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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核桃传统芽接与改良芽接技术成活率进行比较，以及对核桃改良芽接技术的绑扎方式、割砧方式、
嫁接时期的确定和穗条的选择等关键步骤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为核桃嫁接提供参考。试验结果表明，采用割砧留

放水口、绑扎用薄膜、选择芽饱满且粗壮的大穗条和嫁接选择在６月中下旬等技术改良措施，可有效提高核桃嫁接
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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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芽接技术国内外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
试验研究［１］。核桃芽接有多种方法，通常方形芽接

生产上应用最多［２］。试验表明芽接技术具有操作

简易、成活率高、伤口愈合好、生长健壮、成本低等优

点，在后期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中［１］。

旺苍县核桃栽培历史悠久，栽培面积初具规模，

核桃品种改良和提质增效成为新的工作重点和难

题。目前，针对不同嫁接时间、嫁接品种、嫁接部位

等因素对芽接成活率影响的研究较多，而对芽接操

作步骤中不同技术的探索较少。本研究以本地１ａ

生实生核桃苗为砧木，‘旺核２号’核桃优良品种当
年生枝条为穗条进行嫁接试验，研究改良型芽接技

术的成活率，以及绑扎方式、割砧方式、嫁接时间和

穗条选择等对嫁接成活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四川省旺苍县大德乡核桃良种基

地，该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均温

１６５℃，年最高气温３８０℃，最低气温为－５２℃，



四季分明，光热资源丰富，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１３５５
ｈ，雨量充沛，年降水量９２０９ｍｍ，无霜期较长。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材料
穗条为经四川省林木良种委员会认定的‘旺核

