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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鸭舌嫁接法是一项核桃高位换种新技术，2008 年获得国家专利认证，是 2011 年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

范资金项目《低质低产核桃高接换种改良示范》的技术依托成果，已在生产上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本文就其嫁

接、管理、优势特点、推广应用效果等进行了全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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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 Juglans regia L． ) 是著名的传统干果，在

凉山州 17 个县、市均有广泛分布。据 2007 年调查

统计，全州核桃( 含野生) 面积 12 万 hm2，主要分布

于海拔1 000 m ～2 600 m 地带。核桃的自然分布大

多在山区，品种混杂、良莠不齐，加之管理粗放，缺少

科技支撑，其经济效益未能凸显; 林农自行嫁接改良

成活率低、生长缓慢，产量低下。
采用核桃高接换种新技术—鸭舌嫁接法改良的

核桃树，具有树势恢复快、树冠成形早、立体利用空

间大、头年嫁接次年结果、产量高、无大小年现象、品
质好、经济效益成倍增长和低投入长受益等特点，深

受核桃产区林农的普遍欢迎。经 2011 年中央财政

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项目《低质低产核桃高接换

种改良示范》推广应用，成效显著。

1 鸭舌嫁接法的技术要点

1． 1 穗条的剪取和处理

在选定的核桃良种 ( 盐源县用本地核桃良种

“盐源早”当地群众习惯叫“大优一号”) 母株上，于

秋末落叶后至早春萌动前，剪取树冠外围中上部枝

条作穗条。穗条应是充实健壮、髓心较小、芽体饱

满、无病虫害的 3 a 生发育枝，以保证嫁接成活后第

2 年能够开始结果。采集的穗条，要及时用蜡封口，

并根据不同的长度，分类整齐放入湿度为 50% 的干

净纸箱或木箱内，置于温度 2℃ － 5℃ 的地方贮存。

也可挖沟贮存，或从母株上现剪现用。
1． 2 嫁接方法

1． 2． 1 接穗制作 将剪取为长度 8 cm ～ 10 cm、至
少有 1 个饱满芽的接穗，从下面 1 个芽的背面向下

削出大削面到达底部，然后在穗条下端向芽面两侧

分别向下削出小削面。紧接着在大、小削面两侧削

去粗皮直达形成层，使接穗整体形状似鸭舌。
1． 2． 2 砧木处理 在直径 10 cm ～40 cm，高度 1 m
～15 m 的核桃大树的干、枝的平整光滑处截除，用

利刀削平锯口，再从锯口往下削去外层的老皮，最后

在保留皮层处往下斜切出接口，接口深度以达到木

质部为度，不可过深或过浅。
1． 2． 3 接插穗 将制作好的接穗大削面向内靠紧

砧木木质部，然后从上往下顺接口斜面插入砧木内，

以接穗大削面插完为止。
1． 2． 4 捆扎 将接穗与砧木结合处包扎捆牢，使

穗芽露出。捆扎中应注意不让接穗和砧木发生位

移，并确保砧、接之间的形成层最大限度地接触，同

时捆扎要到位，做到松紧适度，不漏风漏气，方可利

于成活。
1． 3 嫁接后管理

1． 3． 1 除萌 在接穗成活萌发以后，要及时抹除砧

木上的萌芽。据多年的试验观察，此工序至少应进

行 4 次发上，这样有利于营养集中供应接穗快速生

长。如发现接穗未萌发或已枯死时，要及时补接或

适当保留砧木上的一部分萌芽。否则，容易导致砧



木死亡。
1． 3． 2 解除捆扎物 嫁接成活后，应根据砧、穗愈

合情况，适时分步解除捆扎物。具体做法是: 当砧、
穗伤口全面愈合，新梢长到 20 cm ～ 25 cm 时，将捆

绑薄膜适度放松; 待新梢已生长到 25 cm ～ 35 cm
时，再分两次将捆扎物全面解除。
1． 3． 3 剪叶、摘心 核桃经高位换种后，由于树体

高大，新梢生长速度快，用传统方法设支撑防风杆很

难做到，同时效果也很差，还增加了作业人员的安全

隐患。所以，应在新梢抽出 30 cm 左右时摘心，并在

保留新梢基部少量小叶片的情况下，将多余的叶片

全部剪除。如此，既能减轻新梢重量，避免风折，提

高新梢木质化程度，为第二年增加分枝、开始结果贮

备足够的养分，又可以大大减轻工作量，有效降低经

营成本。
1． 3． 4 刻伤 核桃由于导管大，根压强，从休眠到

萌芽，其枝干受伤后易发生“伤流”现象。伤流液能

严重影响核桃嫁接的成活。所以，一旦发现有伤流

现象，要及时在接穗嫁接口的下部割出排液口，或将

锯口中间开 V 型槽，然后在 V 型槽底部的砧木边皮

上割一排液口，使伤流液顺畅排走，不在砧、接之间

积存。
1． 3． 5 病虫害防治 接穗成活初期，嫩芽易受叶

甲、松鼠、鸟类等为害，要注意观察，及时用乐果、敌
百虫等农药进行防治。
1． 3． 6 防止人为破坏 核桃实施嫁接后，要严格禁

止人、畜进入，避免对低矮植株造成破坏。工作人员

在从事经营活动时也要做到先观察，再工作，尽量避

免人为损伤。更不允许用摇动接穗的方式查看接口

愈合情况。
1． 4 最适嫁接期

在凉山州及其毗邻地区，多年的实践表明，采用

鸭舌嫁接法进行核桃高位换种的最适时期，在海拔

2 000 m 以下地带，以 1 月中旬至 2 月中旬为宜; 海

拔2 000 m 以上地带，则以 2 月下旬至 3 月下旬为

佳。总体原则是，从 1 月中旬开始，由低海拔渐次向

高海拔推进，最晚于 3 月下旬结束。如果嫁接时间

过早，树液还未大量流动，砧木与接穗愈合速度缓

慢，容易导致接穗失水死亡; 如果嫁接时间过晚，则

随着气温的急剧升高，树木已全面进入营养生长和

生殖生长，而接穗自身营养也已消耗贻尽，生命力急

剧下降，所以也同样难以保证较高的嫁接成活率。

2 鸭舌嫁接法的优势特点

《低质低产核桃高接换种改良示范》项目在实

施示范建设过程中，与其他高接换种区相比，嫁接成

活率高，接穗生长迅速，体现了以下两个优势特点:

2． 1 利用嫁接专利技术，嫁接成活率高

本项目采用专利嫁接技术“鸭舌嫁接法”，和其

他嫁接技术相比，能使砧高 1 m ～ 15 m、胸径 10 cm
～40 cm、树龄 10 a ～ 100 a 的核桃树嫁接平均成活

率由不足 20%上升至 80%以上，解除了其它嫁接法

只能在砧高≤2 m、直径 8 cm ～20 cm、树龄≤30a 且

成活率最高只有 75% 的限制。经鸭舌嫁接法改良

的核桃树，具有树势恢复快、树冠成形早、利用空间

大、头年嫁接次年结果、产量高而稳定、高品质、无大

小年现象、经济效益成倍增长和低投入长受益的特

点。
本项目采用“鸭舌嫁接法”，株成活率为 100%，

平均接穗成活率为 93. 6%，创核桃高接换种改良嫁

接成活率新高。详见表 1。

表 1 核桃高接换种改良嫁接成活率调查表

调查地点 抽查接穗数( 枝) 成活率( % )

碘水村一组 79 89． 9
碘水村二组 221 91． 6
和平村三组 172 90． 7
和平村三组 170 99． 4
和平村三组 84 98． 7

合计 718 93． 6

2． 2 低质低产核桃适度矮化，促进接穗生长

以前农户自行开展的高接换种改良，砧木高度

一般都留 4 m ～8 m，甚至更高，致使接穗成活后，水

分和养分供应距离较大，加之砧木萌发大量枝条，清

理难度和工作量巨大，造成大量水分和养分流失，致

使接穗生长缓慢，接穗枝条一般生长到 1. 5 m ～ 2 m
就会生长停滞，严重影响开花结果和产量形成。

本次示范项目建设，推广适度矮化砧木技术，根

据待嫁接核桃树年龄、胸径大小，砧木高度一般保留

在 0. 5 m 到 4 m 之间，个别树木胸径过大因多头嫁

接需要砧木高度为 4 m ～6 m，这样既有利于缩短水

分、养分运送距离，保证接穗萌发和生长需要，又有

利于嫁接后树冠的形成，对促进嫁接后植株早结实，

提高单株产量，意义十分重大。2012 年 4 月下旬检

查结果表明，高换嫁接后两个月，接穗萌条高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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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m ～ 60 cm 以上，平均为 30 cm，且生长旺盛，长

势良好; 到 6 月底，高位嫁接后四个月，接穗高度已

达 1. 5 m 以上。到 7 月底，接穗已经开始新的分枝，

部分植株已初步形成新的树冠。

3 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

《核桃高接换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示范选择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辐射带动范围为

凉山州全部 17 个县( 市) 及四川攀枝花市、雅安市、
云南丽江市等核桃产区。

仅以凉山州为例，本示范项目的成功实施，带动

了全州各县、市大面积的低质低产核桃的高接换种

改良工作的迅速开展，2011 年底 ～ 2012 年初，德昌

县的德州镇、麻栎乡、乐跃镇、王所乡等 4 乡镇便组

织农技员和部分林农到茨达乡项目实施区观摩学

习，并立即开始在本地逐步推广，2012 年 4 个乡、镇

共计推广核桃高接换种面积为 214 hm2，嫁接成活

率 89. 8% ～91. 5%，成效十分显著，并计划 2013 年

扩大规模，带动全县低质低产核桃高换嫁接改良工

作的开展，增加林农收益，改善民生。
目前凉山州有低质低产核桃资源40 000 hm2，

根据《凉山州核桃产业总体规划》要求，至 2015 年，

凉山州将完成30 000 hm2 的低质低产核桃改造工作

总目标，大力推广《核桃高接换种示范基地建设项

目》成果，目前已经完成6 666. 7 hm2，2012 年 ～ 2015
年，规划完成23 333. 3 hm2 高接换种改良工作，项目

示范效应显著。规划到 2025 年，实现全州核桃园良

种化、集约化经营管理水平，建设完善凉山州核桃加

工和流通体系，最终达到将凉山州建成四川省西南

地区重要的核桃生产、加工、技术辐射和商品贸易中

心的总体目标，其核桃产业实现年总产值 30 亿元，

促进凉山州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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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及设计自然式喷泉之外，按照水体的自然走势，

在岸边依次种植了秋季开花的木芙蓉、红枫和部分

耐水湿的观赏草、草坪草，种植疏密有致，水体中配

植荷花和睡莲; 在游憩区岸边设置木制游步道，使小

区居民得到更好的亲水体验。
城市居住小区植物造景建设是城市生态系统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运用生态绿化原理和技术进行

小区的植物造景，对提升和改善城市生态系统的功

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南延新苑”小区的植物

造景设计和施工中，即充分体现了生态绿化原则，适

地适树，植物种类丰富、配置合理，实现了植物造景

对居住区环境的生态保护功能和景观美化功能的和

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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