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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

方法，属于桉树无性繁殖技术领域。本发明提高

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准备桉树

砧木及接穗后进行切接，仅用嫁接膜包扎嫁接部

位；在嫁接苗旁设立竹签，PE平口透明袋开口向

下套住嫁接苗及竹签，开口在嫁接部位以下并密

闭包扎。本发明通过在嫁接苗上套PE平口透明

袋，保温保湿，既可直接在室外苗圃进行嫁接繁

育，还保持了较高的嫁接成活率，适合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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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准备桉树砧木及接穗

后进行切接，用嫁接膜包扎嫁接部位；在嫁接苗旁设立竹签，PE平口透明袋开口向下套住嫁

接苗及竹签，开口在嫁接部位以下并密闭包扎。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砧木地径0.8‑

1.0cm，嫁接前1‑2天截去30cm以上枝干，嫁接时短截至15‑25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接穗为半木质

化1年生枝条，直径0.5‑0.7cm，剪除叶片。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接穗嫁保留2‑

3个腋芽，每个腋芽保留0.3‑0.8cm叶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切接于每年10

月至次年1月进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竹签进行防腐

处理，高度高于嫁接苗1‑2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PE平口透明袋

厚度为0.06‑0.16m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嫁接后管

理，嫁接2‑3天内控制浇水，保持嫁接部位干燥；2‑3天后至接穗萌芽前，恢复浇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接穗萌芽

后，每天喷水1次，每次喷水8‑12min。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接穗萌芽

2‑3cm后，去掉PE平口透明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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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桉树无性繁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桉树(Eucalyptus)是华南地区人工林面积最大的用材树种，其经营周期短，木材

和副产品利用广泛，是优良旋切板及纸浆用材树种。嫁接是保存桉树优良基因并使其得到

利用的最常用的方法，它能缩短育种周期，加速高世代育种进程，为桉树提供优质的种质资

源。

[0003] 作物果树和蔬菜的嫁接技术已十分成熟，如黄瓜(Cucumissativus)、苹果

(Maluspumila)、芒果(Mangifera  indica)等，但用材树种特别是桉树的嫁接报道较少。而

关于桉树嫁接的研究，也多着重于嫁接方式、嫁接时间、树种选择、穗条成熟度等方向(桉树

花粉贮藏及控制授粉技术研究[D].北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2009；李丽芳,罗成龙,玉

首杰等.桉树嫁接技术研究[J].桉树科技,2020,37(02):40‑44.)。上述研究均存在几个问

题：(1)嫁接场所局限于温室大棚，无法进行大面积嫁接繁殖，不利于推广；(2)嫁接后利用

嫁接塑料膜包扎砧木与接穗，桉树新萌芽枝条较柔软，芽点很难穿透嫁接塑料膜，导致嫁接

成活率下降。因此，如何既可在室外苗圃进行桉树嫁接繁殖，又可保证较高的嫁接成活率，

是当前亟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通过在嫁接

苗上套PE平口透明袋，保温保湿，既可直接在室外苗圃进行嫁接繁育，还保持了较高的嫁接

成活率。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准备桉树砧木及接穗后进行切

接，用嫁接膜包扎嫁接部位；在嫁接苗旁设立竹签，PE平口透明袋开口向下套住嫁接苗及竹

签，开口在嫁接部位以下并密闭包扎。

[0007] 优选的是，所述砧木地径0.8‑1.0cm，嫁接前1‑2天截去30cm以上枝干，嫁接时短截

至15‑25cm。

[0008] 优选的是，所述接穗为半木质化1年生枝条，直径0.5‑0.7cm，剪除叶片；更优选的

是，接穗保留2‑3个腋芽，每个腋芽保留0.3‑0.8cm叶柄。

[0009] 优选的是，所述切接于每年10月至次年1月进行。

[0010] 优选的是，所述竹签进行防腐处理，高度高于嫁接苗1‑2cm。

[0011] 优选的是，所述PE平口透明袋厚度为0.06‑0.16mm。

[0012] 优选的是，还包括嫁接后管理，嫁接2‑3天内控制浇水，保持嫁接部位干燥，2‑3天

后至接穗萌芽前，恢复浇水；更优选的是，接穗萌芽后，每天喷水1次，每次喷水8‑12min。

[0013] 优选的是，还包括接穗萌芽2‑3cm后，去掉PE平口透明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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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通过在嫁接苗上套PE平口透明

