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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影响“峨山清香核桃”嫁接成活不同因素的试验研究表明: 不同嫁接方法，其成活率影响极为显著，改良

方块芽嫁接法平均成活率最高达到 88. 00%，嫩枝劈接法为 45. 00%，带木质部芽接法最低为 33. 00% ; 不同嫁接时

间对其成活率差异不显著，5 月 ～ 9 月份均可嫁接，其中 6 月份嫁接成活率最高达到 90. 00% ; 考虑培育商品苗，最

佳嫁接时间在 5 月 ～ 6 月，其中 5 月份嫁接可在当年全部培育成核桃Ⅰ级苗，6 月份嫁接当年生长量达到Ⅰ级苗标

准占 78. 89%，Ⅱ级苗占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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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乐山地区核桃良种缺乏、现有核桃不挂果

或适龄核桃不结果的问题，乐山市林业局、乐山圣果

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和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在省内

外广泛引进核桃优良品种，开展不同品种区域试验。
通过多年的品种区域试验，其中清香核桃表现出生

长势旺、适应性广、抗病性强、丰产性能好、坚果外形

美观等特性。
清香核桃是日本 1948 年选育出的核桃品种。

我国由河北农业大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从日本引

进［1］，2008 年引入四川，2013 年通过四川省林木良

种委员会认定，命名为“峨山清香核桃”。为了能在

较短时间内扩大“峨山清香”核桃良种的繁殖系数，

培育良种壮苗，充分发挥良种在产业基地建设中的

作用，开展了不同嫁接时间、嫁接方法对“峨山”清

香核桃嫁接成效的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点

试验点位于峨眉山市龙门乡的乐山圣果农林科

技有限公司自有苗圃，属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年平

均温度 16. 7℃，相对湿度 77%，全年无霜期长达 355
d 左右; 雨量充沛，年降雨量1 000 mm 至1 200 mm;

光照条件好，年日照时数1 800 h; 海拔 650 m，土壤

属于山地黄壤，土层较为深厚。

1． 2 材料

砧木为普通核桃( 甘洛、汉源一带产的铁核桃)

实生苗，供试品种为“峨山清香核桃”。
1． 3 方法

砧木培育: 按照常规核桃实生育苗培育。用甘

洛、汉源的铁核桃作种，当年 10 月份播种。播种前

进行浸种催芽，浸泡 3 d ～ 7 d，有裂口时，分级播种。
核桃种子一个挨一个置于整理好的苗床上，覆土 10
cm ～ 15 cm，覆地膜。嫁接时将子苗取出，断根，地

