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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时间对澳洲坚果苗嫁接成活率及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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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６年６月在镇康县军赛乡军赛苗圃基地对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嫁接的澳洲坚果苗的成活率和生
长量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不同时段嫁接的澳洲坚果苗木间在活率和生长量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在当地澳洲坚果最

适宜的嫁接时间为１１月和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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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坚果（Ｍａｃａｄａｍｉ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又称澳洲胡
桃、夏威夷果，为山龙眼科（Ｍａｃａｄａｍｉａ）澳洲坚果属
乔木果树，原产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南部和南威

尔士州北部的沿海亚热带雨林中，属南亚热带常绿

树种，素有“干果皇后”、“世界坚果之王”的美誉，是

目前世界上经济价值较高的一种名贵食用干果，含

油量在坚果中首屈一指，其种仁脂肪含量７８％以上
（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占８４％），油质清香，是一种高
级食用保健油。同时澳洲坚果还含有丰富的蛋白

质、碳水化合物和钙、钾、磷、铁、硫、锌以及 Ｂ族维

生素，澳洲坚果因其丰富的营养和独特的风味，被认

为是一种美食，在国际市场上极受青睐，其发展前景

十分广阔。澳洲坚果适应性广，适宜生长的气温为

１３℃～３２℃，年降雨量要求在 １２００ｍｍ以上，海
拔高度 １５００ｍ以下地区，土壤质地疏松、土层深
度、ｐＨ值４．５～６．５的砂质壤土或砖红壤土［１，２］。

澳洲坚果苗木培育主要是培育嫁接苗，嫁接成

活率及嫁接后的生长量直接影响到苗木的质量，关

系到澳洲坚果造林的成功与否。在滇西南地区，澳

洲坚果嫁接的时间一般为１０月下旬至次年２月上



旬［３］，本文通过对这段时间内不同时段嫁接的澳洲

坚果苗木成活率及生长量的调查，选择出最适宜的

嫁接时间，为澳洲坚果嫁接苗的培育提供试验依据。

１　试验区概况

军赛澳洲坚果良种繁育基地位于云南省临沧市

镇康县军赛乡的南汀河谷地区，面积１５ｈｍ２，隶属
于江城中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镇康分公司，东

经９９３度，北纬２３７度，海拔７００ｍ，离二级公路
“振清线”１００ｍ，年平均日照 １９２５３ｈ，年平均气
温２１６℃，终年无霜，年降雨量 １８８８５ｍｍ。属于
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土壤为砖红壤，呈酸性。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试验材料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播种育苗，用沙床催芽后，移到规

格为２０ｃｍ×３０ｃｍ袋子中，每墒排２０ｃｍ×３０ｃｍ
的袋子４行，其中每两行袋子中间留约２０ｃｍ的空
隙，墒与墒之间留５０ｃｍ的走道，共计培育澳洲坚果
实生苗２００万株。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０１６年１月３１日进行嫁

接，对每天嫁接的苗木都进行标记，嫁接方法为合接

（髓心形成层对接），接口高度３０ｃｍ，穗条来源于镇
康县省级良种采穗圃，所用接穗枝条都已进行环割。

共嫁接坚果苗１８０万株。嫁接后适时对刚嫁接的苗
喷施营养液，适时抹除砧木上的萌生枝，接穗上萌发

的芽第一轮叶稳定后及时进行疏芽工作。

２．２　试验方法
２．２．１　数据观测

２０１６年６月在苗木出圃前进行成活率及接穗
生长量调查，调查１０月２０日，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０
日，１１月 ２０日，１１月 ３０日，１２月 １０日，１２月 ２０
日，１２月３０日，１月１０日，１月２０日，１月３０日嫁
接的苗木成活率及生长量。采作随机取样的方法，

每个处理调查３０株，重复３次。
２．２．２　数据分析处理

利用ＥＸＣＥＬ、ＤＰＳＳＯＦＴ软件对所观测的澳洲坚
果嫁接的苗木成活率及生长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３　结果与分析

２０１６年６月澳洲坚果苗木出圃前调查的成活

率及接穗生长量（穗生长量指从嫁接口到接穗顶端

的长度），调查结果（见表１）。

表１不同嫁接时间的澳洲坚果苗木成活率及生长量

Ｔａｂ．１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Ｍａｃａｄａｍｉ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ｔｉｍｅ

处理

Ⅰ Ⅱ Ⅲ
成活率
（％）

接穗生长
量（ｃｍ）

成活率
（％）

接穗生长
量（ｃｍ）

成活率
（％）

接穗生长
量（ｃｍ）

１０．２０ ９３．３ ２８．２ ９３．３ ３１．６ ９０．０ ２９．６
１０．３０ ９３．３ ３０．３ ９６．７ ２９．４ ９３．３ ２８．８
１１．１０ ９６．７ ３１．４ ９３．３ ２８．６ ９３．３ ３１．２
１１．２０ ９０．０ ３４．８ ９６．７ ３３．６ ９６．７ ３６．８
１１．３０ ９３．３ ３５．７ ９６．７ ３６．２ ９６．７ ３４．８
１２．１０ ９３．３ ３４．３ ９６．７ ３５．７ ９３．３ ３５．０
１２．２０ ９０．０ ３２．１ ９３．３ ３３．２ ９０．０ ３４．０
１２．３０ ８６．７ ３１．７ ９３．３ ２８．０ ９０．０ ２９．７
１．１０ ９０．０ ２５．８ ９３．３ ２６．７ ８６．７ ２６．２
１．２０ ９０．０ ２３．７ ８６．７ ２２．６ ９０．０ ２４．２
１．３０ ８３．３ ２０．４ ８６．７ ２１．３ ８３．３ ２０．６

