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西瓜栽培面积的扩大和连年种植，

由土传病害等因素引起的连作障碍日益严重，尤其

是西瓜重茬田间发生的枯萎病，已成为阻碍西瓜栽

培的主要因子，轻者造成减产减收，重者分文无收。

为此，笔者今年进行了西瓜嫁接抗病增产增效试

验，为连年栽培西瓜解决连作障碍，实现无公害生

产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材料

砧木采用日本葫芦，接穗选用黑密#号，受粉品

种采用新红宝〔!〕。#月$日将砧木和接穗种子浸种消

毒后露地沙培育苗。#月!%日砧木和接穗刚吐真叶时

进行嫁接，方法用劈接和靠接。劈接法是先用刀片

切除砧木生长点，然后沿下胚轴中间用刀片自上而

下纵切!"&’!"$($的嫁接口，接着将西瓜接穗用刀片

在距子叶基部&")’&"#($处向下把下胚轴削成 “楔”

形，“楔”形长!"&’!"$($，把削好的接穗轻轻插入砧

木劈口内，再用拇指轻轻压平，用嫁接夹固定，栽入

营养钵中。靠接法是用刀片把砧木（割掉生长点）和

接穗分别距子叶基部&")’&"#($处，向下削成长!*(左

右的凹口，深约为下胚轴粗的! + )。再将砧木和接穗的

切口对挤嵌合，用嫁接夹固定〔$〕，栽入营养钵。嫁接苗

前),需全天遮光，湿度保持-#.以上，白天温度控制

在$#/’)&/，夜间!0/’$1/，以后逐渐转入正常管

理。定植前调查劈接成活率为-#").，靠接为20"!.。

!"$ 试验设计

本试验在宜宾南溪裴石乡的浅丘山地，试验地

连续$年种过西瓜，枯萎病发生较严重，沙壤土，肥力

中 等 。 定 植 前 深 翻1&*(， 每22%($施 腐 熟 有 机 肥

!#&&34，复合肥)&’1&34，过磷酸钙$#34。试验共设劈

接、靠接和自根苗三个处理，小区面积))($，随机排

列，重复三次，#月)&日定植，每个小区$-株 （株距

##*(，行距$(），每22%($栽2&&株。各处理均采用三

蔓整枝，其它田间管理均按常规进行。

!") 调查内容及方法

定期调查发病率，栽植后每隔#,调查!次。生长

势调查在定植后出现第一雌花时进行，主要调查主

侧蔓长度及主蔓叶片数和第一雌花节位5 产量主要

调查成熟时期的单果重及小区产量5 品质主要测定

含糖量和人工品尝。

$ 结果与分析

$"! 嫁接对生长势的影响

日本葫芦根系发达，吸收水肥能力强，能促进植

株生长。由表!可看出：嫁接苗比自根苗的植株生长

壮旺，定植后)&,调查，劈接苗与靠接苗的主蔓分别

比自根苗长$!"&*(和!1"1*(，主蔓叶片数分别比自

根苗多)"2片和$"$片，但第一雌花节位则三个处理表

现基本一致。从整体上，嫁接增强了植株长势，改善

了地上与地下的营养比例，更利于光合产物的积累

以及地下营养元素和水分的吸收，为抗病增产奠定

了物质基础。

$"$ 嫁接对西瓜抗病性的影响

西瓜嫁接由于砧木根系发达，抗病性强，能有效

控制重茬地枯萎病的发病率。由表$可见，嫁接苗的

抗病性均显著高于自根苗，截止%月!&日，劈接苗发

病率为零，表现为对西瓜枯萎病免疫。靠接苗在定植

后)&,出现感病植株，发病率为$"-.。而自根苗在定

植后!#,发病率为$&"!.，定植后1&,发病率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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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抗病性，提高产量，增加收益，且又不影响果实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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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嫁接对生长和第一雌花形成节位的影响

处理 主蔓长 侧蔓长 主蔓叶片数 第一雌花节位

"# "# 片数 节数

劈接苗 !$$%& ’(%( !)%* !)%)
靠接苗 !!&%+ ’$%+ !,%) !)%-
自根苗 !+!%& &’%- !$%- !)%!

$%- 对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影响

嫁接西瓜由于生长壮旺，抗病性强，因而无论

是单果重量还是单位面积产量都显著高于自根西

瓜。由表-可见，劈接和靠接两个处理的西瓜平均单

果重比自根西瓜分别重!%’./和!%,./，折合每&&(#$

产量分别增产!+++%+./和&$+%+./，增收,++%++元和

$,’%++元（按本地西瓜批发价+%’+元 0 ./计）。由方差

分析得，劈接苗和靠接苗两个处理均与自根苗处理

间达极显著水平，劈接苗处理与靠接苗处理间达显

著水平。

$%, 对西瓜品质的影响

嫁接西瓜不影响西瓜的形状、风味和含糖量。经

解剖分析，结果为其皮厚、瓤质、瓤色等均未表现出

差异。劈接、靠接和自根苗的西瓜含糖量分别为

!$%!1、!$%-1、!$%!1。经编号通过!)人品尝鉴定，结

果全部认为嫁接西瓜和自根西瓜的风味完全一样。

- 小结和讨论

-%! 重茬地栽培西瓜嫁接苗表现生长势强，抗枯萎

病，有利于西瓜的无公害生产，且又不影响西瓜的

品质。因此，在适合西瓜生长的土壤上，可通过栽植

西瓜嫁接苗解决连作障碍，实现连年种植。

-%$ 西瓜嫁接方法简单，成本低廉，增效显著。每人

每天可嫁接(++2’++株，按每人每天人工价值-+%++2
,+%++元计，嫁接一株所需成本仅为+%+-2+%+,元，每

&&(#$栽植嫁接苗需增加成本仅为-+%++元左右 （按

每&&(#$栽植&++株计），而增收可达,++%++元。说明

西瓜通过嫁接不仅能解决连作障碍，而且还能增加

经济收入。

-%- 在嫁接方法上，劈接法嫁接的苗子成活率高，

苗子质量好，定植后长势强，产量高。靠接苗可能因

接穗和砧木维管束的衔接受到局限而影响水分和养

分的输导，因此，定植后生长势略差于劈接苗，同时，

由于接穗离地面近，在湿度大，土壤含水量高的情况

下，易产生不定根入土，而失去嫁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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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嫁接对西瓜枯萎病发病率的影响（1）

处理 调查日期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劈接苗 + + + + + + + +
靠接苗 + + + + + $*%+ $*%+ $*%+
自根苗 + + $+%! -+%+ ,)%& )+%+ ))%+ )&%(

表- 嫁接对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处理 平均单果重 小区平均产量 折每&&(#$产量 折每&&(#$增效

./ ./ ./ 元

劈接苗 &%* $!(%) ,)++%+ ,++%+
靠接苗 &%! !**%! ,!$+%+ $,’%+
自根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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