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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尾 松 嫁接 后 的保 湿 与 修 剪

秦 国 峰 黄 辉

(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 (浙江省淳安县姥山林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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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我们将马尾松嫁接后的保湿与修剪作为嫁接技术的重要环节
,

进行了试验
、

分

析
。

现将结果整理成文
,

供参考
。

(一 ) 马尾松稼接后的保沮防护措施

马尾松接后的保湿防护措施
,

经试验选择
,

以采用在穗
、

砧相接部位加套塑料薄膜保湿

防护罩的方法为优
,

习称
“

套袋嫁接
” 。

1
.

采用
“

套袋嫁接
”

的依据 ¹ 马尾松嫁接愈合成活的时 间较长
,

在春季需要 4 一 5 个星

期
。 4 一 6 月份气温渐升高

,

在嫁接尚未愈合成活
,

接穗得不到水分供给之 前
,

由 于 顶 芽

与针叶的蒸腾作用
,

接穗易失水而影响成活
,

特别是接穗细弱
、

地处山岗多风的 情 况 下 更

为严重
。

对此应当采用保湿防护措施
。

º 据有关测定 : 马尾松未木质 化 的嫩 梢 含 水 量 为

7 6
. 2% ,

已木质化的硬枝为57 .

6 % ,

前者比后者高1/ 3,

而且幼嫩组织的水分往往 比老熟组

织容易丧失
。

因此嫩枝嫁接防止水分丧失尤为重要
。

» 接后 3 一 s d 之内
,

受伤接面尚未形

成保护薄膜以前
,

雨水侵入会影响接面愈合
。

一般嫁接绑带不可能将接 口上端密封包扎
,

雨

后水滴易渗入
。

接后加罩可防此弊
。

¼曾试验根颈嫁接
,

接后壑土
,

借以提高湿度
。

结果表

明
,

低接塑土保湿效果并不好
。

也 曾使用指形管盛水套在接穗基部
,

以期供水
,

但效果与操

作均不理想
。

而采 用塑料薄膜套袋
,

可以减少接穗蒸腾
,

水滴附着套壁使接部周围湿度接近

饱和状态
。

此法简便易行
、

效果好
。

2 .

套袋嫁接的试验结果 为了全面了解升温嫁接期与降温嫁接期套袋对接株成活 的 作

用
,

分别在春
、

秋两季进行试验
。

( l) 春季试验于 19 8 5年 5 月上旬进行
,

接后两个月作第一次成活率调查
,

经 过 夏 季 高

温期
,

于接后 5 个月进行第二次调查
,

结果 (见表 1) 得知
:

¹ 套袋嫁接比未套袋 的 成 活 率

高
。

按 接 株 总 数11 2株计
,

第一次调查套袋嫁接成活率为8 2
. 5 % ,

未套 袋 为7 4
. 5 % ,

相差

8 % , 第二次调查套袋为7 7 .

2 % ,

比第一次降低5 . 3% ,

未套袋嫁接为5 6 . 4% ,

较高温前降低

18
。 1% ,

相当于套袋嫁接成活率下降数的 3.

4倍
。

º 不同砧木的套袋嫁接相比
,

嫩枝砧的效果

比老枝砧好
。

嫩枝砧经夏季高温后的保存率比老枝砧为高
。

老枝砧第二次成活率比第一次降

低 21 .

3 %
,

嫩枝砧只降低 4 . 6 %
。

嫩枝砧成活率在高温前比老枝砧低 4 % ,

高温 后反 而 高
12 . 7 %

。

» 两种接砧的套袋嫁接保存率均显著高于未套袋的
。

高温前后两次调查相比较
,

老

枝砧套袋嫁接成活率只降低12 %
,

而未套袋降低31
.

8 % , 嫩枝砧套袋嫁接成活率
,

高温前后

本文于1, 8 8年 4 月18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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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均为8 1
.

3 %
,

而未套袋却从 72
.

7 %降到63
.

6 %
。

表 1 春季套袋稼接成活率调查 (浙江淳 安姥山林场 )

一 次 调 查 ( 7 月 1 0 日) 第 二 次 调 查 (1 0月 1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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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秋季套袋嫁接试验于 10 月中旬进行
。

接后35 d 进行第一次调查
,

成活率达 1 00 %
。

接

后 3 个月作第二次调查
,

达 8 4
.