由表１可知，不同嫁接时间的澳洲坚果苗木成
活率及生长量上都存在差异。成活率最高的为

９５５７％，最低的为８４４３％，在接穗生长量上的差
异也比较明显，生长量最大的为３５５７ｃｍ，最小的
只达到２０７７ｃｍ。

表２　不同嫁接时间的澳洲坚果苗木成活率及生长量
方差分析

Ｔａｂ．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Ｍａｃａｄａｍｉ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ｔｉｍｅ

性状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 方 Ｆ值 ｐ值
成活率 区组间 ３８．７０７８ ２ １９．３５３９ ４．０７１ ０．０３２９

处理间 ３３５．７２２４ １０ ３３．５７２２ ７．０６１ ０．０００１
误 差 ９５．０９２１ ２０ ４．７５４６
总变异 ４６９．５２２３ ３２

接穗生长量 区组间 ０．７４２４ ２ ０．３７１２ ０．２５４ ０．７７８
处理间 ６９９．９１５７ １０ ６９．９９１６４７．９３２ ０．０００１
误 差 ２９．２０４３ ２０ １．４６０２ 　 　
总变异 ７２９．８６２４ ３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０．０５和０．０１水平上差异显著。

为了比较不同嫁接时间的澳洲坚果苗木成活率

及生长量的影响，把调查的成活率、接穗生长量进行

方差分析，结果见表２。从表２可见，不同嫁接时间
的澳洲坚果苗木成活率及接穗生长量都间存在差

异，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为了进一步比较处理

间的差异程度，把调查结果进行极差检验，见表３。
结果表明：嫁接时间的澳洲坚果苗木成活率影响明

显，嫁接成活率处理间成活率较高的是１１月３０日
嫁接的为９５．５７％，较差的是次年１月３０日嫁接的
８４．４３％，从嫁接成活率来看，在接穗生长量方面，不
同嫁接时间对澳洲坚果苗木接穗生长量也存在较大

１５５期 罗罕艳，等：嫁接时间对澳洲坚果苗嫁接成活率及生长的影响 　　



影响，１１月和１２月份嫁接的苗木生长量明显高于
１０月和次年１月份嫁接的苗木，生长量最大的是１１

月３０日嫁接的为３５．５７ｃｍ，生长量最小的是次年１
月３０日嫁接的为２０．７７ｃｍ。

表３ 极差检验

Ｔａｂ．３　 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

处理
成活率均值
（％） ５％显著水平 １％极显著水平 处理

生长量均值
（ｃｍ） ５％显著水平 １％极显著水平

１１．３０ ９５．５７ ａ Ａ １１．３０ ３５．５７ ａ Ａ
１１．２０ ９４．４７ ａｂ Ａ １１．２０ ３５．０７ ａ Ａ
１０．３０ ９４．４３ ａｂ Ａ １２．１０ ３５．００ ａ Ａ
１１．１０ ９４．４３ ａｂ Ａ １２．２０ ３３．１０ ａｂ ＡＢ
１２．１０ ９４．４３ ａｂ Ａ １１．１０ ３０．４０ ｂｃ ＢＣ
１０．２０ ９２．２０ ａｂ ＡＢ １０．２０ ２９．８０ ｂｃ ＢＣ
１２．２０ ９１．１０ ａｂ ＡＢ １２．３０ ２９．８０ ｂｃ ＢＣ
１２．３０ ９０．００ ａｂｃ ＡＢ １０．３０ ２９．５０ ｃｄ ＢＣ
１．１０ ９０．００ ａｂｃ ＡＢ １．１０ ２６．２３ ｄｅ ＣＤ
１．２０ ８８．９０ ｂｃ ＡＢ １．２０ ２３．５０ ｅｆ ＤＥ
１．３０ ８４．４３ ｃ Ｂ １．３０ ２０．７７ ｆ Ｅ

４　结论

通过２０１６年６月对在镇康县军赛乡军赛苗圃
基地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嫁接的澳洲坚果
苗的成活率和生生长量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不同时

段嫁接的澳洲坚果苗木间在活率和生长量上都存在

显著差异，在当地澳洲坚果最适宜的嫁接时间为１１

月和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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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版纳出版社，１９９７．

［３］　杨正华，周涛，卢靖，等．澳洲坚果优质嫁接苗培育技术研究
［Ｊ］．西部林业科学，２０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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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够、厚度较大，在核桃嫁接操作时松紧程度不好

掌握，且后期雨水易从编织带缝隙处渗入，影响愈伤

组织生长而降低成活率；而使用薄膜弹性大、密封

严，绑扎时松紧可控易调，不受雨水影响且后期管护

无需松绑除膜，有效提高嫁接成活率且能节约后期

管护成本，较易推广应用于生产实践。

嫁接时期的选择对于提高成活率也有显著的帮

助，嫁接过早，温度太低，不容易成活；嫁接过晚，砧

木已经生长，嫁接苗不容易成活。合适的嫁接时期

有助于提高嫁接成活率。

选择芽饱满、枝粗状的穗条，体内丰富的营养是

嫁接后形成愈伤组织时期为复合体提供充足营养的

保证，在穗条丰富的程度下，利用大苗粗苗的芽进行

嫁接成活率显著较高。

５　结论

在传统芽接技术的基础上，采取按叶柄大小切

取芽片宽度、芽片尽量靠紧砧木创口一侧、用塑料薄

膜绑扎并留放水口的技术，可提高核桃芽接操作速

度；同时选择芽饱满且粗壮的枝条作为接穗，并且将

嫁接时间选择在６月中下旬等改良芽接技术操作步
骤能有效提高核桃芽接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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