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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个杜仲无性系嫁接成活率与接芽萌发枝高生长量

的比较试验

樊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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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实现杜仲优良无性系!采用嵌芽接方法对K"个杜仲优良无性系进行了无性繁殖试验

研究"结果表明!K"个杜仲无性系利用嵌芽接!其成活率有差异#嫁接后K"个无性系间接芽萌发

枝高生长量均有差异#砧木的粗细对嫁接后接芽萌发枝的高生长量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杜仲#无性系#无性繁殖#嵌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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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6*&##+"*.#&+5(3#是 杜 仲 科 杜 仲 属 树

种!为我国特有的经济树种!已被国家列为二类重点

保护植物&杜仲为贵重的中药材!是我国重要的木

本药 用 植 物 之 一&杜 仲 的 皮’叶’果 实 均 含 有 杜 仲

胶!是我国重要的硬性橡胶资源!同时也是一种重要

的出口物资&目前!杜仲的栽培大部分采用种子繁

殖!这种方法使后代变异性增加!导致品种混杂’个

体分化大’良莠不齐’优良性状难以保持!对这一珍

贵树种的进一步开发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尽快采

用无性繁殖方法!使杜仲的经营走向品种化’集约化

的生产!是杜仲发展的方向&为此!采用嵌芽接方法

对K"个杜仲优良无性系进行了无性繁殖的探索性

试验(%K!)&

%!材料与方法

C-C!试验材料

K"个杜仲优 良 无 性 系 接 穗 采 自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学林学院杜仲优良无性系测定林!选采枝龄为%,

生!着生部位在树冠外围中上部的生长健壮’无病虫

害的成熟枝条&K"个杜仲优良无性系分别是$湘<
,’湘$-’湘%&-’湘%%-’湘%#,’湘%<,’黔D
-’黔%,’黔%%,’黔#-’黔$,’M̂%’M̂$’灌$,’
灌!-’灌%-’灌D-’灌%"-’略$’略;’略#-’略

!’略$$-’略$D-’略K<-’略%&-’略%%-’略"’
略%"-’略!;-’略K%,’略!$,’略D-’略KD-’
略!<-’略%-’略K$,’略%K,’略!#,’略!K-&

砧木选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杜仲苗圃内

!,生的实生苗&

C:E!试验方法

试验于%DD;年#月至%DD#年<月在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林学院杜仲苗圃内进行!嫁接时间为%DD;
年#月%<至!"日!采用带木质部嵌芽接的方法!每

%株接!个芽!接穗随采随接&翌年春!及时剪砧和

抹芽&早春发芽前在距离接芽上方%M>处剪去砧

木的上部!未成活的芽确认后剪除&为避免砧木上

的芽和接芽争夺养分!随时进行抹芽!保证接芽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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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发育!在!个接芽均成活的情况下"只保留%个

比较健壮的"另外%个抹除!接芽萌动后"首先确立

标准株"每个 无 性 系 选 择 接 芽 成 活#且 生 长 较 好 的

%<株作为标准株"测其芽高"以该芽高为基数"测定

以后的高生长量$<L;%!

C:F!试验内容

%:$:%!K"个 杜 仲 无 性 系 嫁 接 成 活 率 对 比 试 验!
%DD#年<月下旬"分 别 对 嫁 接 的K"个 无 性 系 进 行

随机调查成活率"每次%<株"重复$次"进行统计分

析!

%:$:!!K"个杜仲无性系接芽萌发枝高生长量比较

试验!%DD#年&月<日"对每个无性系接芽萌发枝

随机测定%<株的株高"重复$次"进行K"个杜仲无

性系间接芽萌发枝高生长量的比较试验!

%:$:$!砧木直径对接芽萌发枝高生长量的影响!
以成活率高#接芽萌发枝高生长量较大的略$#略!#
灌$,$个无性系为试验对象"于%DD#年<月中旬

进行测定"距离接芽下%:"M>量取砧木直径"以":<
M>为界"分别调查高生长量"进行对比试验!

!!结果与分析

E:C!GI个杜仲无性系嫁接成活率对比

表C!GI个杜仲无性系嫁接成活株数对比试验方差分析

S,R-3%!],*8,+M3,+,-6484(.0133TO3*8>3+0

变异来源 50 == J= 1 1"

区组间 ! !-%%&&&; %-"<#$$$ "-#K$K 1"-"<[%-<K

无性系间 $D %K&-;D%;"" $-;&$##D !-DDD$"" 1"-"%[%-#<
机误 ;# D;-##$$$" %-!<KD%<
总计 %%D !K&-;D%;""

表E!GI个杜仲无性系嫁接成活株数对比试验多重比较

S,R-3!!E)-08O-3M(>O,*84(+(+4)*9893CO-,+04 株

无性系 平均株数 E=A"-"< E=A"-"% 无性系 平均株数 E=A"-"< E=A"-"%

湘%%- %<:"" G , 略%"- %K:$$ G ,
湘%#, %<:"" G , 灌D- %K:$$ G ,
黔#- %<:"" G , 灌%- %K:"" G ,
M̂% %<:"" G , 略$D- %K:"" G ,
M̂$ %<:"" G , 略K<- %K:"" G ,

