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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核桃嫁接成活率和出圃率，采用４种嫁接方法对核桃嫁接成活率、新梢生长量及育苗成本进行了
对比。结果表明：（１）川中丘陵区最适宜的核桃嫁接育苗时期为３月初萌动前至萌芽展叶期，具体嫁接时间根据当
年的物候期适当提前或推迟。（２）试验地适宜在春季开展子苗嫁接和韧式皮接，同一嫁接时期嫁接时间宜早不宜
晚，不同砧穗组合的苗木生长量有显著差异。（３）韧式皮接是最适合试验地及相似气候区的嫁接方法，该方法愈合
好、成活率高、生长量大，出圃率高；子苗嫁接次之，该方法速度快、周期短、成本低，但生长量较小、出圃率较低；贴

芽接和夏季芽接不适合在该区域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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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核桃播种实生苗子代变异大、扦插苗繁殖 生根困难等原因，传统的核桃繁殖方法主要采用嫁



接育苗的方式以保持品种的优良特性。受气候条

件、嫁接时期、嫁接方法等因素的影响，核桃嫁接成

活率极不稳定，高时能达到 ９０％以上，低时不足
１０％［１～５］。尽管科研工作者在微枝嫁接、组织培养

上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进展，但由于方法程序

复杂、技术要求高，生产上育苗推广使用率很低，仍

然以传统的大田育苗方式为主［６～１２］。为了探索影

响核桃嫁接育苗成活率的主要因素，筛选川中丘陵

区育苗的最适嫁接方法，采用了核桃子苗嫁接、春季

贴芽接、夏季芽接、韧式皮嫁接的方式开展嫁接育苗

试验，对几种嫁接方法进行综合评价，以期为四川丘

陵地区核桃嫁接育苗提供参考依据。

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区位于乐至县孔雀乡孔雀寺村。该县地处

沱江和涪江的分水岭上，属四川盆地中部，与遂宁市

中区、大英县、中江县、金堂县、简阳市、资阳市的雁

江区、安岳县接壤。境内山脉系岷山台地分支，自北

而南分全县为东西两部，成为沱江、涪江分水岭。最

高点海拔５９６３ｍ，最低点海拔２９７０ｍ。该区域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冬

暖干燥、湿度大、云雾多、日照少，日均气温１６７℃，
年均日照１３３０ｈ。年均降水量９１８ｍｍ，但分布不
均，夏季雨量占全年的半数，易冬干、春旱。试验小

区面积占地约０３３ｈｍ２，分为子苗试验区和１．５ａ生
砧木试验区。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试验材料
砧木材料采用铁核桃实生播种苗，种子来源于

云南景东县。砧木有子苗（芽苗）、１５ａ生砧木苗
（地径０８ｃｍ～１２ｃｍ）。

穗条材料采用的核桃品种为硕星、清香、川香。

硕星来源于广元市朝天区林果科研所，清香来源于

河北德胜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川香来源于四川省林

业科学研究院仁寿黑龙滩基地。

试验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２．２　试验设计

以硕星、清香、川香３个品种的穗条为材料，采
用４种不同方法进行嫁接，分品种和嫁接方法设立
试验小区。子苗嫁接试验于２０１５年３月份进行，嫁
接时间段分别为３月上旬、中旬和下旬；贴芽接试验

于２０１５年３月进行，嫁接时间分别为３月上旬、中
旬和下旬，采用１５ａ生砧木；夏季芽接试验于２０１５
年６月进行，嫁接时间分别为６月中旬、下旬，采用
平茬的１．５ａ生砧木；韧式皮嫁接试验于２０１５年３
月进行，嫁接时间分别为３月中旬、下旬，采用１５ａ
生砧木。

嫁接时，每个嫁接处理重复２次，每次嫁接１００
株，即每个处理嫁接２００株。嫁接后，６月下旬调查
春季嫁接的成活率，９月下旬调查夏季嫁接成活率
和不同方法嫁接苗的生长量指标，包括新梢粗度、新

