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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旨在找出一种低成本且高效简洁的火龙果育苗技术，并找出该技术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

注意事项。选择需要繁育 的 火 龙 果 茎 蔓 上 饱 满 且 完 整 的 刺 座 作 为 接 穗，以“莞 华 白”火 龙 果 做 砧

木，进行单刺座嫁接试验。火龙果的单刺座嫁 接（以 下 称 芽 接）成 活 率 最 高 可 达９６．７％，利 用 极 少

的火龙果茎蔓即可短时间内得到大 量 的 嫁 接 苗。芽 接 技 术 对 于 苗 木 较 少 且 较 为 珍 贵 的 火 龙 果 品

种是较好的繁育方式，在当前的火龙果育苗技术中已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　火龙果；芽接；育苗技术

　　火 龙 果 Ｈｙｌｏｃｅｒｅｕｓ　ｕｎｄａｔｕｓ［１］，仙 人 掌

科植物，大 部 分 为 量 天 尺 属，少 量 蛇 鞭 柱 属

等［２］，原产中 美 洲 热 带 地 区［３］。火 龙 果 为 多

年生肉质攀缘性植物，枝蔓呈三角柱状［４］，叶
片退化成针刺状，肉质化的茎呈绿色，是火龙

果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目 前，火 龙 果 的 繁

殖主要通过实生、扦插、组培、嫁接等方式［５］，
其中，火龙果实生播种能获得大量实生苗，但
后代性状分离较为严重，且 生 长 期 较 长。因

此，实生繁殖主要用于新品 种 的 选 育。目 前

生产中应用更多的是扦插繁殖，该方 式 能 够

快速生产大量的优良无性系苗木，是 比 较 成

功的经验，可以解决火龙果规模化发 展 过 程

中苗木 的 繁 育 问 题。但 对 于 比 较 稀 缺 的 品

种，本身枝条较少，通过扦插育苗较难快速拓

展植株数量。传统嫁接方法随着火龙果产业

的发展逐渐成熟，并形成了一套体系，也是目

前火龙果繁殖的主要方式之一。它能在短期

内扩繁目标品种，但由于传统嫁接方 法 是 以

３～４ｃｍ的接穗接到砧木上，一条茎 蔓 能 够

嫁接的数量较少。另外，对于 过 老 的 砧 木 或

接穗，由于中心维管束已木质化，嫁接时砧木

与接 穗 无 法 密 合，嫁 接 难 以 成 活［６－８］。近 几

年，火龙果的组培快繁技术也有了长 足 的 进

步，以火龙果嫩茎为材料可以短期内 得 到 大

量的无菌苗木，且已通过简单的分子 标 记 证

实，在继代数代后仍未出现变异［９］。因此，组
培快繁相对较为稀缺的优质火龙果品种是较

好的扩繁方式。但是，组培快 繁 却 很 难 得 到

农户的信赖，农户需要更直接的看到 某 个 品

种开花结果的现状，从而通过扦插或 嫁 接 方

式来繁育。综上所述，寻找一 种 简 洁 快 速 的

方法来增加稀缺优质火龙果品种的 株 数，同

时又能保证成活率，是目前火龙果种 植 者 亟

待解决的问题。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以“莞华白”火龙果［１０］上生

长健壮 的 茎 蔓 做 砧 木，并 以“莞 华 红”“红 水

晶”“莞华红粉”火龙果［１１］为接穗。嫁接时间

在每年的５—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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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试验方法　砧木选择 及 处 理。选 择 生

长健壮的“莞华白”火龙果为试验对象，该品

种是由东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选育。“莞 华

白”对火龙果溃疡病具有较高的抗 性；其 次，
该品种茎蔓粗壮，相同肥水管理下，较其他品

种更加健壮。从每个单株的众多枝蔓中选取

生长在 外 围、光 照 较 好 的 粗 壮 茎 蔓，剪 取１０
ｃｍ左右为砧木，在选择芽接位 置 时，以 火 龙

果茎蔓中上部的刺座为宜，以两刀法 将 刺 座

切下，并控制切口的角度在８０°～９０°，该切口

即作为芽接的位置。在切除刺座的操作中遵

循快速、准确的原则，砧木准备完成后应尽快

完成所有芽接操作。
接穗选择及处理。从“莞华红”火龙果中

选取一株生长健壮的单株作为采样 对 象，从

该单株成熟茎蔓上选择完整的刺座以两刀法

切下，控制切口的角度在８０°～９０°，并尽量与

砧木的 切 口 保 持 一 致。将 接 穗 插 入 砧 木 切

口，使接穗和砧木紧密结合，用绳子将接穗扎

紧固定后以嫁接膜将切口边缘密封，芽 接 后

的茎蔓放置在东莞市林科所大宏山基地的塑

料大棚内，温度及湿度无需 特 别 设 定。以 上

所有操作 过 程 及 完 成 后 的 嫁 接 苗 均 要 求 避

雨。“莞华红粉”和“红水晶”火龙果以同样方

法进行处理。
试验时间及处理 数。本 试 验 选 择“莞 华

红”“莞华红粉”和“红水晶”３个品种，每个品

种均采用３０个芽，共９０个。２０１６年共进行

３次集中试验，分别为５月１６日，７月２５日

和１０月３日，每次试验均用９０个接穗，全年

共２７０个。

２　结果与分析

　　在完成３次集中试验后两个月，即６０ｄ
后，统计芽接接穗的成活率。试验结果看出，
“莞华红”的 平 均 成 活 率 最 高，达 到９３．３％，
最低的“莞华红粉”也有８２．２％，“红水晶”作

