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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农业科技 2023年第9期林业科学 木本嫁接菊的无土栽培与盆景制作技术 黄振石峰 枣庄职业学院 山东枣庄 277800 摘要 为克服用土壤进行小菊 芙蓉菊扦插育苗与栽培的弊端 从砧木与接穗无土基质扦插育苗 芙蓉菊无 土栽培 芙蓉菊盆景制作 芙蓉菊嫁接造型 嫁接菊盆景养护5个方面总结了木本嫁接菊的无土栽培与盆景制作 关键技术 以 期 为 提 升 木 本 嫁 接 菊盆景的轻质化栽培和艺术鉴赏水平提供参考 关键词 木本嫁接菊 扦插育苗 无土栽培 盆景制作 造型 中图分类号 S682 1 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 5739 2023 09 0132 03 DOI 10 3969 j issn 1007 5739 2023 09 037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芙蓉菊 Crossostephiumchinense L Makino 属菊 科芙蓉菊属常绿亚灌木状白叶植物 原产于我国广东 等地 1 芙蓉菊全草内含蒲公英赛醇 蒲公英赛酮 艾 菊素 草蒿素 多糖和黄酮类化合物等多种药用成 分 2 4 具有独特香气 可降压 解暑 是颇具利用价值 的天然药用植物之一 芙蓉菊兼具较高的观赏价值 和生态功能 因四季常青 萌芽力强 主根发达 抗 旱 耐 瘠 且 枝 干 苍老奇特 易于提根造型而适于制作 树桩盆景 或作为园林绿化 盐碱地改良的植物资 源 5 6 现已在广州 上海等地广泛种植 用于布置花 坛 花境或制作盆栽观赏等 4 因此 芙蓉菊是药赏两 用的珍稀植物资源 推广应用的前景广阔 研究表明 芙蓉菊嫁接小菊 Chrysanthemummori folium 易于亲和而成活 由此制作木本嫁接菊盆景 可提高其观赏价值和艺术鉴赏水平 其中 做好小 菊 芙蓉菊的扦插育苗与栽培管理是成功培育嫁接菊 的前提 在传统的嫁接砧穗育苗及其栽培养护过程 中 芙蓉菊与小菊主要采用土壤育苗与栽培方式 存 在 地下病虫危害严重 土壤理化性状难以控制 叶片 易受泥土污染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嫁接菊盆景的商品 价值 为克服上述弊端 无土基质扦插育苗与有机生 态型高效栽培方式应运而生 已 成为木本嫁接菊盆景 生产的必然趋势 1 砧木与接穗无土基质扦插育苗 砧穗无土基质扦插育苗是木本嫁接菊轻质化高 效栽培的首要技术环节 木本嫁接菊所用砧木为成 型的一至二年生芙蓉菊苗 其不耐寒 北方地区多种 植于日光温室 接穗选用南京农业大学培育的当年生 钟山系列 金陵系列不同小菊品种类型 7 采用无土 基质扦插育苗结合营养钵移栽养护技术培育嫁接菊 砧穗苗木 可明显降低成本 并且能保持母株的优良 性状 其 扦 插 苗根系生长健壮 成活率高 可有效避免 苗期土传病害的发生 1 1 扦插基质准备与消毒 芙蓉菊与小菊扦插育苗的无土基质 通常选用河 沙 草炭 蛭石 珍珠岩等 河沙可单独使用 草炭 蛭 石 珍珠岩可按适当比例混配使用 为防止病虫害传 播 使用多年的扦插基质需要进行消毒处理 可选用 蒸汽消毒法 将 100 120 的蒸汽通入基质 消毒 40 60min 8 也可以于插前 7d用500mg kg 的高锰 酸钾或40 甲醛等化学药剂消毒 均有良好的杀菌 效果 1 2 插床准备 扦插芙蓉菊时 一般构建长5m 宽1 5m的人工 