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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三 年 中
,

用湿 地 松 (P in u s e llio ttff E n g e lm )
、

火 炬 松(P in 左5 ta ed a

L in n )
、

马尾松 (P in u s 二 a ss o n 玄a n a L a m b
.

) 成年树嫩枝上的一 束针叶 为接穗
,
以 2 5 月

龄幼苗为砧木
,

通过嫁接
、

保湿
、

诱 发短枝芽抽梢成株等n 项试验及观察因子的研 完

(试验数量达2 00 0余株 )
,

成 功地总 结 出一套松针束嫁接技术
。

该嫁接方法显著优于

沿 用 已久的松树枝接法
,

是嫁接技 术的一 项重大革新
。

本文系统总结 了松针束嫁接

的技术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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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针束嫁接技术的研究
,

始于 1 9 8 4年
,

通过探索性预备试验
、

正规试验
、

年度重复试验

三个阶段
,

最终获得成功
。

该技术突破了沿用 已久的枝接方法
,

具有接穗利用和繁殖率高
、

接株生长快
、

省工省料
、

操作简便等优点
,

为松属无性繁殖开创了新途径
。

现开始应用于种

子园和基因收集圃等 良种基地的营建
。

松针叶束嫁接
,

是用成年松树嫩枝上一束针叶为接穗
,

以幼苗为砧木进行嫁接
。

本文系

统总结了松针束嫁接
、

成活
、

诱发短枝芽抽梢及成株等关键的技术要点
,

以供有关单位在应

用时乌七握
。

(一 ) 砧木

选用25 月龄的实生本砧壮苗为砧木
,

对 其 养 护 管理同于普通苗木
,

不需特殊措施
。

砧

木接位的径粗要求视松种而异
。

湿地 松 。
.

9一 1
.

I c m ; 火炬松 。
.

7一。
.

g c m ; 马尾松 0
.

5一

o
.

7 c m 为宜
。

在砧木接位下部至少应留有一盘轮生枝
,

否则难 以选用为砧木
。

(二 ) 接穗

1
.

穗 条的选择和收集 选择生长良好
、

无病虫害的母树
,

同时注意采集其树冠中上 部 发

育正常的当年新梢
。

因采穗时的气温已较高 ( 5 月份 )
,

加之穗条组织幼嫩
,

通常又是从各地

收集而来
,

需长途携带
,

所以采集时应在新梢基部留一段 3 一 4 c m 长 的老枝
,

有利于嫩枝

保鲜
。

若随采随接
,

所采新悄不必留带老枝
。

2
.

穗 条的包装和运输 包装容器一般选用通气良好的竹篮
、

多孔塑料桶
、

铝 桶 等
。

容

器大小 以盛装30 0一5 00 支穗条为宜
,

以便携带
。

穗条的包装方法视容器不同而异
。

采用多孔

通气容器时
,

装入前
,

在其底部和周围填上适量保湿材料
,

然后将穗条直立装入
,

再在上面

本文于1 9 8 8年 8 月 8 日收到
。

· 该项技术于1 9 86 年通过成果鉴定
,

并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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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盖湿毛巾保湿
。

采用铝桶或似铝桶容器
,

可先注入桶内约 3 c m 深 的 浅水
,

以不浸着嫩枝

部位为度
,

然后直立装入穗条
,

再覆盖保湿 材料
。

一般常用的保湿材料有吸水纸
、

湿毛巾
,

甚至采用廉价又就地可取的大叶蔽
、

苔鲜等
。

3
.

穗 条的贮藏 从外地收集而来的穗条
,

数量较多
,

难以在当天嫁接完成
,

因此需作临

时贮藏
。

贮藏方式可用保湿材料包裹
,

如湿 毛巾
,

然后放于室内荫凉处
;
也可直立于盛有少

量清水的容器内
,

每天换水一次
。

一般贮藏时间不超过 10 d
,

以免影响接株的成活
。

4
.

繁殖 系数 所采穗条长度约 20 c m
,

甚至更长
。

穗条基部至端部的针束均可嫁 接 利

用
,

但为方便操作
,

在切取针束过程中
,

必须疏去部分针束
。

一般松针束嫁接的繁殖系数是

枝接的 30 倍
。

(三 ) 嫁接
1

.

嫁接时期 囚纬度的差异
,

嫁接时期略有不同
。

一般掌握嫩穗针束伸长到 达 1 一 3

c m 时
,

即 为嫁接的最佳时期
。

杭州地区在春夏之交的五月份嫁接为好
。

2
.

