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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嫁接法对 4 种无花果接穗成活率的影响

张金云１　杨　光１　宋　杰１　阳桂芳１　刘　姚 *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园艺与食品学院　广州　510520

摘　要：以波姬红为砧木；选取4个无花果品种波姬红、巴劳内、马斯义陶芬和格莱斯等为接穗；采用双舌接、切接、

嵌芽接和劈接等 4 种不同嫁接方法；分析比较成活率、接穗长、茎粗、分枝数和叶片数等 5 个定量指标；探索无花

幼苗培育最佳嫁接方法。结果表明：劈接法可作为无花果幼苗培育，且成活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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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four FIG varieties were selected as scions, including Boji red, Balone, Masyi Taofen, and Glace, using 
Boji red as rootstock. It adopts four different grafting methods: double tongue grafting, cutting grafting, bud grafting, and split 
grafting. In this paper, five quantitative indexes such as survival rate, scion length, stem diameter, branch number, and leaf 
number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and the best grafting method was explore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flowerless seedling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plit grafting could be used as FIG seedling cultivation, and the survival rate was the highest.
Keywords: Double tongue joint; Cut and join; Bud grafting; Split joint

无花果（Ficus	carica	L.），属桑科（Moraceae），

无花果属（Ficus），亚热带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原产于

地中海沿岸 [1]，驯化栽培时间近 5000 年，历史悠久 [2]。

果实适口性好，口感香甜，营养全面，富含氨基酸 [3]，

钙、硒无素含量丰富 [4]。无花果根、茎、叶、果均可入药，

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是药食同源性水果，具有一定医疗

保健功效 [5]。富含有苯甲醛、呋喃香豆素内酯和补骨酯

素等多种抗癌活性成分 ,	提高人体免疫力 [6]，被誉为“抗

癌斗士”[7]。1 年生苗木当年移当年结果，2 ～ 3	年后进

人盛果期，经济寿命长，成活率高，经济效益好 [8]。

近些年，无花果营养价值得到市场的认可，伴随着

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设施栽培无花果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广东地区无花果面积和产量逐年增长，在实际生产

中 , 无果品种更新采用嫁接法较为常用 [9]。一般 2 月下

旬至	3 月中旬硬枝嫁接最为适宜 [10]。嫁接、扦插与分株

方式是无花果常用的繁殖方法 [11-12]。但扦插压条与实生

苗比较，在果实大小与色泽等会发生性状分离，影响果

实品质与产量 [13]。

嫁接方法是影响嫁接成活率主要因素之一，本文旨

在探讨几种常见的嫁接方式对无花果成活率的影响，以

期筛选出最为合适嫁接方法，从而为后期研究如何提高

果实品质打下基础，为生产实践提供参考。

一、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地点位于广东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后山实训

基地，试验材料为波姬红、巴劳内、马斯义陶芬和格莱

斯等品种。砧木品种波姬红为学院 2021 年１月培育袋

装苗，苗高约 30	cm,	巴劳内、马斯义陶芬和格莱斯等接

穗品种。接穗来自学院无花果设施大棚生长 3 ～ 4 年结

果树。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计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区组设计，试验以波

姬红为砧木，波姬红、巴劳内、马斯义陶芬和格莱斯为

接穗，嫁接方法为双舌接、切接、嵌芽接和劈接，以砧

木波姬红嫁接波姬红接穗为对照（CK），每个处理嫁接

接穗重复３次，每次重复 100 棵。每个处理共计 300 棵。

表 1	材料与方法



农业科技管理 : 2022 年 4 卷 6 期
ISSN:2661-3778(Print); 2661-3786(Online)

212

1.3 方法

1.3.1	嫁接方法

2021年12月１日开始嫁接，嫁接时选取株高与地径，

长势基本一致的波姬红袋装苗为砧木。不同品种接穗均

留３个芽，长度与茎粗基本一致；砧木与接穗材料均无

病虫，无机械损伤。

嫁接方法双舌接参照万永明等人 [14] 方法，接穗 2-3

个芽眼，底端切 2.5cm 长削面，底端下部 1/3 处上劈约

1	cm 切口，呈舌状。砧木苗剪断后从下向上削出 2.5	cm

的长斜面，砧木向下劈 1cm 切口，呈舌状。接穗与砧木

舌片彼此夹紧 , 绑扎固定。切接参照 Whitsell 等人 [15] 方

法，先将砧木剪断，高约 30	cm，在、砧木断面一侧切

长 3 ～ 5cm，接穗削成锲形，保留 1 ～ 2 个芽眼，插入

砧木，对准形成层，严密绑扎。嵌芽接参照李小娟等人 [16]

方法，芽眼长约 1.5cm，向下切一刀 45 度角，芽下方横

向切下芽片。砧木切一与接穗形状相似切口。将芽片嵌

入切口内，与砧木形成层对齐，绑扎固定。劈接参照刘

伟等人 [17] 方法，接穗下芽 3cm 处的削成楔形，留 2 ～ 3

个芽，砧木从正中心垂直劈下，劈口长约３cm。将接穗

插入砧木，形成层对齐，绑扎固定。

1.3.2	测定方法

嫁接苗成活数，从 2022 年２月开始记录，每隔２

月记录一次，直到 2022 年６月成活数记录结束；接穗

长和茎粗分别使用钢卷尺、胸径尺进行测量（精确到0.01	

mm）；叶片数和分枝数于 2022 年６月记录一次。

1.4 数据分析

采用SPSS15.0、sigmaplot10.0	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

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LSD	多重比较分析不同嫁接方式

对接穗相关发育指标。

二、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嫁接法对接穗成活率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 , 不同嫁接方法成活率与生长时间呈现

