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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木薯嫁接因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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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华南 205 号（SC205）、华南 8 号（SC8）、华南 9 号（SC9）以及野生木薯 4 个品种为材料，用劈接方
法对其进行交互嫁接，探讨影响木薯嫁接成活的因素。 结果表明，形成层能力的强弱以及愈伤组织的形成、
材料的成熟度及嫁接时期可影响木薯的嫁接；温度和湿度在木薯嫁接过程中也起着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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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嫁接历史悠久，据文字记载已有 3000 多年［1］，但有关其起源问题，至今还未定论。 传统的嫁接
是指有目的地将 1 株植物的枝条或芽等接到另一株带有根系的植物上最终形成新植株的技术。 随着实
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几乎植物的所有部分均可嫁接；近代组织培养与嫁接技术的结合又发展出离体器
官嫁接、愈伤组织嫁接和细胞嫁接［2］ 。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嫁接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繁殖意义，广泛应用
于植物栽培、基础理论研究和育种实践等方面。 木薯（Manihot esculenta Crantz）又名树薯，木番薯，属大戟
科木薯属植物。 由于其块根含有丰富的淀粉，既可作粮食和饲料，又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生物能源。 由
于木薯原料市场前景广阔，从而吸引了各国木薯研究者致力于提高其产量的研究，以增加其种植效益［3］ 。
木薯增产潜力很大，但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的鲜薯产量仍相对较低，若选择高产品种并提高栽培管理水
平，增产幅度可提高 30％ ～40％，但木薯产量仍然较低。 印尼曾用橡胶木薯茎段嫁接到普通木薯上，使块
根产量增加了 7 倍［4］ 。 由于很多国家缺乏野生杂交种，这种嫁接技术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由于嫁接操作
的简便性，使其在提高木薯产量上有很好的前景，因此在木薯嫁接生产实践中，嫁接能否成活就显得尤为
重要了。 影响木薯嫁接成活的因素有很多，但这些因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彼此间存在复杂的联系。
本试验选用 4 种木薯品种进行交互嫁接，对影响其成活的因素进行初步分析，旨在为木薯成功嫁接、提高
其嫁接成活率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在生产上对木薯嫁接提供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选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选育出的木薯华南 205 号（SC205）、华南
8 号（SC8）、华南 9 号（SC9）以及野生木薯 4 个品种为试验材料。
1． 2　嫁接方法　本试验选用常见的劈接法，即将接穗截成 5 ～ 8 cm，带有 3 ～ 4 个芽为宜，把接穗削成两
个削面，一长一短，长斜面长 2 ～ 3 cm，在其背面削成长不足 1 cm 的小斜面，使下面成扁楔形。 选砧木皮
厚光滑纹理顺的一侧，用刀在断面皮层内略带木质部的地方垂直切下，深度略短于接穗的长斜面，宽度与
接穗直径相等。 把接穗大削面向里，插入砧木切口，务必使接穗与砧木形成层对准靠齐，如果不能两边都
对齐，对齐一边亦可，最后用胶带绑紧。



2　结果与分析

2． 1　砧木、接穗间形成层能力的强弱以及愈伤组织的形成对嫁接的影响　嫁接之后，受伤的部位会脱分
化从而形成愈伤组织，愈伤组织的细胞再分化成原形成层，经过一系列的变化最终成为形成层，它们是同
一种组织的不同发育阶段［5］ 。 砧木和接穗的原形成层通过新形成层连接起来，连接后的形成层可以进行
旺盛的细胞分裂活动［6］，向内产生木质部，向外产生韧皮部，在接口处表现出加粗生长，从而使砧木和接
穗紧密相连。 因此，砧木和接穗间稳定的形成层结构在嫁接成活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单有砧木
或接穗一方产生形成层，两者间不能达到维管束的连接，从而使营养和水分不能很好地运输，最终导致接
穗因缺乏水分和营养而萎蔫（见图 1）。

图 1　砧木、接穗间未形成稳定的形成层而导致嫁接失败
A 为嫁接 20 d 的木薯，接穗生长旺盛，其中砧木为 SC9，接穗为 SC8；B 为嫁接 30 d 的木
薯，接穗叶片开始萎蔫；C 中箭头所指为砧木产生的形成层

愈伤组织可以进一步分化出输导组织，从而促进砧木和接穗的输导组织相通，保证养分和水分的沟
通，因此砧木和接穗间的形成层对准也是很关键的，两者的切口要平整光滑，否则两者间的形成层无法分
化出愈伤组织而导致嫁接失败，如图 2 所示。 图 3 为成功嫁接的木薯。

图 2　砧木、接穗间切口不光滑而导致嫁接失败
A 为嫁接未成功的木薯，其中砧木为 SC8，接穗为 SC9；B 为嫁接未成功的砧木和接穗切
面，其中箭头指的是接穗中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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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嫁接成功的木薯苗
A 为嫁接 20 d 后，结合部位产生了愈伤组织；B 为嫁接 1 个月后砧木长出叶片；
C 为嫁接 45 d 后成活的木薯苗

