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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自动嫁接技术研究
嫁接苗特性试验与机械设计方案选择

张 铁 中①

机械工程学院

摘 要 通过对黄瓜
、

云南黑籽南瓜的栽培试验
,

获得 了机械 自动嫁接所需的其生长特性和物理

特征的基础性数据
。

在对国内传统的手工嫁接方法与国外 自动化嫁接技术进行 比较的基础上
,

提

出了机械 自动嫁接方案
,

并研制出直插法机械嫁接装置
。

试验结果表明
,

直插法机械 自动嫁接的成

功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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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作物 的抗低温性
,

提高产量 二’二 ,

是保

护地果菜稳产高产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但是手工嫁接栽培效率低
、

速度慢
,

还因个人的操作

技术熟练程度不同而对嫁接苗产生不利影响
,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嫁接技术的进一步普及

应用
。

因此
,

蔬菜 自动化嫁接技术的研究对提高效率
、

减轻劳动强度
、

提高产量
,

以及促进传统

农业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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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对黄瓜
、

云南黑籽南瓜的生长特点
、

物理特征进行充分试验的基础上
,

提 出了机械

自动嫁接的方案
,

设计并制作了嫁接装置
。

试验表明
,

方案是可行的
。

石占木
、

穗木基本特性试验

为了进行蔬菜的 自动化嫁接研究
,

应对砧木
、

穗木 的生长特点和物理特性有一全面 的了

解
,

以便进行机械嫁接方案的选择和机械部件的设计
。

试验材料与方法

砧木种子 云南黑籽南瓜
。

我国 目前在黄瓜嫁接栽培中普遍用它做砧木
,

它与黄瓜具有较

好的亲合性
。

穗木种子 长春密刺
。

此为我国北方冬季温室和大棚普遍栽培的品种
。

催芽箱和苗床 用 只 眼的穴盘
,

内装草炭和蛙石混合的营养土
,

放置于 自制的催

芽箱 内
。

温控仪 用于控制催芽箱内的温度
,

保证砧木
、

穗木适当的发芽温度
。

蒸汽发生器 用于保证菜苗生长所需适当的环境湿度
。

栽培测试结果

经过浸种处理后的黑籽南瓜
、

黄瓜种子在温度
,

相对湿度 的环境下
,

从播种开

始发育生长到第 天
,

苗的外形尺寸如表 所示
。

表 南瓜和黄瓜苗外形特征测试结果

胚轴径
品种 育苗时间 株高 子叶长 子叶宽

—
长轴 短轴

南瓜

黄瓜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生长点从冒芽开始
,

到一分硬 币大小为 左右
。

这一期间
,

砧木生长点柔嫩
,

容易剔除和

切离
,

而后逐渐变得粗大
、

韧硬
,

不易切除分离
。

可知嫁接期为 左右
。

同样
,

黄瓜穗木的嫁接

适期为 一
。

机械嫁接方法探讨

手工嫁接方法

传统的手工嫁接方法有靠接法
、

插接法和劈接法川
。

靠接法 首先去除砧木 生

长点
,

接着用刀 片在胚轴处 队

下切 一斜 口 在穗木的胚轴处

向上切一斜 口
,

然后把 棵苗

的切 口 相嵌 合
,

用塑 料夹 固定

丫丁下丫毕争
靠接法 插接法

图 手工嫁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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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插接法 又分成直插法
、