２号’核桃优良品种当年生半木质化枝条，采自旺苍
县国营苗圃采穗圃中树体健壮、枝条发育良好、无病

虫害、树冠外围中上部半木质化的当年生枝条。砧

木为本地１ａ生实生核桃苗。
２．２　方法

２０１５年５月中下旬，采用传统芽接方法和对芽
接技术进行改良的方式，选择长势一致的当年生新

稍每组嫁接１００枝，每枝新稍嫁接１个芽，每个处理
重复３次，嫁接后做好抹芽及肥水管理，于嫁接６０ｄ
后调查成活率。

２．２．１　传统芽接方法
嫁接时，要求砧木为当年生新梢，砧木创口面与

方块芽片大小相同。先用嫁接刀在接穗上纵横切

割，深达木质部，取下长２ｃｍ～４ｃｍ、宽１ｃｍ～２ｃｍ
的方形芽片，四周切口整齐无毛茬；然后在砧木光滑

一侧切一个与芽片大小相同的方形切口并取下砧木

皮层，将方形芽片快速镶嵌入砧木创口处，最后用塑

料编织带绑扎，露出芽眼。

２．２．２　改良取芽方式
以传统芽接方法做基础对照，改良芽接用嫁接

刀在接芽两侧沿叶柄外缘各纵切１刀，从接穗上取
下按叶柄宽度、长２ｃｍ～４ｃｍ的方形芽片，切断韧
皮部直达木质部表面即可，减掉叶柄只保留０５ｃｍ
的叶柄基部。

２．２．３　改良绑扎方式
以传统芽接方法做基础对照，尽量保持上部或

一侧紧密结合，改良芽接也可四侧不靠。试验组用

２ｃｍ宽、０００８ｍｍ厚的塑料薄膜条绑扎，先绑芽片
中部，以利固定在砧木上，包扎住所有创口面，但留

出放水口和芽眼不包。其他芽接步骤不变，试验组

分别为保持上部或一侧紧密结合以及四侧不靠两

种。

２．２．４　改良割砧方式
以传统芽接方法做基础对照，改良芽接切割砧

木方形皮层时，与芽片等大或略大，保证砧木创口面

必须大于芽片，下缘横切一刀时不切断，在下切口一

侧留２ｍｍ～３ｍｍ宽砧木皮继续往下撕２ｃｍ～３
ｃｍ，作为放水口。
２．２．５　嫁接时期

于当年５月２５日、６月５日、６月１５日、６月２５
日、７月５日和７月１５日，共６天进行嫁接。将嫁接
苗的成活率作为嫁接期的判断依据。

２．２．６　穗条等级
以芽的饱满程度和穗条的直径作为等级划分标

准。Ⅰ级穗条：芽饱满，穗条直径≥０８ｃｍ；Ⅱ级穗
条：芽饱满，穗条直径０５ｃｍ～０８ｃｍ；Ⅲ级穗条：
芽较为饱满，穗条直径≤０５ｃｍ。对各穗条采用改
良芽接法，统计嫁接苗的成活率。

２．３　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采

用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１２５进行图表绘制。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改良取芽方式的芽接成活率
由图１可知，传统芽接技术取下长２ｃｍ～４ｃｍ、

宽１ｃｍ～２ｃｍ的方形芽片，与试验组按叶柄宽度取
芽片的方式相比较，嫁接成活率略低，但单因素方差

分析表明：两种取芽方式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图１　不同取芽方式的芽接效果比较

３．２　改良绑扎方法的芽接成活率
由图２可知，与编织带绑扎的效果相比，薄膜绑

扎平均成活率大大提高，达８５．２％，差异性显著（Ｐ
＜０．０５）；在镶嵌芽片时，靠紧一侧或四侧不靠对芽
接效果的影响不大，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３．３　改良割砧方式下芽接的芽接成活率

由图３可知，传统芽接技术割砧方形创口面，成
活率为７６．２％，试验组芽接在方形创口面下留放水
口，成活率为８０．４％，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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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绑扎方法的芽接效果比较

种割砧方式下的成活率之间差异性显著（Ｐ＜０．
０５），选择留放水口能够显著提高芽接成活率。

图３　不同割砧方法的芽接效果比较

３．４　改良芽接技术嫁接时间的芽接成活率
由图４可知，改良芽接结束的成活率先呈上升

趋势（从５月２５日至６月１５日逐渐上升，６月２５日
略有下降），再下降的趋势（从６月２５日到７月１５
日下降），最佳嫁接时间为６月１５日至６月２５日之
间，嫁接成活率分别为８５３％和８４７％，在６月５
日的嫁接成活率超过了８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６月１５日和６月２５日之间的嫁接成
活率成活率最高，但两个时期的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其余各时间嫁接成活率差异均为显著（Ｐ＜
００５）。

图４　不同嫁接时期的芽接成活率

３．５　不同等级穗条改良芽接技术的芽接成活率
由图 ５可知，采用Ⅰ级穗条芽接成活率为

８９２％，采用Ⅱ级穗条的芽接成活率为 ７８６％，采
用Ⅲ级穗条的芽接成活率为６２４％。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采用不同等级穗条之间嫁接成