砖砌插床 先在插床底部铺10cm厚的粗河沙 其 上 填 入 20cm厚的复合基质 4 试验表明 在 蛭 石 珍 珠 岩 草 炭 土 的 复 合 基 质 中 芙蓉菊茎基部生根能力强 且易于提根造型 因此 扦插基质最好选用蛭石 珍 珠岩 草炭土并按1 1 1比例配制 6 插床外可搭建 小拱棚 并覆膜保温 保湿或覆盖遮阳网遮阴 生 根 后 基金项目 山东省农业良种工程项目 鲁科农字 2013 山 东省枣庄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2016NS08 山 东省枣庄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2018NS09 作者简介 黄振 1971 男 山东枣庄人 硕士 教授 从事 观赏园艺专业教学与药用菊植物资源利用研究 工作 收稿日期 2022 08 19 132 去除覆盖物 小菊扦插最好选用穴孔较大的穴盘育 苗 经营养钵移植养成大苗后 再定植于采穗母本园 备用 这样可提高扦插苗的移栽成活率 确保其缓苗 快速且生长健壮 1 3 插穗选取 采穗圃选择通风 向阳 排水良好 土壤疏松肥沃 的地块 母株定植的株行距为40cm 40cm 先对砧 穗种类与小菊品种做好标记 并绘制圃地种植图 待 侧枝长10cm以上时即可采下插穗 8 一般选用生长 健壮 无病虫害 品种纯正的当年生小菊与一至三年 生芙蓉菊作采穗母株 最好组培繁育 截取母株上的 当年生嫩枝顶梢作插穗 保留穗长7 8cm 去除下部 叶片 穗顶留叶3 4片 穗基切口稍斜 1 4 扦插时期与方法 综合考虑插穗组织充实程度 复合基质与外界气 温情况 一般扦插时间应掌握在早春3 4月为佳 最 适期在4月中旬 相关试验表明 插 前 芙蓉菊插条用 400mg L 的 ABT 2 生根粉处理插穗基部30s 可提 高扦插成活率 4 芙蓉菊的扦插深度约为插穗长度的 1 2 床插密度以插条叶靠叶为度 间距为3 5cm 小 菊穴盘扦插 每穴插1穗 1 5 插后管理 小菊插后应将穴盘整齐地摆放于较高的畦面上 注意将插床与穴盘的基质浇透水 此后每天适度喷水 增湿 并据季节光照强度适度遮阴 根据砧穗生长情 况适当喷洒多菌灵 百菌清等杀菌剂预防病害 温度 适宜时 插 后 25 30d生根 待扦插苗高约15cm 不 徒 长 根 系 生 长 健 壮 无 病虫害时 即可将芙蓉菊幼苗 移植于无土栽培槽 小菊定植于接穗母本园 2 芙蓉菊无土栽培 芙蓉菊无土栽培是木本嫁接菊盆景制作的重要 环节 具有质轻 环 保 无 污 染 基 质 原 料 可 资 源 化 再 利 用 方 便 运 输 和 适 于 规模化生产等优点 利用当地来 源广泛 价 格低廉的菇渣 锯末 炉渣等生产废弃资源 作无土基质 并按一定比例复配成芙蓉菊有机生态型 无土栽培基质 通过总结栽培试验 筛选出适于芙蓉 菊的高效 低成本无土栽培基质配比 从而为芙蓉菊 轻质化高效栽培及其木本嫁接菊盆景制作提供优良 的砧木资源 2 1 基质选配 芙蓉菊怕涝 性喜腐殖质多 疏松 排水透气性 好 保水保肥力强的沙壤土 土壤最适pH值为 6 5 因此 以芙蓉菊为试材 草炭 珍珠岩 蛭石 菇渣 锯 末 炉渣为无土栽培基质 将基质原料按不同配比混 成5种复合基质 以草炭 珍珠岩 蛭石 3 1 1 基质 为对照 进 行 芙蓉菊无土栽培试验 研究不同复合基 质对芙蓉菊生物量和生理指标的影响 结果表明 5种 不同复合基质对栽培芙蓉菊生长势 单株鲜重和生理 指标的影响不同 且不同基质配比组合的生产成本差 别较大 其中 混合基质的原料以2 3种为好 混合 基质容重在0 35 0 65g cm3之间最佳 水 气 比以1 2 4为宜 pH 值 