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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嫁接方法研究

周选滔 阮 逸 李永海 戴本营

�浙江省永弃县林业局
，
永嘉 �������

摘 要 春秋季节用 �种嫁接方法进行板果嫁接时比试脸
。

结果表明
�
贴枝接适期

从 �月中旬到��月下 旬
，
长达�� �以上

。

春季以挖骨皮接较好
。
这两种方法平均嫁

接成活平均达��写以上
。

夏季采用截顶留叶切枝接
，
嫁接成活率均达���以上

。

嫁

接适期为 �月上 旬到 �月上 旬
。

关健词 板栗， 嫁接， 嫁接苗， 成活率

中田分类号 ����
�

���， ����
·
�

嫁接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改变了实生繁殖板栗��此�砚“ 优可��“ 加�� 的传统
。

但是
，
嫁接

繁殖中常遇到雨水过多
，
接穗难贮藏

，
成活率和成苗率不理想

，
育苗时间长

，
成本高及错过

季节等间题
。

本研究采用贴枝接法 〔 ’ 一 “�，并首次在夏季进行截顶留叶切枝接
，
历 时 � � ，

找出了

不同接法的优缺点
，
提出了板栗嫁接的适期及最佳方法

。

� 试验地点与研究方法

�
。
� 试脸地概况

试验于���������年在浙江省永嘉县大若岩镇填洋村苗圃地进行
。

试验区位于��
�

��
’
�

��
�
��尸�

， ���
�
��’ ����

�

��艺�
。

年平均气温��
�

����
�

�℃ ，
最低月平均气温�

�

�
。

��
�

���
，

最高月平均气温
�

��
�

����
�

�℃ ，
极端最高气温 ��

�

�℃ ，
极端最低气温 一 ��

�

�℃ 。

年降水量

��。 。������
，
年平均相对湿度���

。

土壤为乌黄壤
，
肥力较好

。

�
�

� 试验方法

供试砧木为当年或 �年生板栗本砧实生苗
。

各处理地径较为一致
。

以优良单株树冠上部

发育良好枝条为接穗
。

春
、

秋季节 �种嫁接方法和嫁接 日期如表 �
。

试验采用 随 机 区 组设

计
。

夏季采用不同时期和留叶数进行对比试验
。

试验设计采用双因素随机区组排列
。

选择 �

月��日
、
�月��日

、
�月��日

、
�月��日

、
�月��日和 �月�� 日为嫁接 日期

，
砧木设留 �一

�叶
、
�� �叶

、
�� �叶和�����叶 �个处理

。

每处理��株
，
重复 �次

。

�
。
�

研究结果及分析

春秋季嫁接

收稿 日期
�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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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种嫁接方法的嫁接日期及成活率
����� � �������� ���� ��� ������������ ����������� �������� �������

贴 枝 接 贴 芽 接 挖 骨 皮 接 切 接

成活率�� 嫁接 日期 成活率�� 嫁接 日期 成活率�� 嫁接 日期 成活率��

几�八”丹�八�����‘，�几���乃‘�﹃月舀
�且眨����口�曰��

��
�

……
��工勺几口﹃﹄��了巴」已��己����������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

……
，工二��匕，���二‘�内�����山���‘�︺�︸叮

�
�

嫁接 日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
�

� 不同嫁接方法和时期对成活率的影响 ���������年
，
对不同嫁接方法和时期 进 行

了预备试验
，
取得了初步资料

。
���������年进行了贴枝接

、

贴芽接
、

挖骨皮接和切接 �种

嫁接方法及有关嫁接时期的正式试验
。

结果表明
�
贴枝接和挖骨皮接的最高成活率可达���

以上
，
贴芽接在���以上

，
切接各时期的成活率均在���以下�表 ��

。

经方差分析
，
贴枝接

的 �值为��
�

����
�

� 。 �� 凌
�

���
，
挖骨皮接 � � ��

�

����
�

� 。 �� �
�

���
，
贴芽 接 � � �

�

�����
� 。 ��

�
·
���

，
切接 � � �

�

�� ��
。 � 。 �� �

�

���
。

这说明 �种嫁接方法的不同嫁接时期的成活 率 差异呈

极显著
。

�
。
�

。
� 不同嫁接方法和时期时苗木生长量的影响 根据成活率的调查分析结果

，
我们取 �种

�切接因成活率低不再分析�嫁接方法最适时期的小区
，

每株测苗径�接口上 �
�

����与苗高
。

经统计分析
，
不同嫁接方法在其最适时期内的不同时间嫁接

，
对苗木高

、

径生长均无影响
。

不同嫁接方法间
�
苗高 � � �

�

����
。�。 。 � �

�

���
，
存在显著差异，苗径 � � �

�

����
。�。 。 � �

�

���
，

无显著差异
。

贴芽接的苗高生长量���
�

���
，

为最小
，
但也符合出圃标准

。

从总体生长差 异 程 度上

看
，
以挖骨皮接的苗木较整齐均匀

，
贴芽接的株间差异稍大些

，
贴枝接的苗木较粗壮

，

且较

直立
。

�
�

� 夏季截顶留叶切枝接

�
�

�
�

� 砧木不同留叶数试验结果分析 砧木 �个留叶水平�即 �� �叶
、
�� �叶

、

� ” ��
叶和 �一 �叶�的嫁接比较表明

，
平均成活率分别为��

�

���
，
��

�

���
，
��

�

���和��
�

���
，

平均高生长分别为��
�

���
， ��

�

���
， ��

�

��� 和 ��
�

���
。

其中砧木留 �� �叶为最优
，

成活率达��
�

���
，
新梢高生长达��

�

���
。

这表明砧木留叶数是当年成苗的关键
。

�
�

�
�

� 不 同时期嫁接结果分析 �个不同时期�即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日和 �月�� 日�的嫁接平均成活率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和��
�

���
，
平均高生长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

��和�
�

�� ��
。

这表明 �月�� 日和 �月�� 日为当年成苗嫁接适期
。

成活率除 �月�� 日外
，
其

他均达���以上
。

����� 各处理组合结果分析 经各处理组合表明
，
�月�� 日嫁接

，
砧木留 �� �叶为成活

率的最优组合
，
达��

�

���
。

新梢高生长量以 �月��日和 �月�� 日嫁接
，
留 �� �叶为最 优 组



�期 周选滔等
�
板栗嫁接方法研究 成��

合
。

高生长分别为��
�

����和��
�

����
，
都显著地优于其他各处理组合�表 ��

。

表 � 各处理组合成活率和高生长量

����� � ������������ ��� �������� ���� ��������� ���������������������

月
一
日 砧木处理�叶 成 活 率�� 月

一

目 砧木处理�叶 新 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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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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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成苗嫁接新梢生长量分析 ����年
，
对当年成苗最优组合即 �月�� 日砧 木 留 �

一 �叶嫁接处理的苗木新梢生长量动态进行了观测
，
结果如附图

。

接后 �� ��愈伤组织形

汪� 生长动悉

，一一
唯芍一

‘

�润尸 飞
一矛尸 �

�沪声 �

�产 总生长量 、
�

厂 飞

沪 �

忿

成
，
�� �后接芽开始萌动抽梢

，

至生长终期为�� �左右
。

新梢生

长基本以直线上升
，
长 达 ��

�

��

��
。
�月中旬 和 �月 中 旬

，

旬

生长分别为 �
�

��� 和 �
·

���
。

�月下旬新梢生长开始缓慢
，
��

月上旬逐渐停止
。

名右�目趁徽称以州

加召

��八甘几甘�卜护泥�的‘

日趁城平州碑

下旬 上旬 上旬 中旬
二�月

旬下旬月中�峋明均

附 图 板果接后新梢 旬生 长动态及总生长量

���
�

�������������� ��� ������� ������� ��

�����刀�� ����‘����� ����� ��������

� 小结和讨论

�
�

� 贴枝接是秋季板栗小 苗 较

理想的嫁接法
。

近两年我们在大

田育苗嫁接 �万余株
，
成活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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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以上
。

嫁接适期从 �月中旬至��月下旬
，
长达�� �以上

。

此时天气晴朗
，
气温适宜

，

且正值农闲期
，
同时又可省去接穗贮藏之程序

，
剩余苗砧或接不活的植株可以在翌年春季补

植
，
具有春季嫁接所没有的良好条件及优点

。

�
�

� 板栗夏季截顶留叶切枝接经处理组合结果表明
，
�月�� 日

、
�月�� 日和 �月�� 日留�一

�叶嫁接成活率分另，�为��
�

���
， ��

�

���和��
�

���
，
高生长量分别

�

为 ��
�

���
，
��

�

���和

��
�

���
，
加上砧木高度��

�

��� 左右
，

达到当年成苗造林标准
。

其次
，
�月 �� 日和 �月��

日砧木留����叶嫁接
，
成活率分别为��

�

��和��
�

���
，
高生长量为��

�

��� 和��
�

���
，

亦能达到当年成苗
。
�月�� 日以后各处理成活率虽可达��

� 。�以上
，

但新梢生长仅为 ����

左右
，
易遭冻害

，
达不到出圃标准

。

�
�

� 夏季嫁接当年成苗的关键是砧木培育和砧木留叶数
。

故要求种子充分成熟饱满
，
经沙藏

催芽后提早播种
。

苗期加强肥水管理
。

在 �月下旬
，
砧木嫁接部位粗度要达到�

�

��� 以上
。

过早砧木木质化程度低
，
影响嫁接成活率， 过迟苗木达不到出圃要求

。

在嫁接适期
，
在砧木

条件具备的同时
，
要求砧木留 ����叶嫁接

，
这样成活率最高

，
生长最快

。

这是由于叶的光

合作用使接苗充分获得有机营养和水分
，
从而加快了愈伤组织形成和新梢生长

。

在嫁接时
，

砧木留 ����叶处剪去顶部
，
接法同切接

，
并使砧穗切口两边形成层相吻合

。

�
�

� 挖骨皮接成活率较高
，
接后苗木生长总体较整齐且均匀

，
是目前普遍应用的春季接法

。

嫁接适期为树液流动
，
皮层易剥离时至展叶初期�约 �月��日至 �月�。 日�

。

但在南方气温和湿

度较高的情况下
，
往往接穗难以贮藏

。

如遇春季雨水较多的年份
，
由于穗芽的萌发错过嫁接

季节而造成损失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板栗嫁接首先应考虑安排夏

、
秋季进行为好

。

�
�

� 试验表明
，
不论采用哪种嫁接方法

，
接穗选择是成活率的关键

。

接穗的粗度应 与 砧木

粗度相适应
，
嫁接时使砧穗切口两边形成层相吻合

，
否则嫁接成活率显著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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