袋，保温保湿，既可直接在室外苗圃进行嫁接繁育，还保持了较高的嫁接成活率，促进接穗

萌发生长。本发明通过在嫁接苗旁设立竹签，对嫁接苗起到固定作用，还能防止雨天或外物

影响使PE平口透明袋紧贴、包裹接穗，影响嫁接成活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桉树嫁接示意图；图中，1：PE平口透明袋，2：竹签，3：袋口密闭包扎，4：桉树嫁

接苗，5：嫁接部位包扎嫁接膜。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准备桉树砧木及

接穗后进行切接，用嫁接膜仅包扎嫁接部位(5)；在嫁接苗(4)旁设立竹签(2)，PE平口透明

袋(1)开口向下套住嫁接苗(4)及竹签(2)，开口在嫁接部位(5)以下并密闭包扎，如图1所

示。

[0018] 本发明优选砧木地径0.8‑1.0cm，进一步优选长势良好，无病虫害，株高80‑100cm，

培育1个月后作为砧木，更优选砧木地径0.9cm，株高90cm；在嫁接前1‑2天，截去30cm以上枝

干，以便于砧木水分充分流出；嫁接时短截至15‑25cm，进一步优选短截至20‑23cm。作为一

种可实施方式，本发明砧木选自“DH32”系列苗木。

[0019] 本发明优选接穗为半木质化1年生枝条，直径0.5‑0.7cm，进一步优选直径0.6cm，

剪除叶片；进一步优选接穗保留2‑3个腋芽，每个腋芽保留0.3‑0.8cm叶柄，更优选保留0.4‑

0.6cm叶柄，便于嫁接后进行光合作用，以增加嫁接成活率。本发明优选采集接穗后，贮藏在

温度4‑10℃、湿度50％‑70％环境中，待嫁接备用。作为一种可实施方式，采集接穗后，枝条

剪除叶片后按编号进行标签打捆，贮藏在放有冰袋和湿毛巾的泡沫塑料箱里贮藏保存。本

发明优选接穗品种为尾叶桉和巨桉。

[0020] 本发明优选切接于每年10月至次年1月进行，进一步优选切接法具体为：备好直径

0.8‑1 .2cm的砧木，短截后，选择较平滑的一面，在木质部下韧皮部之间用刀垂直切下，长

2.5‑3cm；接穗下端一侧削成2‑3cm的斜平面，在另一侧下端0.1‑1cm处也斜削一刀，然后将

长削面向着砧木放入接口中，必须使砧木与接穗形成层互相对准后用嫁接膜绑紧。

[0021] 本发明在嫁接苗旁设立一根竹签，起到支撑固定作用，还能防止雨天或外物影响

使PE平口透明袋紧贴、包裹接穗，影响嫁接成活率。本发明优选竹签进行防腐处理，以防止

发霉后影响嫁接成活，进一步优选将竹签浸泡在防腐药水中24小时后至于阴凉处晾干；优

选竹签高度高于嫁接苗1‑2cm。

[0022] 本发明优选PE平口透明袋厚度为0.06‑0 .16mm(6丝‑16丝)，进一步优选厚度为

0.08‑0.12mm(8丝‑12丝)；优选采用金属铁丝进行PE平口透明袋密封包扎，缠绕2圈以上，确

保底部密封不透气，若底部透气影响膜内的湿度和温度，降低嫁接成活率。绑口前注意不要

碰到嫁接好的接穗。

[0023] 本发明优选还进行嫁接后管理，嫁接2‑3天内控制浇水，保持嫁接部位干燥，2‑3天

后至接穗萌芽前，恢复浇水，进一步优选恢复每2天浇水1次，若天气炎热每1天浇水1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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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还包括接穗萌芽后，每天喷水1次，每次喷水8‑12min，进一步优选每次喷水10min。优选期