6 7为好 综合指标评价显示 菇渣 锯末 炉渣 6 2 2 基质配比组合的成本较低 栽培的 芙蓉菊生物量和生理指标均优于其他基质配比类型 是适于芙蓉菊高效 低成本无土栽培的最佳基质配比 组合 2 2 槽式栽培与肥水管理 利用芙蓉菊扦插苗进行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 培 养健壮的芙蓉菊 然 后再进行盆栽养护 可确保将来 的嫁接菊生长发育良好 为此 应依据复合基质的最 佳配比组合 实 施槽 式 栽培 结 合 适 期定植 温光调 控 水 肥 一体化管理等配套技术 培育一年生以上的芙 蓉菊树桩 一般用砖块砌成内径宽80cm 深 30cm 长6m的栽培槽 槽间距50cm 南 北 向 延 长 槽 底 铺 上 塑 料 薄 膜 与 土 壤 隔 离 以 防 土 壤 病虫害传播和水肥 下渗 8 将菇渣 锯末在35 条件下密闭发酵5 7d 并进行杀菌灭虫处理 然后将充分发酵腐熟的菇渣 锯末等有机物与过筛炉渣按6 2 2的比例混配成复 合基质 并填入栽培槽内 无土基质栽培的复合营养 液由黄腐酸复合肥 北京华农肥料研发中心生产 豆 饼 猪粪和水按 0 5 1 0 2 0 40 0的质量比沤制而成 将4种原料在约200L的缸内混合 再置于日光下曝 晒20d 待配料充分腐熟后 按1 10比例兑水稀释供 滴灌使用 2 3 适期定植与环境调控 芙蓉菊性喜温 耐 热 喜 光 稍 耐 阴 生 长 适 温为 15 30 生 长期要求较高的空气湿度和土壤湿度 耐 旱 而 忌涝 6 因此 芙蓉菊最好于4月初进行扦插 5 6月定植 定植后的夏季生长期应采取遮阳 通 风 喷水增湿等降温措施 以维持幼苗水分平衡 加快 幼苗生长 此外 芙蓉菊耐寒性较差 冬季寒冷季节 应采取措施尽量增加温室的透光率 利用暖气加温或 黄 振等 木本嫁接菊的无土栽培与盆景制作技术 133 现代农业科技 2023年第9期林业科学 多层覆盖保温 使其生长期温度保持在5 以上 2 4 移栽上盆 芙蓉菊不耐移植 为使其移栽成活 应先将一至 二年生芙蓉菊树桩尽早上盆 再适期嫁接小菊 造型 后的芙蓉菊初制品宜选用透气性好的泥盆种植 换盆 时再根据盆景大小选用不同形状 规格的紫砂盆定 植 盆栽培养土的配制与消毒是芙蓉菊盆景制作的 基础环节 9 应依据芙蓉菊生长发育的不同要求 选择 不同的栽培基质与适宜配比 常用的无土基质组合 为河沙 泥炭 椰糠 1 2 7 或蛭石 泥炭 椰糠 1 2 7 盆栽基质使用前须用铁锅于 70 条件下热处理 5min以上 或经福尔马林消毒处理后于封闭场所储 存备用 2 5 养护管理 相关试验表明 芙蓉菊经1 2年的无土栽培养护 后 先于早春3 4月或秋末上盆定植 再于春季4 5月嫁接造型的效果最好 10 一般情况下 1年育苗 造型 2年上盆培育嫁接菊 3年基本成型 成型前的 养根 护根是关键 要严格控水 以防止烂根 为促进 芙蓉菊生长发育和增强植株长势 应根据芙蓉菊的不 同生长发育阶段增施有机肥 并结合浇水合理追肥 可选用氮 磷 钾为主的速效性专用肥 如沃力丰等 滴灌等 3 芙蓉菊盆景制作 木本嫁接菊盆景制作的关键在于芙蓉菊树桩盆 景的造型方式 而芙蓉菊盆景的造型技艺则主要涉及 砧木与接穗特性 提 根 方式 矮化技术等因素 7 3 1 砧木与接穗特性 芙蓉菊四季常青 是少有的白叶植物 根系生长 健壮 易于培育提根式树桩盆景 株型优美 干 皮 扭 曲 苍劲古朴 枝条自然萌芽力 分枝力都很强 分枝 耐剪 生 长期经剪枝 蟠扎 摘心等整形处理 可制作 提根式 斜曲干式 临水式 悬崖式等树桩盆景 7 南 京农业大学小菊品种在花型 花 色 等 方面与芙蓉菊搭 配协调 芙蓉菊与小菊嫁接后的盆景菊 