灌$, %<:"" G , 略%&- %K:"" G ,
灌!- %<:"" G , 略D- %K:"" G ,

略$ %<:"" G , 湘<, %$:&; G ,
略; %<:"" G , 略!$, %$:&; G ,
略! %<:"" G , 略#- %$:$$ G ,

略$$- %<:"" G , 略K%, %$:$$ G ,
略%%- %<:"" G , 略!<- %$:"" U ,
略%K, %<:"" G , 略!#, %$:"" U ,
略KD- %K:&; G , 湘%&- %!:&; U ,
略K$, %K:&; G , 黔D- %!:$$ U R
湘$- %K:$$ G , 灌%"- %!:$$ U R

湘%<, %K:$$ G , 黔%%, %!:"" U R
黔%, %K:$$ G , 略!;- %%:&; U R
黔$, %K:$$ G , 略%- %%:&; U R

略" %K:$$ G , 略!K- %%:"" = R

!!注&E=A"-"<[%-#K#<!E=A"-"%[!-K;$!

!!在 砧 木 相 同 的 情 况 下"K"个 杜 仲 无 性 系 嫁 接

后"各无性系间成活率差异极显著’表!(!湘%%-#
湘%#,#黔#-#M̂%#M̂$#灌$,#灌!-#略$#略;#
略!#略$$-#略%%-#略%K,成 活 率 达%""X)略

KD-#略K$,#湘$-#湘%<,#黔%,#黔$,#略"#
略%"-#灌D-成活率达D<:<$X)灌%-#略$D-#
略K<-#略%&-#略D-成活率达D$:$$X)湘<,#
略!$,成活率达D%:%$X)略#-#略K%,成活率达

##:#;X!以上各无性系间无显著差异"与其他无性

系间差异显著!略!<-#略!#,成活率达D$X)湘

%&-成活率达#K:K&X!以上各无性系与其他无性

系间 差 异 极 显 著!黔 D-#灌 %"- 成 活 率 达

#!:!"X)黔%%,#略!;-#略%-#略!K-成活率低

于#!X!
影响嫁接成活率的因素主要有砧木与接穗的亲

合力#砧木与接穗的生长状态及树种特性#愈合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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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条件以及嫁接技术!$LK"#本次试验中$后两者基本

一致$所以主导因子是前两者#
本次试验中K"个杜仲无性系和砧木之间的亲

缘关系有差异$不同无性系接穗和砧木间在解剖结

构%生理特性以及新陈代谢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亲合

力有高有低$亲缘关系较近的亲合力高$成活率高$
反之则低&试验中对砧木的选择没有过高的要求$即
有粗有细$所以砧木的生活力有强有弱$另外$所采

接穗以及同一接穗上不同部位的芽之间在生活力上

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也是影响成活率的因素#

E:E!GI个杜仲无性系接芽萌发枝高生长量比较

!!K"个杜仲无性系嫁接后$各无性系间接芽萌发

枝高生长量差异极显著’表K(#K"个杜仲无性系嫁

接后$略$%略!%略#-%灌$,%灌!-%略$$-%略

;%略K$,%M̂%%略KD-%黔D-%略%%-%!个无性系

接芽萌发枝高 生 长 量 均 大 于<"M>$其 中 略$%略!
表现最好$其次依次是略#-%灌$,%灌!-%略$$
-&略;&略K$,%M̂%%略KD-%黔D-%略%%-#

表F!GI个杜仲无性系接芽萌发枝高生长量对比试验方差分析

S,R-3$!],*8,+M3,+C-6484(+138?10?*(201(.?*,.03C41(08+?4

变异来源 50 == J= 1 1"

区组间 ! %-KK"K "-;!"! "-K!D% 1"-"<[%-<K

无性系间 $D !;K;-D%&" ;"-K<DK K%-D;&K"" 1"-"%[%-#<

机误 ;# %$"-D!&D %-&;#<

总计 %%D !##"-!#$!

表G!GI个杜仲无性系接芽萌发枝高生长量对比试验多重比较

S,R-3K!E)-08O-3M(>O,*84(+(+138?10(.?*,.03C41((08+?4 M>

无性系 高生长量 E=A"-"< E=A"-"% 无性系 高生长量 E=A"-"< E=A"-"%

略$ &%:%% G , 略K<- K#:<$ N C

略! &":%% G , 略!#, K#:K< N C

略#- <#:K" U , 略%"- K#:$$ N C

灌$, <#:%" U R 略!;- K#:!$ N C

灌!- <&:&% U R 黔#- K;:D" N C

略$$- <&:$! U R 略D- K;:&! N C

略; <&:"D = R 略" K;:K& 5 C

略K$, <!:&< F M 湘%<, K;:%K 5 C

M̂% <!:<% F M 灌D- K;:"" 5 C

略KD- <%:<! F M 湘<, K&:&! 5 3

黔D- <%:!% F M 黔%%, K&:KK 5 3

略%%- <":#; F M 黔$, K&:$K 5 3

略%- KD:;K N C 灌%- K&:!K 5 3

略K%, KD:&< N C M̂$ K<:D; 5 3

略%&- KD:"& N C 湘%&- K<:&$ 5 3

灌%"- KD:"" N C 略%K, K<:!$ P 3

略!$, K#:#< N C 黔%, KK:<" P 3

略$D- K#:;% N C 略!K- K!:D! Y .