上部分剪留 3 cm ～4 cm。
接穗采集: 采集“峨山清香核桃”接穗以 2 月下

旬至 3 月上旬为宜。接穗要选健壮、髓心小、节间

短、芽饱满的 1 a 生成熟枝。一般春秋梢交界段和

具有顶芽枝段嫁接者成活率高。采集的接穗装入塑

料带，内用湿锯末填充，存放在 3 ℃ ～ 5 ℃ 冷库内，

也可用塑料薄膜包后在室内阴凉处沙土埋藏。
嫁接方法采用嫩枝劈接法、改良方块芽接法和

带木质部芽接法。
嫩枝劈接法，将接穗上半部剪成单芽段，并削成

楔形，长约 1. 5 cm。剪去砧枝幼嫩部分，用芽接刀

在截面中部纵切约 1 cm 深。将接穗插入砧枝切口

内，用塑料薄膜条进行绑扎。本试验每重复 20 株，

共 3 次重复( 下同) 。
改良方块芽接法: 剪去砧木 20 cm 以上部分，在

所要嫁接部位以上保留 2 片 ～ 3 片复片。在接穗的

DOI:10.16779/j.cnki.1003-5508.2015.02.023



接芽两侧各纵切一刀，长 3 cm ～ 4 cm，然后在芽上

下距芽 1. 5 cm ～2 cm 处用双刃刀横切一刀，深达木

质部。在砧木的嫁接部位用同样的双刃刀先横切一

刀，深达木质部，然后在上下两切口之中部或一侧纵

切一刀，从纵切口揭开皮层，把取下的接芽芽片贴入

砧木皮层内，对准形成层，根据接芽大小，撕掉两边

或一边层，用砧木皮层压紧接芽两侧或一侧进行绑

扎，绑时露出接芽。同时在芽接口下方沿一侧撕一

个宽 0. 3 cm ～ 0. 5 cm、长约 3 cm ～ 5 cm 的豁口放

水，减少接芽位伤流。
带木质部芽接法: 用芽接刀在接穗芽的上方 1

cm 处向下斜割一刀，从上到下，由浅人深，长约 2
cm ～3 cm，再在接芽的下方 1 cm 处向下斜切一刀，

斜面约 1 cm，取下带木质芽片，用相同的方法在砧

木基部光滑处取下同样大小的切割体，然后将接芽

嵌入并绑扎，注意使接芽外露。
在 2013 年 ～ 2014 年的 5 月 ～ 9 月进行嫁接，每

种嫁接方法统计 90 株成活率，重复 3 次。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嫁接方法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表 1 为不同嫁接方法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6
月嫁接)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改良方块芽嫁接法

平均成活率最高达到 88%，嫩枝劈接法为 45%，带

木质部芽接法最低为 33%。

表 1 不同嫁接方法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嫁接方法
成活率( % )

区组 1 区组 2 区组 3
平均成活率

( % )

嫩枝劈接法 44 48 43 45
带木质部芽接法 30 35 34 33
改良方块芽接法 90 88 86 88

对表 1 的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2。方

差分析前，所有数据进行反正弦处理。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嫁接方法差异在

0. 01 水平上极为显著，区组间差异不显著。3 种嫁

接方法中改良方块芽接法最好，平均成活率达到了

88%。

表 2 不同嫁接方法对嫁接成活率影响的方差分析表

方差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F 值 概率 P 值

嫁接方法 2 5018 2509 430． 11 ＜ 0． 0001
区组 2 12． 66 6． 33 1． 09 0． 4201
误差 4 23． 33 5． 83
总计 8 5054

2． 2 不同嫁接时间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2013 年开展了改良方块芽接法不同时间的嫁

接试验，从 5 月到 9 月每月都开展嫁接，每个月份调

查 90 株，重复 3 次，平均值见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嫁接时间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嫁接时间
成活率( % )

重复 1 重复 2 重复 3
平均成活率

( % )

5 月 90 86 88 88
6 月 89 90 91 90
7 月 83 87 85 85
8 月 80 89 86 85
9 月 86 92 89 89

从表 3 可以看出，方块芽嫁接法在 5 月到 9 月

都有较高的成活率，平均值都达到了 85% 以上，其

中以 6 月份最高达到了 90%。对其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 4 所示。

表 4 不同嫁接时间对嫁接成活率影响的方差分析表

方差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F 值 概率 P 值

嫁接时间 4 63． 6 15． 9 2． 04 0． 1646
误差 10 78． 0 7． 80
总计 14 141． 6

从表 4 可以看出，5 月到 9 月的嫁接成活率差

异不显著，说明 5 月份到 9 月份方块芽嫁接都可以

进行，而且成活率比较高，均在 85%以上。
2． 3 方块芽嫁接成效研究

对 2014 年 5 月、6 月、7 月上旬采用方块芽嫁接

的“峨山清香核桃”的生长量于 2014 年 11 月上旬

进行调查，随机调查 90 个单株，每个单株调查分支

数、砧木粗度、接穗长度和接穗高度。调查结果见表

5 所示。

表 5 不同嫁接时间清香核桃生长量

嫁接时间
分枝数( 个) 接穗长度( cm) 接穗基径( cm) 砧木粗度( cm)

平均值 平均数 ±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 ) 平均数 ±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 ) 平均数 ±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 )