间砧木发芽后及时剥除砧木芽，以免影响接穗的正常生长。

[0024] 本发明优选接穗萌芽2‑3cm后，去掉PE平口透明袋，进一步优选在阴天或者下午太

阳快落山时进行，防止嫁接苗叶片太嫩被高温灼伤，影响嫁接成活率。

[0025] 本发明优选还包括当接穗发芽至5片叶子时，每隔15天喷施1‰的尿素，并做好病

虫害防治。

[002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的说明，但是不能把它们理解

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1)砧木：选取一批长势良好，无病虫害，树高90cm，地径0.9cm的“DH32”系列苗木

进行统一管理，培育1个月后将其作为砧木；

[0030] (2)接穗：以尾叶桉作为采穗母株采集接穗，选择半木质化1年生枝条，直径0.6cm，

剪除叶片，每个腋芽保留0.4‑0.6cm叶柄；贮藏在温度4‑10℃、湿度50％‑70％环境中，待嫁

接备用；

[0031] (3)嫁接前准备：嫁接前2天，剪除砧木距地面30cm以上部分，嫁接前，短截至20cm；

选择直径0.6cm、保留2‑3个腋芽的健壮枝条作为接穗；准备一根直径5mm的竹签，防腐药水

浸泡24h后阴凉处晾干；

[0032] (4)嫁接：11月上旬，利用切接法嫁接，选择较平滑的一面，在木质部下韧皮部之间

用刀垂直切下，长2.8cm；接穗下端一侧削成2.5cm的斜平面，在另一侧下端0.5cm处也斜削

一刀，然后将长削面向着砧木放入接口中，必须使砧木与接穗形成层互相对准后用嫁接膜

绑紧；在嫁接苗旁插入竹签，竹签高于嫁接苗1.5cm，将厚度为0.12mm的PE平口透明袋开口

向下，套住嫁接苗和竹签，开口在嫁接部位下方并用金属铁丝缠绕2圈，包扎密封；

[0033] (5)嫁接后管理：嫁接后前2天控制浇水以便保持结合部位接口干燥，待2天后根据

土壤和气候情况适时适量灌水，2天喷水1次，天气炎热1天喷水1次；定时抹芽；嫁接后注意

观察接穗萌发状态，15‑30d后接穗萌芽生长，嫩芽2‑3cm时，去除PE平口透明袋使其正常生

长，取袋选择在阴天或晴天日落后进行；当接穗发芽至5片叶子时，每隔15天喷施1‰的尿

素，并做好病虫害防治。

[0034] 实施例2

[0035] 一种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1)砧木：选取一批长势良好，无病虫害，树高80cm，地径0.8cm的“DH32”系列苗木

进行统一管理，培育1个月后将其作为砧木；

[0037] (2)接穗：以巨桉作为采穗母株采集接穗，选择半木质化1年生枝条，直径0.5cm，剪

除叶片，每个腋芽保留0.3‑0.4cm叶柄；贮藏在温度4‑10℃、湿度50％‑70％环境中，待嫁接

备用；

[0038] (3)嫁接前准备：嫁接前1天，剪除砧木距地面30cm以上部分，嫁接前，短截至15cm；

选择直径0.5cm、保留2‑3个腋芽的健壮枝条作为接穗；准备一根直径5mm的竹签，防腐药水

浸泡24h后阴凉处晾干；

[0039] (4)嫁接：10月中旬，利用切接法嫁接，选择较平滑的一面，在木质部下韧皮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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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刀垂直切下，长2.5cm；接穗下端一侧削成2cm的斜平面，在另一侧下端0.1cm处也斜削一