负相关 , 成活率 2 月＞ 4 月＞ 6 月。双舌接法中 3 个品

种接穗与对照比较成活率无显著提高（p ＜ 0.5）。切接

法3个品种接穗与对照比较成活率无显著提高（p＜0.5）。

嵌芽接法 3 个品种接穗与对照比较成活率无显著提高

（p ＜ 0.5）。劈接法中接穗品种巴劳内和马斯义陶芬与

对照比较成活率无显著提高（p ＜ 0.5），接穗品种格莱

斯与对照比较成活率显著提高（p ＜ 0.5），成活率达

91%。

表 2	成活率方差分析
嫁
接
方
式

砧
木

接穗

嫁
接
株
数

2 月 4 月 6 月

成活
率

成活
率

成活率

双
舌
接

波
姬
红

波姬红
（CK）

100 72% 70% 68%±0.51c

巴劳内 100 75% 73% 69%±0.74c
马斯义
陶芬

100 70% 69% 65%±0.58b

格莱斯 100 68% 63% 61%±0.44a

切
接

波
姬
红

波姬红
（CK）

100 91% 90% 89%±0.51b

巴劳内 100 92% 89% 88%±0.54b

马斯义
陶芬

100 93% 86% 85%±0.74a

格莱斯 100 94% 91% 87%±0.68ab

嵌
芽
接

波
姬
红

波姬红
（CK）

100 83% 80% 76%±0.51c

巴劳内 100 85% 81% 73%±0.71b
马斯义
陶芬

100 86% 82% 71%±0.81a

格莱斯 100 89% 82% 72%±0.59ab

劈
接

波
姬
红

波姬红
（CK）

100 95% 91% 89%±0.65a

巴劳内 100 93% 90% 88%±0.58a
马斯义
陶芬

100 97% 92% 90%±0.74ab

格莱斯 100 98% 95% 91%±0.71b

注：表中数值为每个处理各重复试验的平均值 ±

标准误（n=300）；字母表示在 p	=0.05 水平上的差异显

著性；字母只在同一物种不同处理及对照（CK）的相同

指标之间。

2.2 不同嫁接法对接穗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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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嫁接法接穗长的影响

注：大写字母 A: 双舌接 ;B: 切接 ;C: 嵌芽接 ;D: 劈

接 ; 图中数值为每个处理各重复试验的平均值 ± 标准误

（n=200）；小写字母表示在p	=0.05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

小写字母只在同一物种不同处理及对照（CK）的相同指

标之间。

由图 1 可知，采用双舌接方法的接穗品种马斯义陶

芬与对照比较，显著促进接穗发育（p ＜ 0.5）；切接方

法对几个不同品种接穗生长与对照比较无显著差异（p

＜ 0.5）；嵌芽接显著促时马斯义陶芬接穗的生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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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劈接对几个不同品种接穗生长促进作用不明

显（p ＜ 0.5）。

2.3 不同嫁接法对接穗茎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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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嫁接法接穗茎粗的影响

由图 2 可知，采用双舌接方法几个不同接穗品种茎

粗增加显著（p ＜ 0.5）；切接方法对几个不同品种接穗

茎粗生长无显著促进作用（p ＜ 0.5）；嵌芽接显著促进

不同品种茎粗的生长（p ＜ 0.5）；劈接对接穗格莱斯茎

粗增加促进作用明显（p ＜ 0.5）。

2.4 不同嫁接法对接穗分枝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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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嫁接方式对接穗分枝数的影响

由图 3 可知，采用双舌接方法，几个不同接穗品种

分枝数显著增多（p ＜ 0.5）；切接法，几个不同品种接

穗品种分枝数显著增多（p ＜ 0.5）；嵌芽嫁接显著促进

了马斯义陶芬侧枝的萌发（p ＜ 0.5）；劈接对接穗品种

巴劳内分枝萌发促进作用明显（p ＜ 0.5）。

2.5 不同嫁接法对穗叶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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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嫁接法对叶片数的影响

由图 4 可知，采用双舌接，巴劳内和马斯义陶芬叶

片数显著增多（p ＜ 0.5）；切接、嵌芽接、劈接，几个

不同品种接穗品种叶片数与对照比较均表现为无明显差

异（p ＜ 0.5）。	

三、讨论与结论

嫁接是园艺生产中提高作物产量、品质、抗性、克

服连作障碍和经济效益一种栽培技术，生理生长具体表

现在成活率、株高、茎粗、根系、叶片的鲜重等指标对

比实生苗都更具有优势 [18 － 19]。

嫁接成活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嫁接时期、嫁接方

法、砧穗质量、砧穗组合，不同砧穗组合嫁接的亲和性

不同，嫁接成活率也会产生差异 [20]，本文研究发现，嫁

接方法对成活率有影响，双舌接、切接、嵌芽接对无花

果不同接穗成活率提高作不明显，劈接法对接穗格莱斯

成活率显著提高，与前人研究类似，嫁接方式的不同，

对接穗成活率有差异；劈接对接穗有促进作用。双舌接、

切接增加了不同接穗品种分枝数。芽接对分枝萌发促进

作用明显。双舌接法能促进叶片数增加。

综上所述，劈接对接穗格莱斯嫁接波姬红成活率明

显提高。劈接对接穗格莱斯茎粗有明显促进作用。双舌

接和嵌芽接对接穗马斯义陶芬接穗有促进作用。芽接和

双舌接嫁对接穗巴劳内分枝萌发促进作用明显。无花果

实际生产中考虑嫁接成活率，劈接较为合适。双舌接也

可作为无花果幼苗培育备选嫁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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