5 月 1 94． 75 ± 26． 17 27． 62 2． 20 ± 0． 42 19． 00 2． 11 ± 0． 39 18． 70
6 月 1 82． 14 ± 27． 25 33． 17 2． 21 ± 0． 49 22． 04 2． 06 ± 0． 43 20． 64
7 月 1 49． 23 ± 29． 06 59． 02 1． 80 ± 0． 49 27． 49 2． 06 ± 0． 46 22． 41

3012 期 许加银，等: 不同嫁接时间和方法对“峨山”清香核桃嫁接成效的研究



从表 5 可以看出，3 个嫁接时间的分支数均为

1，也就是说没有分枝。从接穗长度看，5 月份嫁接

接穗生长量最大，平均值达到了 94. 75 cm，6 月份为

82. 14 cm，7 月份为 49. 23 cm; 从接穗基径看，5 月

份、6 月份、7 月份接穗基径差异不大，分别为 2. 20
cm、2. 21 cm、1. 80 cm; 砧木粗度差异也不大，分别为

2. 11 cm、2. 06 cm 和 2. 06 cm。
表 6 为核桃苗木的质量等级，参考表 5 的数据，

筛选出清香核桃 5 月、6 月、7 月嫁接的不同等级的

苗木数量。

表 6 核桃苗木的质量等级 ( 国家标准 GB97 － 87)

嫁接苗 Ⅰ级 Ⅱ级

苗高( cm) ＞ 60 30 － 60
基茎( cm) ＞ 1． 2 1． 0 － 1． 2

主根保留长度( cm) ＞ 20 12 － 20
侧根条数( 条) ＞ 15 ＞ 15

表 7 不同嫁接时间清香核桃苗木的质量等级

嫁接时间
嫁接数量

( 株)

Ⅰ级苗 Ⅱ级

数量
( 株)

比例
( % )

数量
( 株)

比例
( % )

5 月 90 90 100 0 0
6 月 90 71 78． 89 19 21． 11
7 月 90 28 31． 11 37 41． 12

从表 7 可以看出，到 11 月基本停止生长后，5
月份嫁接的苗木全部达到Ⅰ级苗标准，6 月份嫁接

苗 木 达 到 Ⅰ 级 苗 标 准 占 78. 78%，Ⅱ 级 苗 占

21. 11% ; 7 月份嫁接苗木有 31. 11% 达到Ⅰ级苗标

准，41． 12 达到Ⅱ级苗标准。
从培育良种壮苗看，适宜在 5 月份和 6 月份进

行嫁接，当年就可以出圃; 而在 7 月份以后嫁接接穗

生长量明显降低，有部分苗木需第二年才能培育成

商品苗。因此从实际生产开看，建议在 5 月、6 月完

成嫁接，以便节约生产成本。

3 结论与讨论

( 1) 嫁接方法对“峨山清香核桃”成活率影响极

为明显。在试验的改良方块芽嫁接、嫩枝劈接法和

带木质部芽接法 3 种嫁接方法中，其成活率有显著

差异，改 良 方 块 芽 嫁 接 法 平 均 成 活 率 最 高 达 到

88%，嫩枝劈接法为 45%，带木质部芽接法最低为

33%。因此在生产上应采用改良方块芽进行嫁接，

与庞翔宇等人研究结果一致［2］。
( 2) 嫁接时间对“峨山清香核桃”成活率影响差

异不显著。采用方块芽嫁接法在 5 月到 9 月都有较

高的成活率，平均值都达到了 85% 以上，其中以 6
月份最高达到了 90%。说明在清香核桃树液萌动

后的 5 月到生长停滞前的 9 月都可以进行嫁接。
( 3) 采用方块芽嫁接最适宜在 5 月和 6 月进

行。5 月份嫁接后，当年接穗生长量均超过 60 cm，

全部达到国家Ⅰ级苗标准; 6 月份嫁接的接穗，当年

生长 量 达 到Ⅰ级 苗 标 准 占 78. 89%，Ⅱ级 苗 占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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