刀，然后将长削面向着砧木放入接口中，必须使砧木与接穗形成层互相对准后用嫁接膜绑

紧；在嫁接苗旁插入竹签，竹签高于嫁接苗1cm，将厚度为0.06mm的PE平口透明袋开口向下，

套住嫁接苗和竹签，开口在嫁接部位下方并用金属铁丝缠绕2圈，包扎密封；

[0040] (5)嫁接后管理：嫁接后前2天控制浇水以便保持结合部位接口干燥，待2天后根据

土壤和气候情况适时适量灌水，2天喷水1次，天气炎热1天喷水1次；定时抹芽；嫁接后注意

观察接穗萌发状态，15‑30d后接穗萌芽生长，嫩芽2‑3cm时，去除PE平口透明袋使其正常生

长，取袋选择在阴天或晴天日落后进行；当接穗发芽至5片叶子时，每隔15天喷施1‰的尿

素，并做好病虫害防治。

[0041] 实施例3

[0042] 一种提高桉树嫁接成活率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1)砧木：选取一批长势良好，无病虫害，树高100cm，地径1.0cm的“DH32”系列苗木

进行统一管理，培育1个月后将其作为砧木；

[0044] (2)接穗：以巨桉作为采穗母株采集接穗，选择半木质化1年生枝条，直径0.7cm，剪

除叶片，每个腋芽保留0.6‑0.8cm叶柄；贮藏在温度4‑10℃、湿度50％‑70％环境中，待嫁接

备用；

[0045] (3)嫁接前准备：嫁接前2天，剪除砧木距地面30cm以上部分，嫁接前，短截至25cm；

选择直径0.7cm、保留2‑3个腋芽的健壮枝条作为接穗；准备一根直径5mm的竹签，防腐药水

浸泡24h后阴凉处晾干；

[0046] (4)嫁接：1月上旬，利用切接法嫁接，选择较平滑的一面，在木质部下韧皮部之间

用刀垂直切下，长3cm；接穗下端一侧削成3cm的斜平面，在另一侧下端1cm处也斜削一刀，然

后将长削面向着砧木放入接口中，必须使砧木与接穗形成层互相对准后用嫁接膜绑紧；在

嫁接苗旁插入竹签，竹签高于嫁接苗2cm，将厚度为0.16mm的PE平口透明袋开口向下，套住

嫁接苗和竹签，开口在嫁接部位下方并用金属铁丝缠绕2圈，包扎密封；

[0047] (5)嫁接后管理：嫁接后前3天控制浇水以便保持结合部位接口干燥，待3天后根据

土壤和气候情况适时适量灌水，2天喷水1次，天气炎热1天喷水1次；定时抹芽；嫁接后注意

观察接穗萌发状态，15‑30d后接穗萌芽生长，嫩芽2‑3cm时，去除PE平口透明袋使其正常生

长，取袋选择在阴天或晴天日落后进行；当接穗发芽至5片叶子时，每隔15天喷施1‰的尿

素，并做好病虫害防治。

[0048] 实施例4

[0049] 砧木高度对尾叶树嫁接成活的影响

[0050] 试验材料：选取一批长势良好，无病虫害，树高80‑100cm，地径0.8‑1.0cm的“DH32”

系列苗木进行统一管理，培育1个月后将其作为砧木；2022年11月上旬，采用高枝剪从优树

上采集中上部半木质化1年生健康枝条，枝条采集后尽快将叶片剪除，每个腋芽处留0.4‑

0.8cm的叶柄，枝条剪除叶片后按编号进行标签打捆，贮藏在放有冰袋和湿毛巾的泡沫塑料

箱里，运回单位苗圃备用；

[0051] 嫁接前接穗处理及砧木修剪：选择直径约为0.5‑0.7cm健壮枝条，每个接穗留2‑3

个腋芽；嫁接前1‑2天，将砧木距离地面30cm剪掉，嫁接前将砧木高度分别短截成10cm、

15cm、20cm、25cm、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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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嫁接：利用切接法嫁接，嫁接后，嫁接部位用嫁接膜绑紧；嫁接苗旁插入一根竹签，

