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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当年生桂海４号猕猴桃为砧木，分别在５、６、７、８、９、１０月中旬用劈接法进行嫩砧嫁接红阳猕猴桃，调查嫁
接苗的成活与保存情况及嫁接苗嫁接口上５ｃｍ处的茎粗。结果表明，６个时间段内进行嫩砧嫁接，成活率均可达到
８０．０％以上，保存率可达到８８．０％以上，其中以６月份嫁接的成活率、保存率相对最高，分别为９７．７９％、１００．００％；８
月份嫁接成活率相对最低，为８１．３０％，７月份嫁接保存率相对最低，为８８．４６％；６月份嫁接的猕猴桃苗生长相对最
旺，茎粗可达到０．８６ｃｍ，１０月份嫁接的猕猴桃苗生长最为缓慢，茎粗仅为０．７４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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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以来，桂北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红阳猕猴桃，苗
木需求量较大。采用传统育苗方法须２年才能培育出合格的
嫁接苗，管护费用高、育苗周期长，难于满足市场需求，而且传

统的大田育苗方法难于控制木虱等昆虫传播病菌，苗木的健

康状况没有保障。因此，要使红阳猕猴桃在桂北地区健康发

展，一方面必须采用抗溃疡病的品种为砧木，以健康植株的枝

条为接穗，且在有防虫网等保护设施的条件下培育健康、优质

苗木；另一方面为实现猕猴桃苗木当年出圃，必须在夏季或秋

季进行嫩砧嫁接。

目前，有许多学者在核桃、桃、李、葡萄等植物中应用嫩砧

嫁接技术，而对猕猴桃嫩砧嫁接的研究却鲜见报道。范成民

等采用嫩枝劈接法、改良方块芽接法、带木质部芽接法嫁接核

桃，结果表明，核桃嫩枝劈接法的嫁接成活率显著优于其他２
种方法，且实现核桃嫁接１年成苗［１］；王福森等对樟子松嫩枝

嫁接时间和嫁接方法进行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黑龙江省西部

半干旱地区樟子松嫩枝嫁接的最佳的时间为７月末、８月初，
晚于８月上旬不宜嫁接，嫁接方法以髓心形成层贴接和劈接
为宜［２］；陈泽雄等对柑橘进行温室嫩芽嫁接试验，研究不同

芽龄、不同管理条件、砧木木质化程度、不同季节对柑橘嫁接

成活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以芽龄为１０ｄ的春梢作接穗，并在
实生苗的未木质化部位进行嫁接，嫁接苗在光照培养室中的

生长成活率可达８０％以上［３］。本研究以当年生实生苗为砧

木，在夏季进行嫩砧嫁接，以实现猕猴桃嫁接苗１年出苗，缩
短猕猴桃出苗时间，为猕猴桃的推广发展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猕猴桃砧木品种为桂海４号，其实生苗须生长健壮、无病
虫害，且基部以上１０ｃｍ处的茎粗达到０．３ｃｍ以上；接穗品
种为红阳１年生结果枝条，要求生长充实，粗度与砧木相当。
１．２　试验方法
　　试验于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在广西桂林市灵川县
兰田乡广西植物研究所成果转化基地温室大棚进行，嫩砧嫁

接时间分别为５、６、７、８、９、１０月中旬，用劈接方法将红阳猕猴
桃芽嫁接到桂海４号实生苗上，用锡片箍住嫁接部位。
１．３　调查内容与方法

嫁接结束后，及时统计各个嫁接时间的嫁接苗数量、成活

数量、保存数量，计算嫁接苗的成活率、保存率；对已成活的嫁

接苗每隔１０ｄ测量嫁接口上５ｃｍ处的茎粗，持续４个月，观察
嫁接苗成活后的生长动态。成活率、保存率计算公式分别为：

成活率＝成活株数／嫁接株数×１００％；
保存率＝保存株数／嫁接株数×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嫩砧嫁接时间对猕猴桃嫁接成活和保存的影响
由表１可见，猕猴桃不同时间嫩砧嫁接的成活率、保存率

