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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杏( Ginkgo biloba L. )为乔木树种。未经处理的银杏苗木, 主干生长旺, 分枝慢, 难于迅

速形成庞大的树冠。如何促进苗木分枝,加速树冠形成,以使其能尽快提供更多的优质银杏叶,

是叶用银杏促成栽培的一项有待解决的关键技术。

银杏苗打顶, 能有效促进分枝。采用芽苗移栽,既能保证全苗,又能加速成园。能否利用芽

苗移栽结合打顶, 来建设银杏采叶基地,芽苗移栽时,究竟何时打顶较宜,打顶又以何种程度最

为适合,这些都还没有可供借鉴的先例。1995年,我们对移栽于圃地的银杏芽苗进行了不同时

期的打顶试验,结果证明,打顶时期直接影响到处理效果。以第二次抽梢停止后打顶综合效果

最好。这就为大规模采用打顶技术提供了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选用同一批银杏种子, 于 2月中旬催芽,播种于培养箱。芽苗胚茎露出土(砂)面后离开培

养箱,使其见光,以加速苗茎老化。一周后,茎端变绿,即断根尖移栽于圃地,每行 10株,行间距

15 cm ,株间距约 8 cm。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以3行为小区, 4次重复。4月 3日起, 分别于4月 3日, 6月4日, 8月

28日三批打顶。每次打顶苗数近 120株。以不打顶为对照。第一、二次打顶采用手指摘顶,第

三次改用刀片切除顶芽 1/ 3的做法。

年底逐株调查苗高、地径粗度、抽梢次数、分枝数和苗木总芽数(以肉眼能见到的大于 2

mm 的芽为准) ,并对苗木保存率、抽梢率、及各项实际调查项目, 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分析

时,对保存率和抽梢率都按要求作了反正弦换算。

2　结果与分析

2. 1　打顶时期与苗木保存率

试验表明,不同时期打顶,保存率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由表1可见,过早打顶会降低苗木保

存率。对苗木生长过程的观察表明, 银杏移栽后的初期, 地上部分生长缓慢, 保存 4～6张叶片

的时间, 长达 2个多月。而苗木打顶后叶原基受到破坏,重新形成叶原基至少要1个月时间。这

时打顶,苗木只能依靠种子内残留的养分来进行各类生命活动,由于贮藏的养分已经大量消

耗,所以,重新抽叶的时间长达 2个多月。当其抽发新叶时,已经临近暑夏,幼嫩的枝叶又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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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日灼危害导致死亡。这是 4月 3日打顶苗木保存率明显低于其它组的根源。
表 1　不同打顶时期的苗木保存率 (单位: % )

打顶时间(月—日) 04—03 06—04 08—28 (不打顶)

重复 1 86. 7 93. 3 93. 3 90. 0

重复 2 80. 0 96. 7 90. 0 86. 7

重复 3 80. 0 96. 7 90. 0 90. 0

重复 4 83. 3 86. 7 90. 0 86. 7

平均 82. 5 c 95. 9 a 90. 8 b 88. 4 b

　　注:保存率作反正弦换算后作多重比较分析。F = 27. 62* * [ F 0. 01( 3, 12) = 5. 95] ;英文字母相同者,相互间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余表同。

　　6月 4日打顶的苗木保存率优于其它各组,这可能与苗木打顶后木质化程度加速, 有利于

提高苗木的抗性有关。

2. 2　打顶时期与苗木分枝率

由表 2可见,不同时期打顶,分枝率间也存在明显差别。试验证明,打顶可以促进分枝。打

顶越早,促进分枝的作用越大。各处理间,不仅分枝比例不同, 苗木平均分枝数也存在显著性差

异。4月 3日打顶的产生分枝最多(见表 3)。

表 2　不同打顶时期的苗木分枝率　　(单位: %)

打顶时间

(月—日)
04—03 06—04 08—28 (不打顶)

重复 1 42. 3 11. 1 3. 6 7. 4

重复 2 75. 0 17. 2 19. 2 7. 7

重复 3 62. 5 17. 2 25. 9 3. 7

重复 4 80. 0 37. 9 14. 8 0

平均 65. 0 a 20. 9 b 15. 9 bc 4. 7 c

　　注:分枝率经反正弦换算后作统计分析。F = 18. 18* *

[ F0. 01( 3, 12) = 5. 95]。

表 3　不同打顶时期的苗木分枝数

(单位:个)

打顶时间

(月—日)
04—03 06—04 08—28 (不打顶)

重复 1 1. 5 1. 1 1. 0 1. 1

重复 2 2. 1 1. 2 1. 3 1. 1

重复 3 1. 9 1. 2 1. 3 1. 0

重复 4 2. 2 1. 9 1. 1 1. 0

平均 1. 9 a 1. 4 b 1. 2 b 1. 1 b

　　注: F= 9. 26* * [ F0. 01( 3, 12) = 5. 95]。

　　打顶促进分枝的作用, 还能从芽的数量上得到体现。历次处理的总芽数, 分别为3. 0, 2. 9,

2. 1个,对照为 2. 4个,除 8月份处理外,其它都超过对照。

2. 3　打顶时期与苗木生长量

　　不同时期打顶, 苗木高度间也存在极显

著差异。由表 4可见, 适时打顶,不影响苗木

高生长。但过早打顶, 则能明显降低苗木高

度。6月4日打顶的苗木高度甚至高于对照,

所以,通过打顶加速银杏叶用园建设,是行得

通的,只是打顶一定要适时机。

各个时期打顶的苗木地径粗度分别为

0. 52 cm, 0. 57 cm 和 0. 55 cm ,对照为 0. 57

表 4　不同打顶时期的苗木高度　　(单位: cm)

打顶时间

(月—日)
04—03 06—04 08—28 (不打顶)

重复 1 10. 8 13. 7 12. 4 12. 5

重复 2 12. 1 14. 6 13. 4 15. 1

重复 3 10. 5 15. 1 13. 1 12. 7

重复 4 11. 3 15. 2 13. 0 15. 4

平均 11. 2 c 14. 7 a 13. 0 b 13. 9 ab

　　注: F= 10. 34* * [ F0. 01(3, 12) = 5. 95]。

cm ,经统计分析,相互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摘顶没有明显地影响苗木的茎粗生长。

3　小　结

　　( 1)对移栽于圃地的银杏芽苗在不同时间打顶, 可以明显促进分枝。促进分枝的作用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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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顶为好。

( 2)过早打顶,不利用苗木的生长,还会降低苗木的保存率。

( 3) 6月上旬打顶,苗木保存率最高, 生长也最好, 苗木基径等于对照, 分枝率和总芽数, 也

仅次于 4月上旬打顶。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效果, 6月上中旬打顶,最值得在生产中推广。

The Effect of Cutting Top-bud from Ginkgo

Seedlings on Different Date

H an N inglin 　Zhen W enshan

　　Abstract　T he top-bud of young ginkgo seedling s( Ginkgo bi loba L. ) w as cut dow n to

pr omote br anching on the 3r d April, 4th June, 28th August , respect iv ely . It show s that this

t reatment can make seedings produce more br anches, but could reduce is g row th af ter t reat-

ment on 3rd A pril. Accor ding to the test , this tretment could be adopted f rom early to m iddle

June.

　　Key words　young ginkgo seedling , cut top-bud, promote cult iv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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