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盆裁树状月季价格 天润月季 树状月季

产品名称 盆裁树状月季价格 天润月季 树状月季

公司名称 南阳天润月季有限公司

价格 面议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张衡港湾站(独山高速出口
前行100米右拐鸭河方向12公里）

联系电话  15303778803

产品详情

树状月季的形态和生活习性是什么？月季是最受大家喜欢的品种之一，月季开花量大，花色鲜艳，而且
品种很多。现在越来越推崇嫁接的月季。把月季花嫁接在根系比较发达的蔷薇上，变成单独一根枝干的
月季。这种往往被称作树状月季，区别于一般的灌木月季，4公分树状月季树价格，它有一根独立的枝干
，上面有郁郁葱葱的冠幅，看起来特别美观好看。而且底部主干高，通风好，养护起来也稍微简单一些
。树状月季平时怎么养护？树状月季的形态一般是底部有一个粗壮的树干，盆裁树状月季价格，上部有
丰满的冠福，开花的时候就像一个伞状一样。而且有些微型的月季嫁接好之后刚好放在阳台，特别漂亮
美观。树状月结的生长习性和自根的月季差不多。

树状月季培育方法

一、从月季自身培育：自月季中优选直立性较好、树冠匀称的品种，作为培育对象。经过几年的观察研
究，树状月季，发现这种月季树虽可培育成形，却有如下不足之处：

首先是上花量少、长势缓慢，并且形不成较好的树冠、树形，观赏价值低。二是寿命不长，易老化退化
。三是培育难度大，发病率较高，不能批量生产。

二、后来，发现一些蔷薇发根快、成形快、生命力强，便采用以下两种蔷薇培育嫁接方法进行培育试验
。

1、扦插不同品种蔷薇，枝条嫁接法。等枝条长到直径0.6厘米左右，高度0.6米～2米时，划分不同的高度
，采用不同的嫁接方法进行嫁接。先后进行了200余次的试验，根据其生长表现最终选定了两种适应性强
的蔷薇做砧木，并确定了两种嫁接方法：传统的盾形贴芽嫁接法和大开门剔木质部贴芽接法，多色树状
月季价格，二者中以后者较好。

2、播种蔷薇种子培育法。蔷薇种子发芽后移植，等长到地茎0.5厘米粗时嫁接蔷薇，蔷薇新枝长到高度0.



6米～2米高时，嫁接月季。

采用以上两种方法的优点是：树冠形状较好，开花量多，冠幅增长快，根部吸收能力强，植株寿命长等
。缺点是：树干柔软、需支撑帮助(2～5年方可独立生长)。

3、为克服以上两种培育方法的缺点，笔者用径粗3厘米以上的古桩蔷薇进行嫁接试验，最终从20余种野
生粗干蔷薇中选定了野生木香蔷薇，并完成了从大山中移植到平原驯化。

驯化过程如下：

1、根部处理

原因：断面大、无根系、失水过多、杂菌染病多。

处理方法：1、土壤高温处理并用毕速灭杀掉病虫。2、断面浸泡(百菌清+生根素+溶菌灵等)药品。3、封
根土厚度15厘米(高温处理土)。

2、树杆处理

原因：断枝、断根程度大、失水、失营养严重。

处理方法：1、采用药品(生根素+植物生长素+氨基酸等)配制液打点滴;2、断枝顶端采用石蜡封闭，上部1
0厘米处涂配制软膏(凡士林+激su药品)诱发新芽;3、相对温度掌握在20℃～25℃，湿度控制在85%～90%
。

古桩蔷薇的培育过程：嫁接方法采用大开门剔木部质芽接法，嫁接类型分为：古桩盆景月季，高度
0.6～5米之间、茎粗3～8厘米各品种树状月季。

采用此方法嫁接的优点是：冠幅、开花量、生命力、树干粗度都能达到优质，无需支撑。缺点：自山中
至平原驯化成活难度较大，已克服这一难关。

、光照要充足大部分的开花植物都是喜欢充足的光照，当然月季也不例外。树状月季养护方法和自根的
月季。是差不多的，也是喜欢光照充足的环境。

第二、土壤透气性家庭养花讲究盆土配置要疏松透气。因为花盆中的土本来就不多，疏松透气性好才有
利于它根系的四处舒展，深扎吸收养分。如果土壤板结不透气，植物的根系被硬邦邦的土壤包裹着也生
长不好。月季的土壤可以用粗细椰糠加珍珠岩，也可以用腐叶土掺配一些河沙，只要疏松透气就可以。

第三、施肥树状月季嫁接好之后特点就是开花爱爆盆，开花量特别大，所以对肥料的消耗也特别多。在
它长枝长叶的时候要给他用氮磷钾各种元素齐全的肥料。在它孕蕾的期间一定要给它，每隔10天要浇一
次磷酸二氢钾，这样才有助于它把花朵充分的打开。

第四、浇水养什么植物都是怕烂根，所以浇水不要太勤快。盆土干下去两三厘米时再给它浇水就可以。
当然如果在室内通风不良的情况下，浇水也可以适当减少。养好树状月季，除了满足以上四个条件，平
时还要注意修剪，让它慢慢的发侧芽，这样养出的冠幅比较大，开起花了才更加美观。

 



盆裁树状月季价格-天润月季(在线咨询)-树状月季由南阳天润月季有限公司提供。南阳天润月季有限公司
（www.nyly.net）在花木这一领域倾注了无限的热忱和热情，天润月季一直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
值的理念、以品质、服务来赢得市场，衷心希望能与社会各界合作，共创成功，共创辉煌。相关业务欢
迎垂询，联系人：姜怡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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