均比较高，成活率超过８０．０％，保存率在８８．０％以上；６月１４
日嫁接的苗成活率相对最高，为９７．７９％，其次是９月１２日
嫁接的，嫁接苗成活率达到９５．１０％；８月１５日嫁接的苗成活
率相对最低，为８１．３０％；６月１４日嫁接的猕猴桃苗保存率相
对最高，为 １００．００％，其次是 ９月 １２日，嫁接苗保存率为
９６．５７％；７月１７日嫁接的苗保存率相对最低，为８８．４６％；５
月１５日、６月１４日、７月１７日这３个嫁接日期的嫁接苗，其
萌发天数均为９ｄ，随嫁接时间的推移，萌芽时间逐渐增加，１０
月１５日嫁接时的萌芽时间达到１３ｄ，这可能是由于随嫁接时
间推迟，温度逐渐降低，猕猴桃生长开始减缓，嫁接愈合的时

间延长。

２．２　不同嫩砧嫁接时间对猕猴桃苗生长的影响
对各个嫁接时间萌芽的猕猴桃苗每隔１０ｄ测量１次嫁

接口上５ｃｍ处的茎粗，每处理测量１２次，观察不同嫩砧嫁接
时间嫁接的猕猴桃苗４个月的生长情况。由图１可见，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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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嫩砧嫁接时间对猕猴桃嫁接成活和保存的影响

嫁接日期

（月－日）
萌芽日期

（月－日）
萌发时间

（ｄ）
嫁接数量

（株）

成活数

（株）

保存数

（株）

成活率

（％）
保存率

（％）

０５－１５ ０５－２４ ９ １５０ １３５ １２５ ９０．００ ９２．５９
０６－１４ ０６－２３ ９ １３６ １３３ １３３ ９７．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１７ ０７－２６ ９ １４５ １３０ １１５ ８９．６６ ８８．４６
０８－１５ ０８－２５ １０ １２３ １００ ９１ ８１．３０ ９１．００
０９－１２ ０９－２４ １２ ２４５ ２３３ ２２５ ９５．１０ ９６．５７
１０－１５ １０－２８ １３ １２３ １０９ ９８ ８８．６２ ８９．９１

　　注；萌发时间＝萌芽数达到嫁接数５０％的日期－嫁接日期。

１４日嫁接的猕猴桃苗成活 ４个月时的茎粗相对最大，为
０．８６ｃｍ，其次是５月１５日、７月１７日嫁接的猕猴桃苗，其茎
粗可达到０．８０ｃｍ；８月１５日、９月１２日嫁接的猕猴桃苗其茎
粗分别为０．７８、０．７５ｃｍ；１０月１５日嫁接的猕猴桃苗其茎粗
相对最小，仅为０．７４ｃｍ；从嫁接苗茎粗整个生长动态来看，６
月１４日嫁接的猕猴桃苗生长相对较旺，而９月１２日、１０月
１５日这２个时间嫁接的猕猴桃苗，由于生长不久就临近冬
季，猕猴桃苗很快落叶进入休眠期而停止生长。

３　小结与讨论

在嫁接试验中，用锡片箍住嫁接部位，嫁接口、接穗是裸

露的，不是传统的薄膜密封或只露芽眼包扎，必须采用覆盖薄

膜的拱棚，并及时将嫁接的营养杯苗置于棚内保湿，同时保持

营养杯内土壤湿润，不要过湿或过干。另外，在自然环境下应

适当遮阴、通风，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和太阳直射，否则苗易感

染疫霉病或炭疽病而导致死苗严重。

整体而言，５—１０月均能进行猕猴桃嫩砧嫁接，且成活率
在８０％以上。综合猕猴桃嫁接苗萌芽后的生长情况，以６月
１４日嫁接的猕猴桃苗成活率和保存率相对最高，出苗时间相
对最短，生长相对较旺且茎粗最粗。通过猕猴桃嫩砧嫁接，可

使猕猴桃嫁接苗的出苗时间由传统方法的２年缩短至１年，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使猕猴桃的挂果时间提前，收益

增加。须补充说明的是，由于整个嫁接试验的时间相对较长，

砧木的茎粗也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粗，后期嫁接使用的接

穗也比早期的要粗，这将会对嫁接苗的生长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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