活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采用Ⅰ级穗条芽接成活
率最好。

图５　不同穗条等级芽接的成活率

４　讨论

传统芽接取芽方式与按叶柄宽度取芽虽嫁接效

果差异不显著，但按叶柄宽度取芽在操作时有具体

参照物，切取芽片形状较为标准整齐，有利于提高操

作速度和规范化实践推广。在核桃嫁接时，操作时

长也是影响嫁接效果的因素之一。核桃枝条和芽内

较高含量的单宁对愈伤组织的形成会产生抑制作

用，而创口在空气中暴露的时间与单宁物质的氧化

形成黑褐色隔离层成正比［３］，因此按叶柄宽度取芽

可一定程度上缩短操作时间，减少氧化，提高成活

率。

核桃较易发生伤流，核桃伤流与嫁接成活和修

剪效果关系密切［４］。在嫁接时接口处有伤流液，会

阻碍砧木和接穗双方的物质交换，抑制接口处细胞

的生理活性，降低嫁接成活率［５］。核桃枝接时，采

用锯口或提前截断砧木处理伤流的方式较多［６］，而

核桃芽接时考虑伤流因素较少。核桃树春季展叶

后，蒸腾作用增强，虽是新梢，但也极易引起伤流。

试验组在割砧时留放水口，可减轻或防止伤流积累，

防止穗芽浸泡坏死，嫁接效果显著提高，表明在核桃

芽接时采取措施控制伤流，是影响核桃芽接成活率

的重要因素之一。

核桃芽接时，芽片直接与形成层细胞接触，绑扎

过紧易压坏砧穗的薄壁细胞，过松砧穗间隙较大会

延长愈伤组织结合时间，二者均降低成活率［７］，因

此绑扎时须注意松紧适度。编织带因韧性不高、宽

（下转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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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１１月和１２月份嫁接的苗木生长量明显高于
１０月和次年１月份嫁接的苗木，生长量最大的是１１

月３０日嫁接的为３５．５７ｃｍ，生长量最小的是次年１
月３０日嫁接的为２０．７７ｃｍ。

表３ 极差检验

Ｔａｂ．３　 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

处理
成活率均值
（％） ５％显著水平 １％极显著水平 处理

生长量均值
（ｃｍ） ５％显著水平 １％极显著水平

１１．３０ ９５．５７ ａ Ａ １１．３０ ３５．５７ ａ Ａ
１１．２０ ９４．４７ ａｂ Ａ １１．２０ ３５．０７ ａ Ａ
１０．３０ ９４．４３ ａｂ Ａ １２．１０ ３５．００ ａ Ａ
１１．１０ ９４．４３ ａｂ Ａ １２．２０ ３３．１０ ａｂ ＡＢ
１２．１０ ９４．４３ ａｂ Ａ １１．１０ ３０．４０ ｂｃ ＢＣ
１０．２０ ９２．２０ ａｂ ＡＢ １０．２０ ２９．８０ ｂｃ ＢＣ
１２．２０ ９１．１０ ａｂ ＡＢ １２．３０ ２９．８０ ｂｃ ＢＣ
１２．３０ ９０．００ ａｂｃ ＡＢ １０．３０ ２９．５０ ｃｄ ＢＣ
１．１０ ９０．００ ａｂｃ ＡＢ １．１０ ２６．２３ ｄｅ ＣＤ
１．２０ ８８．９０ ｂｃ ＡＢ １．２０ ２３．５０ ｅｆ ＤＥ
１．３０ ８４．４３ ｃ Ｂ １．３０ ２０．７７ ｆ Ｅ

４　结论

通过２０１６年６月对在镇康县军赛乡军赛苗圃
基地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嫁接的澳洲坚果
苗的成活率和生生长量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不同时

段嫁接的澳洲坚果苗木间在活率和生长量上都存在

显著差异，在当地澳洲坚果最适宜的嫁接时间为１１

月和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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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够、厚度较大，在核桃嫁接操作时松紧程度不好

掌握，且后期雨水易从编织带缝隙处渗入，影响愈伤

组织生长而降低成活率；而使用薄膜弹性大、密封

严，绑扎时松紧可控易调，不受雨水影响且后期管护

无需松绑除膜，有效提高嫁接成活率且能节约后期

管护成本，较易推广应用于生产实践。

嫁接时期的选择对于提高成活率也有显著的帮

助，嫁接过早，温度太低，不容易成活；嫁接过晚，砧

木已经生长，嫁接苗不容易成活。合适的嫁接时期

有助于提高嫁接成活率。

选择芽饱满、枝粗状的穗条，体内丰富的营养是

嫁接后形成愈伤组织时期为复合体提供充足营养的

保证，在穗条丰富的程度下，利用大苗粗苗的芽进行

嫁接成活率显著较高。

５　结论

在传统芽接技术的基础上，采取按叶柄大小切

取芽片宽度、芽片尽量靠紧砧木创口一侧、用塑料薄

膜绑扎并留放水口的技术，可提高核桃芽接操作速

度；同时选择芽饱满且粗壮的枝条作为接穗，并且将

嫁接时间选择在６月中下旬等改良芽接技术操作步
骤能有效提高核桃芽接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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