嫁接方法 试验成功的单束贴接
,

单束嵌接
、

单束腹接三种方法都适宜松针束嫁接
。

第一
、

二种方法的操作简便
、

速度快
,

最为常用 ; 第三种方法由于操作难度相对比较大些
,

因此操作速度稍慢
。

嫁接时可视砧木接位茎粗程度选用相应的嫁接方法
:
当穗条与砧木接位

茎粗相宜时
,

采 用单束贴接 , 当接位过粗时
,

采用单束嵌接
;
若接位细嫩

,

采用单束腹接较

好
,

三种方法灵活交替应用
,

使砧木得到充分利用
。

三种嫁接方法的取穗操作是一样的
,

仅

砧木的切削方法各不相同
。

3
。

嫁接操作顺序

(1) 切取松针束 先准备好一块垫板和单面刀片
。

针束接穗要求三刀切成
:

第一刀
,

左

手拿住平放在垫板上的穗条
,

右手用刀
,

长
一

选定针束的正下方约 o
.

6 c m 处
,

按约 45
’

角度切

向髓心 ; 第二刀
,

在针束侧方平行髓心拉切一刀
,

要水切出形成层 ; 第三刀
,

在针束上方。
.

Zc m

处切一刀
,

最后取下一束针叶作为接穗 (见图 1 一 1 )
。

(2) 切砧 切砧前需选择接位并作处理
,

接位通常选择在当年新梢或去年梢部位
。

选定

后立即除尽按位 以上 10 一 15 c m 范围内的针束
,

其下的针束若不影响操作尽可能 多保 留
。

单束贴接的 切砧
:

用双面刀片在砧木接位处沿形成层下削
,

削去韧皮部
,

暴露形成层
,

削面稍长于接穗切面
,

长约 1
.

s c m (见图 1 一 3 )
。

单束嵌接的 切砧
: 用单面刀片

,

在砧木接位处的上下
、

左右各切一刀并用刀尖挑皮一角
,

撕皮
,

切口大小正好或稍大于接穗切面 (见图 1 一 2 )
。

单束腹按的切砧
:

用双面或单面刀片
,

对砧木按 30
’

以下角度向髓心斜 切
,

深度 切至接位

茎粗的 1/ 3为宜
,

不得超过 l/ 2( 见图 1 一 4 )
。

(3) 接合 将取下的一束接穗迅速贴上
、

嵌入
、

插夕\砧木切口并用薄膜塑料带 自下而上

绑扎 (见图 1 一 5 )
。

(四 ) 保湿

用 1 1 c m 宽的筒型塑料
,

取长 1 5 c m 作保湿罩
,

嫁接完毕
,

从砧木顶梢套入接位处
,

上

下用塑料扎线扎紧
,

同时在罩内放一湿棉球
,

然后轻拉成近圆柱形
,

以针束不接触薄膜为宜

(见图 1 ‘ 6 )
。

雨后着保湿 罩 内有积水
,

应及时排除
。

嫁接后40 一50 d
,

针束成活并开始伸

长
,

这 n寸可选择阴天或傍晚逐批去罩
。

接后的保湿措施确有利于接株成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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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年生接株 (箭头所示为接位)

2
一 2 三年生接徕(箭头所示为接位 )

图 2 湿地松接株生长情况

图 1 松针束嫁接方法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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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接法砧木切 削 1
一

3
.

贴接法砧木切削

1
、

4
.

腹接法砧木切削 1
一
5

.

嫁接绑扎 1
一
6

.

加罩保深

落
一

7
.

湿棉花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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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诱发短枝芽抽梢成株

1
.

诱发抽梢 接后 约60 d
,

对砧木进行留桩截顶并除尽留桩上的针叶束
,

留桩 高 度 5

一 10 c m
。

砧木截顶后 3 一 s d
,

将超过接穗的侧枝扭弯
,

使侧枝的高度 降低并减弱其生长

势
。

后约每隔 10 d 检查一次
,

对生长过旺的侧枝及时扭伤
,

让接穗始终保持在植株的顶端优

势位置
。

这就能有效地诱发短枝芽萌动抽梢
。

2
.

剪桩
、

解绑 当年 10 一n 月对接位以上的留桩部分
,

可用锋利枝剪齐接位剪除
,

以利愈

合
。

解绑可视接位处的粗生长情况
,

若不影响生长
,

解绑可适当迟些
,

有利于接株的保存
,

一般剪桩后解绑
。

3
.

接株生长 嫁接的植株
,

当年生长量较小
,

一般最大生长量为 25 c m 左右
,

或只显露出

一个具芽鳞的芽
,

接后第二
、 :

二年生长开始加速
,

年生
一

民量湿地松为 70 一90 c m (见图 2 ) ,

火炬松为6 0一7 3 e m , 马尾松se一 6 2 e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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