弥补了芙蓉 菊花小色差的缺点 晚秋开花的小菊品种 经补光抑 制栽培 可在元旦 春节开花 7 由此 二者结合提升 了嫁接菊盆景的观赏价值与盆景艺术鉴赏水平 3 2 提根造型 芙蓉菊苗应在栽培槽中养护1 2年后尽早上盆 养护 以利于快速缓苗和提根造型 芙蓉菊提根最能 表现出木本嫁接菊盆景的艺术效果 因此 在 芙蓉菊 盆景的制作养护过程中 培育健壮 裸露的芙蓉菊根 系至关重要 在幼树培育时 将一年生芙蓉菊苗从槽 中挖出 注意保护好根系 栽种时先把盆底用纱网铺 垫好 将芙蓉菊直立于盆中 当盆土装至1 2时 把芙 蓉菊苗向上提一提 使根土密接 然 后把盆土装至根 系分杈处 注意日常管护时 需向根部浇水 使其逐 渐裸露 呈悬根露爪状 9 深盆培育时 将芙蓉菊栽于 深盆中 使根深扎 每次换盆时除去上层表土 以利于 提根造型 注意提根后应对树桩枝干加工造型 此 外 可利用换盆进行提根造型 初春在温室上盆 将 多年生芙蓉菊脱盆 去土 用水将根系冲洗干净并理 顺 根要适当留长一些 然 后将芙蓉菊1 3的根栽于泥 盆中 成活后进行嫁接造型 3 3 矮化处理 有研究表明 苗期对芙蓉菊适时进行摘心或配合 应用100mg L 多效唑等进行矮化处理 可明显控制 芙蓉菊的株高 花 期 可 提 前 15 20d 7 同时 摘心后 的主枝因萌芽力强而极易萌发细小的侧枝 从而抑制 主干伸长生长 使桩矮而粗壮 因此 矮化处理后的 芙蓉菊容易造型 非常适宜制作小型嫁接菊盆景 7 但考虑培育芙蓉菊树桩盆景有一定的主干增粗要求 在其无土基质的槽式栽培期间一般不进行摘心 让其 自然生长 待定植于花盆后再进行摘心 以利于养干 造型 4 芙蓉菊嫁接造型 4 1 造型原则 木本嫁接菊盆景主要是指由芙蓉菊嫁接小菊 经 人工造型并经1年以上培养成型 高度为5 15cm 冠 幅为5 25cm 地径为0 8 2 5cm且用于商品生产的 小型树桩盆景 其造型形状应符合自然丰茂 简洁明 快 富有立体感的提根 矮桩构图原则 主要造型形式 有斜曲干式 提 根 直 干 式 临 水 式 等 其中 斜曲干式 造型要求主干倾斜呈135 角 直干式造型要求以主干 明显 树形自然笔直无弯曲 地径为0 6 2 2cm的苗 木作材料 临水式树桩培育应选三年生以上的芙蓉菊 老桩 要求主干短矮粗壮 干 身 苍 劲 古 朴 干 体 无 侧 枝 侧枝应集中于桩顶 根盘采用龙爪形 突出动势和 居高临下的飘逸之感 嫁接造型时 小菊品种以1 2 个为宜 桩顶可多选几个嫁接点 力求枝叶繁盛 色 下转第138页 134 现代农业科技 2023年第9期林业科学 质检验 林木播种品质的主要指标有净度 千 粒 重 生活力 发芽率 含水量和优良度等 3 结语 华北落叶松良种基地管理包括土壤管理 水 肥 管 理 树 体 管 理 防 灾 减 灾 等 一 系 列 技术措施 不同地 区良种基地的管理措施不尽相同 但 是主要的技术要 点有参考借鉴意义 龙头山国家重点落叶松良种基 地经过50年左右的发展建设 现在已经迈入第三轮 回园建设期 在这过程中 其 也 逐 步 摸索出了一整套 适宜本良种基地的技术规范 为良种选育和稳产丰产 打下了良好基础 林木良种基地一般建设在山区 地 形复杂 影响了机械化作业 成为制约良种基地发展 的瓶颈 相应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方法还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改进 4 参考文献 1 山西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山西树木志 M 北京 中 国林业 出版社 