2 %
,

下降了15
.

8 %
。

而未套袋嫁接从72
.

7 %降到6 3
.

6 %
。

按

经寒冷期后的成活率比较
,

套袋比未套袋的成活率提高 20
.

6 %
。

本试验在砧木的不同高度进

行嫁接套袋
,

效果均较好
。

表 2 秋季套袋嫁接成活率调查 (浙江淳安姥山林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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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袋嫁接的技术要点

(1 ) 嫁接方法 采用髓心形成层对接法
。

与一般嫁接相比
,

所不同的是当接穗针叶较长

时
,

应将穗顶针叶剪短
,

保留 7 一 8 c m 为宜
,

以便套袋
。

(2 ) 套袋规格和使用 利用无色透明
、

质地稍硬的塑料薄膜
,

制成 长 22一2 5 c m
、

直径

7 一 s c m 的 筒形袋罩
。

根据接穗规格
,

选用不同大小的塑料筒形套袋
。

嫁接后将筒形袋罩套在穗砧相接部位
,

用塑料绳扎紧上下两端
,

使之成为长椭圆形袋罩
,

将嫁接部位罩在其中
。

之后袋罩内壁附有水珠
,

说明符合要求
。

接后 3 一 4 星期接株基本成

活即可解除
,

否则会使接穗生长受抑
,

致使新梢弯曲
。

( 3) 注意事项 可概括为
“

五防
” : ¹ 防漏气

。

套袋后检查内壁有无水珠
,

无则漏气 , º 防

渗水
。

下雨后检查套袋内有无积水
,

有则上袋 口未扎紧而渗水多 » 防积雪
。

秋接套袋越冬
,

如上扎 口松开
,

下雪会积聚
,

应及时排除 ; ¼防虫害
。

尤其秋季嫁接
,

有的害虫在袋中蛰伏越

冬
,

解套时应注意消灭害虫 , ½ 防日灼
。

应避免在西向而又无枝叶遮盖的接砧部位嫁接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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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日灼
。

4
.

套袋增温的测 定 与对接林影响 的观察 加套塑料保湿防护罩
,

会使接部周围温 度 增

高
,

这是否会影响接穗成活 ? 为此于 5 月底
、

6 月初实地进行测定
。

观测点设在采穗圃当年

嫁接的地段
,

是一片山麓坡地
,

地 势平缓
,

坡度10 一15 度
,

坡向东偏南
,

四周无高大树木遮

荫
,

光照充足
。

温度测定利用普通温度计共 5 支
, 3 支插在套袋中

, 2 支相间悬挂在与套袋

同一高度的株行间
,

在附近有百叶箱气温作对照
。

观察结果表明
:

¹ 阴天套袋增温值在 2 ℃

以下
,

影响不大
; º 睛天

,

在百叶箱气温 日平均 25 ℃左右
、

中午 ( 14h) 30 ℃左右的条件下
,

实

地 株行间 (未套袋 )的气温在30 一33
. 5℃之间

,

套袋增温为4 . 5一 6 . 5℃ ; » 套袋使接穗周围增

温
,

同时也使湿度接近饱和状态
,

在高温高湿之下并未发生增温致害现象
。

但在大面积套袋

嫁接中
,

部分接在西向而 又无枝叶遮荫的穗条
,

有 日灼现象
。

(二 ) 辅养枝调控性修剪
1 .

抑 制接株生长的 因素 马尾松分枝轮生性极强
。

轮生枝基节大
,

其生长与养分供给有

明显的方向性
。

当嫁接剪砧以后
,

接部主干得不到上方养分的供给
,

接部以下主干粗生长很

慢
,

而轮生枝制造的养分向下输送
,

加速本身增粗
,

这样逐渐失去主侧枝生
一

民的从属关系
,

形成
“

卡脖
”

现象
,

抑制接株新梢生长
。

个别未经嫁接植株因多枝轮生也可能出现轻度
“
卡脖

”。

为了说明主侧枝生长的从属关系
,

一般以侧枝与主枝的粗度比值来表示
,

简称
“

枝干 比
” 。

枝千比反映主侧枝关系呈现三种状态
: ¹ 枝干 比值小于 1 ( 占31

.