为常见栽 培 品 种 成 活 率 为９０．０％。芽 接 的

成活率与嫁接时接穗和砧木的契合 度 有 关，
嫁接时如果操作不当会极大影响接穗的成活

率（见表１）。　

表１　火龙果３次芽接试验结果

品种
成活率／％

５月１６日 ７月２５日 １０月３日

平均成活率
／％

莞华红 ９３．３ａＡ　９６．７ａＡ　９０．０ａＡ　 ９３．３ａＡ
莞华红粉 ７６．７ｂｃＡ　８６．７ａｂＡ　８３．３ａｂＡ　８２．２ａｂＡ

红水晶 ８３．３ａｂＡ　９３．３ａＡ　９３．３ａＡ　 ９０．０ａＡ
注：同列 数 据 后 不 同 小 写 字 母 间 表 示 差 异 显 著（Ｐ＜

０．０５）；不同大写字母间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

３　小结

火龙果芽接操作简单，成活率高，使用材

料较少，一根３０ｃｍ长的茎蔓上可以取得１５
～２０个完整刺座，与同等时间扦插的茎蔓相

比，可以得到１５～２０倍 的 苗 木 数 量。而 且，
芽接的成活率并不比普通嫁接法低，相 对 某

些苗木较少的品种芽接的成本只及其百分之

几。本试验选择的３个品种中，“红水 晶”为

近 年 主 栽 品 种 之 一，芽 接 的 成 活 率 为

９０．０％。试验人员将一根２０ｃｍ长“红水晶”
的茎蔓通过芽接技术成功扩繁为１４株 嫁 接

苗，历时６０ｄ后，１４株嫁接苗接穗部长度已

有１０～１８ｃｍ 长。此 时 进 行 第 二 次 芽 接 试

验，再次历时６０ｄ后，“红水晶”的芽接 苗 数

量已达１２３株，且生长势旺盛。

４　讨论

　　近几年，火龙果的种植规模呈几何增长，
各院校及科研单位相继审定优质品 种，但 随

着新品种的增加，农户在种植何种品 种 上 的

选择也更加困难，很多“优质”品种名不副实，
故而，真正优质的火龙果苗木一直无 法 满 足

农户的需求。目前，芽 接 法 在 辣 椒、番 茄、荔

枝、核 桃 等 果 蔬 上 运 用 较 多，且 技 术 成

熟［１２－１５］，但 尚 未 见 到 火 龙 果 芽 接 的 相 关 报

道。近两年，芽接技术开始在农户中盛行，但
碍于芽接时操作流程和方法的不同，不 同 农

户得到的结果也相差甚远。本文旨在提供一

个简单有效的操作方法，并指出芽接 中 的 注

意事项，期望可以使得芽接技术得到推广，提
高农户芽接时的效率。

（下转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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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ｃｍ，垄面中间开１５ｃｍ深的施肥沟，盖地

膜，地膜宽度１２０ｃｍ，种植行距３５ｃｍ，株距

３３ｃｍ，“品”字 形 排 列 种 植。种 植 时 苗 以 稳

定不倒伏就行，培土不能高过株芯位置。

４．４　肥水管理　种植前每６６７ｍ２施腐熟有

机肥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ｋｇ＋复混肥１０ｋｇ作为基

肥。种植４～５个月后，每６６７ｍ２用尿素１０
ｋｇ＋钾肥２０～３０ｋｇ，开沟施肥；催花前１个

月停肥，开花后喷施活性钙肥及氨基 酸 有 机

肥各３次；成熟前６０ｄ淋水肥一次。

４．５　催花和果期管理　植株达到催 花 要 求

时应选择晴 天，用４０％乙 烯 利３００～５００倍

液或电石按２５ｋｇ／６６７ｍ２进行催花，开花后

喷施一次氨基酸叶面肥，谢花后３０ｄ进行果

实套袋，套袋前喷施一次甲基托布津 和 毒 死

蜱防止果实感染，采收前３０ｄ打柱拉线固定

果实防止倒伏。

４．６　病虫害防控　菠萝的主要病虫害有心

腐病、凋萎病、黑腐病和菠萝粉蚧、蛴螬、蟋蟀

等，应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优 先 采 用 农 业

防治、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措施。

５　讨论

经过多年栽培试种及各个品种的催花试

验，台农１６号、台农１７号、金 菠 萝 等 在 桂 西

南表现突出，果实品质表现出很高的 商 品 价

值。在生产上针对中秋、国庆期间广东、广西

无菠萝品种上市的空档，龙州县及桂 西 南 地

区利用无明显的台风影响，可以发挥 物 候 优

势，扩大优质菠萝的种植面积，提高反季节催

花技术，合理地与其他果树配套种植，增强影

响力，形成桂西南菠萝的产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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