斜插法和水平插法等多种
。

其基本方法是去除砧木生长点
,

在胚轴

的端部直插 或斜插
,

或水平插 一浅孔 把穗木胚轴削成楔形后插入砧木孔内
。

此种方法的优

点在于可省去固定夹子 图
。

机械 自动嫁接方法

日本从 年开始对机械 自动

嫁接进行了研究
。

所研究的嫁接方法

主要有以下几种
。

斜接法 削去砧木的生长点和

片子 叶
,

削去穗木的下半部
,

把砧

木
、

穗木贴合
,

用塑料夹固定 图
。

单叶切除法 切断粘接法

图 机械自动嫁接方法

切断法 把砧木
、

穗木切断后
,

用瞬间粘结剂将它们粘合在一起 图
。

圆锥插接法 用超声波电机将砧木
、

穗木切削成可吻合的圆锥面
,

将两者接合
。

上述的斜接法用于黄瓜
、

甜瓜的嫁接
,

切断法用于茄子
、

西红柿的嫁接
,

圆锥插接法还处于

试验阶段
。

机械嫁接方案的选择

斜接法在机械装置上 比较容易实现
,

但其缺点是 当砧
、

穗苗愈合之后
,

还需人工将固定

夹子从苗上取下 需要设计一套专门的自动输送塑料夹的机构
,

使得整个装置变得复杂
、

庞

大 现有国产塑料夹子的制作较为粗糙
,

无论外形和弹性均达不到 自动排送的要求
。

切断法需要特殊的粘接剂
,

嫁接机构整机复杂
、

造价高
,

难于在我国推广 锥形嫁接法能使

砧木
、

穗木达到较大的接合面积
,

易于愈合
,

但速度慢
,

机构 比较复杂
,

应用价值不大
。

基于现有机械 自动嫁接方法的优缺点
,

结合我国现有手工嫁接较为普遍采用的方法
,

笔者

决定采取插接法作为机械 自动嫁接的方法
。

其优点是 不用任何固定物如塑料夹
、

胶带等来

固定 我国 目前手工嫁接普遍采用插接法
,

易于接受
。

但插接法也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

难
,

主要是该方法对机械设计及制作精度要求高 国外没有先例
,

无可参考的资料
。

直插法插接机构的设计和试验

机构的组成

穗木黄瓜苗的直径不到
,

既要把它牢固地夹持住
,

又要完成将它插入砧木 中的动

作 夹持穗木苗的力量不能太大 否则易造成局部破断
,

也不能太小 否则 易造成插入砧木时

打滑
、

被顶出 为此设计了如图 所示的直插法插接机构
,

它 由砧木夹持机构
、

穗木夹持机构

和插接机构组成
。

试验内容和步骤

首先用豆芽作砧木
,

篙草秆 直径 作穗木进行插接试验
。

组试验中篙草秆全

部准确地插入了豆芽秆内
,

因此只要设计
、

制作精度达到要求
,

机械可以完成插入动作
。

在 项试验的基础上
,

用云南黑籽南瓜
、

黄瓜苗进行插接试验
。

试验步骤与过程如下

首先在砧木送苗处
,

把去除了生长点的砧木放在砧木夹持部
,

然后在穗木送苗处把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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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放在穗木夹持部
,

接着把穗木苗茎部用刀 片切成楔形状

在去掉了生长点的砧木顶端
,

用楔形刀插一穴孔

砧木夹持部和穗木夹持部分别 自动旋转到接合部进

行插接
。

试验结果

插 入情况 组插接试验 中
,

完 全插 入接 合的有

组
,

有 组 由于穗苗本身弯曲
、

偏斜
,

没有插入砧苗中
,

插入

成功率为
。

根据观察
,

造成插接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穗苗本

身生长弯曲造成插入偏差 切削时刀 片使穗苗偏斜 砧

木的插孔过小或插孔又 自己接近闭合
,

使穗苗无法插入
。

接合情况 在砧木
、

穗木完全插入的 组中
,

有 组的

尹尹声声声 ‘‘

砧木夹持机构 砧木
·

皓 咋、

穗木夹持机构 插接机构
,

驱动部件

图 直插法插接装置示意图

穗苗在穗苗夹 回送时被穗苗夹带出
,

接合成功率 为
。

其原因是 穗苗夹设计的形状和尺

寸不合理 穗苗相对于穗苗夹所放置的方向不合理
,

致使穗苗的子叶与穗苗夹发生干涉

穗苗与砧苗相接合的时间过短
,

致使两者间的曝合力偏小
。

组试验中
,

插接成功率为
,

接合成功率为
,

因此嫁接成功率为
。

结 论

云南黑籽南瓜的胚轴断面呈椭圆形
,

其短轴方向与两子叶展开方向一致 穗木黄瓜苗的

胚轴断面为正方形 它们的外形特征是机械 自动嫁接的设计依据
。

机械 自动嫁接直插法虽然嫁接精度要求高
,

但不用任何其他物品固定
,

因而节省了后续

工序 而且用此方法可直接在砧木营养体 内进行嫁接
,

具有重要实用价值
。

初步嫁接试验结果表明
,

机械嫁接直插法的成功率为
。

有些具体技术问题和机械

结构设计还有待进一步解决和完善
,

以进一步提高嫁接成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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