2． 2　木薯材料的成熟度及嫁接时期对嫁接的影响　根据木薯嫁接材料的成熟度以及嫁接的时期的不
同，可分为嫩枝嫁接和成熟的老茎嫁接。 相比之下，嫩茎嫁接的成活率高，其原因可能是嫩枝芽操作容
易，削切口光滑，有利于接口吻合；而成熟的老茎木质纤维化，切、接困难，削切面易出现不吻合现象［3］ 。
因此，选用嫩枝嫁接要优于老茎嫁接。 图 4 为幼嫩茎秆嫁接成功的木薯。

图 4　不同品种木薯间幼嫩茎秆嫁接
A 中接穗为 SC9，砧木为 SC8；B 中接穗为野生木薯，砧木为 SC8；C 中接穗为野生木薯，
砧木为 SC9。 图中箭头位置所指的是砧木和接穗的结合部位

木薯老茎间的嫁接并不是得不到高的成活率，只要考虑到上述的因素，结合外因和内因的条件也可
以得到很好的嫁接植株。 图 5 为成功嫁接的老茎木薯植株，其中接穗为 SC8，砧木为 SC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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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木薯成熟茎秆嫁接植株（砧木 SC205，接穗 SC8）
A 和 B 为嫁接 2 个星期的植株，黑框部分为嫁接部位

影响木薯嫁接成活的因素有很多，但内因是主要因素，而外因中，如空气、湿度、温度、嫁接的技术等
并不起着完全等同的作用。 其中温度和湿度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影响着砧木、接穗的生活力。 温度的
高低会影响愈伤组织的生长，一般以 25 ℃左右为最适温度，＜ 10 ℃或 ＞ 40 ℃愈伤组织不再生长［7］ 。 接
穗的离体状态决定于湿度，湿度过低接穗会干死，因此，在嫁接时常采用套袋、涂蜡、培土等保持适宜的湿
度。 因此，在生产实践中，必须注意保持适当的温度和湿度，处理好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
证较高的嫁接成活率。
3　讨　论

4 个木薯品种间的嫁接试验表明，除了以上提到的切面的平滑度、接穗砧木的成熟度、温度、湿度等因
素外，嫁接还受遗传、解剖结构、生长特性、生理生化、嫁接方法和病原微生物［8 － 9］等因素的影响。 本试验
只选择了华南 205 号（SC205）、华南 8 号（SC8）、华南 9 号（SC9）以及野生木薯 4 个品种，SC8 与 SC205 嫁
接成活率高于 SC8 与野生型木薯的嫁接，这可能与品种间的亲合力有关。 一般情况下，亲和力越高，嫁接
成活率也越高；反之亦然。 木薯材料的成熟度对嫁接的成活率有显著的影响，苗龄越小，嫁接越容易成
活，苗龄大的砧木可能由于木质化而降低了茎细胞的分裂能力而导致嫁接成活率降低［10］ 。 因此，选用嫩
枝嫁接优于老茎嫁接。

另外，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嫁接材料也可以提高嫁接的成活率。 王令霞等人提出用 200 mg·L － 1

的 NAA处理嫁接植株，其成活率提高到 73． 3％，芽的直径、长度、数量都有提高［11］ 。 嫁接体愈合所需要
的时间与植物种类、年龄、嫁接方法及时期等有关，但愈合过程基本相同［12］，主要包括砧木接穗间隔离层
的形成和消失、嫁接处愈伤组织的产生、愈伤组织的对接和维管束的分化等几个阶段。 初期，愈伤组织的
产生使隔离层首先在维管束区域突破，之后扩展到皮层，使砧木接穗间的愈伤组织细胞能直接接触［13］ 。
在固定好嫁接结合处后，隔离层的突破只能靠木薯本身，而激素的加入可能会影响砧木和接穗间维管束
桥的形成，这样会使木薯更快或更容易突破隔离层，增加嫁接的成功率。 另外，用适当的外源激素处理接
穗可以促进接穗和砧木结合面的细胞分裂，从而形成大量的愈伤组织，促进愈合，达到提高嫁接成活率的
目的。 但不同的外源激素对嫁接成活率有不同的影响，这是否与内外激素的平衡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嫁接后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湿度的控制。 由于嫁接切口处要经历愈合形成贯通砧木和接
穗间维管束桥的过程，如果湿度保持不好，接穗容易失水而萎蔫。 嫁接技术对木薯嫁接也很重要，这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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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砧木、接穗的选择、包扎是否密实等，本试验用 SC205 做砧木，SC8 为接穗进行嫁接，在成熟的嫁接技术
基础上使嫁接成活率达到 100％ 。 如果嫁接技术不好，虽然会推迟适宜的愈合时期，但不会造成不亲和，
一旦接口愈合便可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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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Grafti ng Cass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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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urvival of grafted cassava，South China 205 （SC205），
South China 8 （SC8），South China 9 （SC9）and wild cassava were used as materials，and cleft methods were
performed for grafting cassav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llowing factors such as the cambium ability，the for-
mation of callus，the period of maturity and grafting time have an effect on the grafting；the temperature and hu-
midity also play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cassava；grafting；cambium；ca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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