r a
f t i o g m e t h o d s

切 腹 接

C e n t e r 一 e u t g r a
! t三n g

芽 接
S五o o t g r a f t i n g

切 接

C u t g r a f t i n g

平 均 数

M e a 丘

X i一 4 2
。
9 0 X i 一5 6

。
9 0

60
。
4 8 1 7

。

5 8.

5 6
。
9 0 1 4

。
0 0

4 2
。

9 0

t o
。 0 . = 2

。

0 5 2 t 。
. 。 1 = 2

。
7 7 1 SX I 一 X t = 7

。
0 9 0

T a b l e

表8 不同年龄接祖对缘接成活的影响

E f f e e t o f d i f f e er n t a邪 5 o f s e i o n s o n

s u r v i v a l r a t e o f g r a f t e d P l a nt

接穗年龄 嫁接日期 稼接株数 成活株数 成活率%

A g e o
f D a t e o f N u m七e r o f N u 皿卜e r o f s u r v

i
v a l S u r ,

i
, a l r a t e

s e i o n , ` r a
f t三n g g r a f t e d孙 l a n s p l a n t a f t e r g r a

f t i
n g

当年生 1 9 9 3
。
,

.

2 5

L e s s t h
a n

o n e y e a r

一年生 19 9 3
。
9

.

2 6

o n e y e a r

二年生 19 9 3
。
9

。
2 6

T节 0 y e a r s

, 2
。
8 2

15 7

73

80
。
5 1

3 7
。
4 4

一匕.勺O曰Où,二,二

响
,

于 1 9 9 3年10 月 2 5日
,

用大小较为一致的一年生实生壮苗作砧木
、

当年生枝条作接穗分别

进行了芽接
、

切腹接和切接等不同方法的嫁接试验
。

统计各小区的成活率
,

进行方差 分 析七

测验
,

结果见表 1
、

2 、 3
。

从表 1
、

2
、

3 可以看出
,

不同嫁接方法间成活率差异显著
。

切腹接显著高于切接
,

而芽接与切接之间差异不显著
。

嫁接后 9 个月每种方法随机选取 10 株

嫁接苗进行生长量测定
,
并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见表 4 、 5 、
6

。

从表 4 、 5 、 6 可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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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不同年龄接德的嫁接苗木生长量

T ab l e 9 Gr o w t h a m
o 拜n t o f pl n at s gr af t e dw i t h di f f e r e n t a ge s sc i o n s ( e m )

L e s st 五 an o n e ye r a

一年生

o
n e ye ar

二年生

T w o ye r a s

0
。
9 9 0

。

5 8

6 2
。

6 3 5
。

5

0
.
7 0

2 3
。

5

0
。

9 0 0
。
8 5 0

。
6 0

2 1
。
2 49

。
3 5 4

。

4

0
。

5 8 0
。
8 8 0

。

8 6

0
。

9 8 0
。
6 5 0

。
8 3 0

。
8 8 0

。

7 6 8
。

2 4 0
。
8 2

4 2
。

3 6 2
。

0 3 5
。

4 6 5
。

2 3 1
。

5 44 3
。

5 4 4
。
3 5

0
。

7 8 1
。

0 1 0
。

6 6 0
。

92 0
。
6 3 7

。
7 8 0

。
7 8

2 4
。

5 3 6
。
8 2 5

。

1 3 2
。
3 3 8

。
0 3 7 7

。
2 3 7

。

72

0
。
6 3 0

。
6 9 0

。

6 4 0
。

6 4 0
。

7 1 7
。
40 0

。

7 4

不同嫁接方法的嫁接苗平均株高差异显著
,

但茎粗无显著差异
。

切腹接的株高显 著 高 于 切

接
,

切腹接与芽接之间则差异不显著 ( 表 7 )
。

2
.

3 不同年龄接旅对嫁接成活的形晌

为了探讨银杏桂 G 8 6一 1 优良株系不同年龄接穗对嫁接成活的影响
,

我们采用一年生实生

壮苗作砧木
,

分别以当年生
、

一年生和二年生枝条作接穗进行嫁接
。

结果表明以当年生接穗

的嫁接成活率最高
,

其次是一年生接穗
,

二年生接穗最低 ( 表 8 )
。

1 9 9 4年 8 月 10 日每种接穗随机抽取嫁接苗 10 株测定生长量 ( 表 9 )
,

进行方差分析
,

表

明不同年龄接穗间的嫁接苗平均株高和茎粗的差异均不显著
。

2
.

4 不 同年龄砧木对嫁接成活率的形晌

为了探讨不同年龄砧木对银杏桂 G 86 一 1 优良株系嫁接成活的影响
,

于 1 9 9 3年 9 月下旬

采用当年生枝条作接穗
,
分别以当年生

、

一年生和二年生实生壮苗作砧木进行嫁接
,
结果表

明一年生砧木成活率最高
,

为 92
.

82 %
,

其次是二年生砧木
,

为 8 5
。

7 1%
,

、

当年生砧木最低
,

为 7宁
。

16 %
。

但嫁接苗的平均株高和茎粗均以二年生砧木为最好
,

分别为 71
.

7 o m 和 O
。

91 恤
,

其次是一年生砧木
,

分别为 4 4
.

4 om 和。
.

7 3 c m
,

当年生砧木最小
,

分别为 2 7
.

6 cm 和 0
.

63 om
。

这表明嫁接苗木的生长与砧木的根系有关
。

二年生砧木较一年生
、

当年生砧木根系发达
,
因

此嫁接苗木较为高大
、

粗壮
,

统计其出圃率可达 75 % 以上
。

3 小 结

3
.

1 银杏桂 G 86一 1 优良株系在桂北地 区的适宜嫁接期分别为春季的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
、

秋季的 8 月中旬至 10 月下旬
,

成活率80 % 以上
,

以秋季 8 月下旬至 9月下旬为最适宜期
,
成

活率90 % 以上
,

最高9 6
.

5 3%
,

而 5
、

6 月嫁接没有成活
。

嫁接适宜期的出圃率以春季为高
,

达 75 % 以上
,

但春季嫁接时间短
,

宜作辅助嫁接
。

3
.

2 银杏桂G 8 6一 1 优 良株系在秋季用切腹接和芽接方法嫁接能获得较高的成活乳 达 90 %

以上
,

翌年春萌芽断砧后苗木生
一

长迅速
、

粗壮
。

3
.

3 以当年生枝条作接穗
,

一年生实生壮苗作砧木进行嫁接
,

可获得90 % 以上成活率
,

而以

二年生实生壮苗作砧木则可获得 75 % 以上的出圃率
。 三

右勿` 西桂北地区
,

培育大面积的银杏桂 G 86 一 l 良种
,

宜于秋季进行
,

采用切簇接或芽

接
,

以当年生枝条作接穗
,

一年生或二年生实生壮苗作砧木进行嫁接
,

可获得较高的成活率

和高大粗壮的优质苗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