06 % ) ,

主侧正常
,

称为自然

常态
。

º 枝干 比值在 1一1 . 2之间(占33
. 45 % )

,

主侧轻度失常
,

这是嫁接之后的正常现象
,

只要及时调控修剪
,

对接株影响不大
,

故此称 为嫁接常态
。

» 枝干比值大于 l .

2( 占35
.

49 % ) ,

对接株生长有一定影响
,

称为主侧失常
。

接株的枝干比与接株新梢生长之 间存在密切负相关(见图 1 )
。

由图可知
,

比值愈大生长

量愈小
。

比值从0 . 7 0升到 1 . 56 ,

高生长降低 8 . 4 c m ,

祖生长降低o . 18 e m 。

2 .

修剪方法 为了达到辅养而又不妨 碍 接

株生长之目的
,

以调节辅养枝的部位与数量并控

制其生长为主要内容进行修剪
。

( l) 修剪时间 在嫁接一个半月之后进行为

宜
。

过早嫁接未成活
,

死活不辨 , 过迟辅养枝进

入旺盛生长期
,

容易造成抑制生长的现象
。

如果

嫁接早
,

当年接穗新梢有较大的生长量
,

则在剪

砧同时进行适 当修剪 ; 如果嫁接迟
,

当年生长量

很小或不生长
,

则在次年新梢开始生长后进行修

剪
。

整个调控修剪过程可分三年完成
:

嫁接当年

以定砧为主进行修剪
;
第二年全面调控修剪辅养 图 1

枝 , 第三年当接株不依赖辅养时
,

可将辅养枝逐渐剪除
。

t 二

接株枝干 比与接 抽新梢生长的关系

(2) 修剪要点 ¹ 去强留弱
:
将轮生枝中粗壮易于产生抑制作用的枝条剪去

,

留下长势

弱而不影响接株生长的枝条
。

º 去顶留侧
:
如留作辅养枝的长势仍强

,

可剪去顶梢保留侧枝即

可
。

» 去上留下
:

如接部 以下有两层轮生枝
,

则 以控制修剪上层
、

保留下层轮枝为宜
。

¼枝

基环扎
:
对不宜剪去的辅养枝

,

尚嫌 民势过盛
,

可在枝基环扎
,

使扎部以下枝粗生长受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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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
“
卡脖

”

现象
。

½ 保留毛枝
:

接株基部常因修剪刺激之故
,

会生长一些 由不定芽形成的细

弱枝 ( 即毛枝 )
,

这些枝条可营光合作用
,

辅助接株生长
,

而不致产生抑制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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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鸟类环志研讨会在青岛举行

根据
“

中美自然保护议定书
” ,

由我国林业部和美国内政部联合举办的
“

中美鸟类环志研讨

会
”

于 19 8 8年10 月 7 一10 日在青岛举行
。

卿建华 司 长和 马 克
·

福勒博士分别代表双方 政 府
出席了会议

。

应邀参加会议的专家中方有28 名 (包括台北野鸟学会 3 名)
,

美方有10 名
,

共发

表了26 篇论文
。

会议在环志现场进行了无线电遥测
、

鸟活体超微量采血分析方法
、

网捕技术

等示范表演
。

会上美方专家从环志历史
、

政策
、

法规和宣传教育等方面介绍了鸟类保护管理

方面的经验
,

侧重从无线电遥测技术
、

资料信 息数学处理
、

对环志鸟的生理生化指标分析进

行环境污染监测
,

并以此判断其迁徙路线等方面介绍了鸟类环志研究的现状及现代技术的应
用

。

中方专家全面介绍了我 国鸟类保护和环志工作的进展和研究成果
。

台湾学者也详细介绍

了台湾鸟类保护工作的情况
。

美方专家高度评价了我国在短短几年内取得的成绩
,

希望我国

在亚太地区的鸟类保护和环志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

建议在迁徙规律研究的基础上
,

开展种

群数量动态等方面的研究
。

这次研讨会是林业部首次独 自主办的国际会议
。

部各级领导对会

议做了重要指示
,

全国鸟类环志中心承担了会议的组织工作
。

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学到了许多

有益的经验
,

奠定了今后国际合作的基础
,

将有力地推动我国鸟类环志事业的发展
。

(全国鸟类环志中心 李重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