2001 2 梁太国 长城山林场华北落叶松良种培育技术探讨 J 山 西林业 2022 增刊2 62 63 3 胡效颖 华北落叶松良种繁育与造林示范技术 J 种子科 技 2021 39 7 98 99 4 王冰 刘益康 姜秀煜 落叶松球果花蝇的预测预报 J 林 业科技 1999 24 4 27 28 5 秦学恒 浅谈林木种子品质检验的技术方法 J 黑龙江科 技信息 2014 22 270 上接第134页 彩协调而整体优美 4 2 嫁接技术 嫁接是木本嫁接菊盆景生产的关键环节 试验 表明 二年生芙蓉菊与不同小菊品种嫁接的亲和力 强 嫁接成活率高达100 10 嫁接技术与外界环境条 件可显著影响嫁接菊的成活率 因此 嫁接时首先应 选用生长健壮 无病虫害 品种纯正的小菊母株顶梢 作接穗 其 长 度 为 5 6cm 于下部2 3cm处用利刀削 成楔形 8 应注意以下操作技术要领 接穗削面光滑 砧穗粗细相当 形成层对齐 切口绑扎严密紧实 于接 穗外密裹薄膜袋 并于7d后去袋 30d后去除绑扎薄 膜条 在白天气温20 25 夜间温度 10 15 且 空气湿度 70 80 的条件下进行嫁接较适宜 春季 4 5月砧穗髓部未变白时劈接是嫁接的最佳适期 9 为促进嫁接菊的健壮生长 应加强后期栽培养护管 理 严 格 控 制 剪 枝 与 夏 季 防 涝 采用绑扎紧实 塑料薄 膜套袋 解袋喷水 根部浇水 空中喷雾等方式增湿 采用自然光照与人工遮阳交替的方式调节光照 5 嫁接菊盆景养护 木本嫁接菊盆景的制作 除了对芙蓉菊进行盆景 造型以外 还要对嫁接后的小菊实施摘心 剪枝 蟠 扎 激素矮化处理 肥水管理与环境调节等配套技术 因此 可在7 10月嫁接菊成活后 根据木本嫁接菊 盆景的造型模式 适期进行解绑防缢痕 摘心扩冠 轻 剪蟠扎造型 结 合 浇 水 撒 施 复 合 肥 或腐熟饼肥 除草 治蚜 夏季防雨覆盖 搭建荫棚遮阳 50 70 遮阳 率 8月中旬除去 等栽培养护措施 木本嫁接菊盆景 的初制品 一般经1 2年的养护后可基本成型 此后 注意春 秋季的换盆管理即可 6 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植物志 第十八 卷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2 杨秀伟 吴琦 邹磊 等 芙蓉菊中艾菊素和草蒿素结构的 NMR信号表征 J 波谱学杂志 2008 25 1 117 127 3 傅德贤 邹磊 杨秀伟 芙蓉菊中黄酮类化学成分的研 究 J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2008 20 2 265 268 4 黄振 薛玉前 药赏兼用芙蓉菊扦插技术 J 北方园艺 2017 19 127 130 5 黄振 木本芙蓉菊盆景的生产技术研究 J 林业实用技术 2010 12 41 43 6 石峰 黄振 芙蓉菊的栽培 J 特种经济动植物 2008 11 4 25 26 7 任培华 黄振 野生芙蓉菊盆景造型技艺的应用研究 J 北 京农业 2015 24 96 98 8 殷学云 张国森 赵文怀 日光温室番茄有机生态无土栽 培技术 J 中国瓜菜 2009 22 5 59 61 9 徐成文 露根式树木盆景的培育 J 花木盆景 花卉园艺 2000 12 25 10 黄振 木本茵陈菊盆景生产关键栽培技术 J 北方园艺 2012 23 93 95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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