湘%%- K#:<; N C 湘$- K!:$; Y .

略!<- K#:<K N C 湘%#, $;:#" Q ?

!!注)E=A"-"<[!-%$;#!E=A"-"%[!-#&"K

!!影响接芽萌发枝高生长量的主要因素有)嫁接

技术$接穗和砧木亲合力$形成层的再生能力$砧%穗
的生长状态及特性等#该试验嫁接技术和砧木在同

一水平上$不是直接影响因素#嫁接成活$主要是依

靠砧木与接穗结合部位的形成层的再生能力$嫁接

后首先是形成薄壁细胞进行分裂$形成愈合组织$再
进一步分化出输导组织$并与砧木$接穗的输导组织

相通$保证水分$养分的上下沟通$这样!种植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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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体!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因此!形成层的再生能

力的强弱!是直接影响K"个杜仲无性系嫁接后接芽

萌发枝高生长 量 的 主 要 因 素!另 外!K"个 杜 仲 无 性

系接穗的生长状态及特性之间的差异也是影响接芽

萌发枝高生长量的重要因素"

E:F!砧木直径对接芽萌发枝高生长量的影响

由表<可知!砧木的粗细对接芽萌发枝高生长

量有显著的影响"一株苗木!它的地上部分健壮与

否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地下部分以及整株苗木本身

生活力的强弱!对于较粗的砧木而言!它的根系要比

较细的砧木发达!所积累的养分也充足!能够更好的

为接芽提供必需的养分!使接芽得以正常的生长发

育!所以!砧木较粗对接芽萌枝的生长有利"

表H!砧木直径对接芽萌发枝高生长量的影响统计

S,R-3<!H0,08408M4(.0138+.-)3+M3(.018M̂+344(.*((040(M̂ (+013138?10(.41((08+?4 M>

砧木 无性系 单株接芽萌发枝高生长量 %O 1 1"-"< 1"-"<

略$ $&:! K#:! K!:D KK:" <":; K!:$ KK:K

&":<M> 略! K<:# K!:; K<:# K%:; !!:; $;:" K%:$ K!:%!K

灌$, K!:" K":$ K$:# K<:# KK:& K$:; $#:;

略$ K<:% $<:" $":" $&:$ $#:& $&:; !<:D K:%"" !:"!% !:;"K

’":<M> 略! !<:K KK:$ !D:; !#:; K$:< $<:" K":K $<:%&!

灌$, $&:% $$:K $#:" !#:< $K:K $#:D $K:<

$!结论与讨论

通过统计分析!杜仲K"个无性系通过嵌芽接的

方法进行无性繁殖!其中#略$$略!$略#-$灌$,$
灌!-$略$$-$略;$略K$,$M̂%$略KD-$黔D-$
略%%-%!个无性系接芽萌发枝高生长量均大于<"
M>!表现优于其他无性系!并且略$$略!$灌$,$灌

!-$略$$-$略;$M̂%$略%%-成活率达%""X%略

KD-$略K$,成活率达D<:<$X%黔D-成活率只有

#!:!"X"另外!选择较粗的砧木进行嵌芽 接!距 离

接芽下%M>处 砧 木 直 径 在":<M>以 上 的 砧 木 为

好"
试验证明!用嫁接方法进行杜仲无性繁育是行

之有效的一条捷径"目前杜仲无性繁殖的方法和手

段很多!主要有插根繁殖$驳根繁殖$高空压条繁殖$
休眠枝扦插$嫩枝扦插$嫁接育苗等方法和手段"插

根繁殖$驳根繁殖$高空压条繁殖$休眠枝扦插$嫩枝

扦插等无性繁育都是依靠无性系自身的养分生根发

育!而嫁接育苗是借助已经有完整功能的砧木进行

发育!不需要生根!只要与砧木形成共同体后!直接

利用砧木的根系进行生长发育"所以!嫁接育苗对

于优良无性 系 的 丰 产 具 有 周 期 短$见 效 快 的 特 点"
另外!嫁接过程中还可以有目的的选择有利于生产

需要的砧木材料!如矮化砧木$抗逆性强的砧木等"
总之!嫁接育苗是今后经济林树种繁育的主要方法

和手段之一"
在该试验中!只做了带木质部嵌芽接比较试验!

还有很多嫁接方法可以应用在杜仲无性繁育中"所

以还需要进一步做大量的试验才能筛选出杜仲嫁接

繁育的最佳方法和手段"

致谢#该试验得到了张康健和张博勇老师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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