用厚度0.1mm的PE平口透明袋套住嫁接苗和竹签，开口在嫁接部位下方并密闭包扎，进行嫁

接后管理。每个处理嫁接4株，重复5次。

[0053] 数据统计：嫁接1个月后调查其成活率(接穗青绿、芽鳞开裂露绿可初步判定为成

活)；5个月后，用尺子测量嫁接成活后的穗条长度。结果如表1所示。

[0054] 表1不同砧木高度对尾叶桉嫁接成活的影响

[0055]

[0056] 砧木为接穗提供必需的水分及养分，与接穗的生理活性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因此，

砧木高度对嫁接苗成活及新萌芽能力具有一定的影响。如表1所示，对于尾叶桉而言，砧木

高度15‑25cm时嫁接成活率较高，砧木25cm时嫁接成活率最高，接穗长度最长。

[0057] 实施例5

[0058] 包扎方式对尾叶桉嫁接成活的影响

[0059] 试验材料、嫁接方式及数据统计同实施例4。区别为：砧木高度短截为15cm，分别设

置厚度为0.06mm、0.08mm、0.10mm、0.16mm的PE平口透明袋包扎接穗，仅有嫁接部位使用嫁

接膜包裹；另外，设置对照(CK)为嫁接部位、接穗均用嫁接膜包裹。

[0060] 表2不同包扎方式对尾叶桉嫁接成活的影响

[0061]

[0062] 如表2所示，桉树新萌芽枝条较柔软，芽点很难穿透嫁接膜，导致嫁接成活率下降

(CK)。本发明中仅用嫁接膜将砧穗结合部位绑紧，使砧、穗形成层密接促进成活。本发明还

研究了不同PE平口透明袋厚度对嫁接成活率及接穗长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尾叶桉而

言，0.06‑0.19mm的PE平口透明袋包扎均能提高嫁接成活率，以0.08mm厚度最佳；0.16mm厚

度包扎处理接穗长度最长，但与其他处理(除CK)没有显著差异。

[0063] 实施例6

[0064] 砧木高度和包扎方式对尾叶桉嫁接成活的影响

[0065] 在实施例4和实施例5的基础上，设计了砧木高度和包扎方式对尾叶桉嫁接成活影

响的双因素试验，处理方式及结果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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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表3砧木高度和包扎方式对尾叶桉嫁接成活的影响

[0067]

[0068] 由双因素正交试验结果分析可知，砧木高度与PE平口透明袋厚度互作对尾叶桉嫁

接效果产生了影响。处理5的嫁接成活率最高，即砧木高度在20cm、PE平口透明袋厚度在

0.10mm时的嫁接成活率最高。

[0069] 实施例7

[0070] 嫁接高度及包扎方式对巨桉嫁接的影响

[0071] 2023年1月，以巨桉作为接穗，设计了砧木高度和包扎方式对巨桉嫁接成活影响的

双因素试验，处理方式及结果如表4所示。

[0072] 表4嫁接高度及包扎方式对巨桉嫁接的影响

[0073]

[0074]

[0075] 如表4所示，处理3、处理4、处理8和处理9的巨桉嫁接成活率最高为90％以上，而处

理1的嫁接成活率最低为60％。处理7、处理8与处理6的新萌接穗长度最大，分别为9.0cm、

8.2cm和6.2cm，处理1的新萌接穗长度最小为2.4cm。砧木高度与PE平口透明袋厚度组合对

巨桉嫁接成活率及新萌接穗长度表现差异较大。

[007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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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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