梢长度和愈合情况。新梢有分枝的嫁接苗，以较粗

１枝作为新梢长度观测枝。愈合情况调查主要观察
嫁接口愈伤组织形成情况，分为优、良、差。愈伤组

织伤口包裹完好，凸起不明显为优；包裹较完好，凸

起不明显或者有轻微凸起为良；包裹不完全，有明显

隆起或者愈伤组织较少的为差。

２．３　嫁接技术与管理
２．３．１　子苗嫁接

２０１５年３月，四川省林科院在都江堰安龙基地
冷藏库选用提前准备的生长充实、无病虫害的１ａ
生饱满枝条。接穗制备时，剪成５ｃｍ～６ｃｍ的小
段，留１个～２个饱满芽。砧木选择省林科院乐至
基地２０１４年秋季播种的０５ａ生子苗。在接穗下
端的背面削长约３ｃｍ的斜面，再于其背面斜切一长
约２５ｃｍ～３０ｃｍ短削面。提前将砧木表土刨开３
ｃｍ～４ｃｍ，露出芽苗幼嫩部分。在芽苗砧离地３ｃｍ
～５ｃｍ光滑处剪断并削平，在横断面的１／２处垂直
下切深２５ｃｍ左右。将削好的接穗迅速插入砧木
的切口中，使接穗长斜面的形成层和砧木幼嫩的形

成层对齐、靠紧，用嫁接膜包紧缠严，防止左右晃动

和脱落。嫁接后及时抹芽，开展施肥、锄草等圃地管

理。

２．３．２　春季贴芽接
选择乐至基地试验地２０１３年秋播的实生苗为

砧木，地径粗度１ｃｍ左右。此法为单芽嫁接，可以
有效利用穗条的芽数。嫁接时，在穗条芽的上方约

１ｃｍ处向下切１刀，略带木质部，长度达芽的下方２
ｃｍ以上，在芽下方２ｃｍ处横切 １刀，切成一个长
“Ｕ”形的芽片，芽片略带少许木质部，形成接芽。在
砧木的树皮上，用刀切割一“Ｕ”形切口（长约３ｃｍ，
宽约１ｃｍ），深及木质部，露出两边韧皮部，切口下
部留宽１ｍｍ、长２ｃｍ左右的导流口，将带木质部的
芽片插入切口内，然后用嫁接膜扎缚紧，露出芽口。

接芽萌发到１０ｃｍ长以后，开始砧木抹芽，剪除接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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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的多余枝条。开展土水肥管理，促进迅速生长。

２．３．３　夏季芽接
２０１５年６月，选择晴天提前处理砧木。在砧木

萌发枝的半木质化部位选取光滑部位作为嫁接部

位，接口上方留２～３片复叶，接口以下复叶全部抹
除，剔除芽头。选半木质化的芽基较平的饱满芽为

接芽，在接芽上下方１ｃｍ处分别横切１刀，然后在
接芽两侧沿叶柄外缘各纵切１刀，深达木质部，以切
断树皮刚好进入木质部为佳，使接芽与树皮形成一

个方块形。然后握住芽的两侧，推动取下接芽，并保

证护牙肉完整。在砧木的半木质化光滑部位上下各

横切１刀，深达木质部，长度与接芽相同，再在一侧
纵切１刀，将皮层剥开，放入接芽，根据接芽宽度将
皮层撕下，使接芽的上下、左右皮层与砧木皮层对

齐，然后用嫁接膜绑紧缠严，露出芽头。接芽萌发到

１０ｃｍ～１５ｃｍ以后，开始抹芽，划破绑扎带。开展
土水肥管理，促进迅速生长。

２．３．４　韧式皮嫁接
２０１５年２月，选择地径１ｃｍ左右的砧木苗重

新排栽在试验区，浇足定根水，确保土壤压紧压实，

与根系充分接触。嫁接时间在砧木芽萌动初期至展

叶前，即树液开始流动初期的易离皮或半离皮阶段。

接穗剪成长６ｃｍ～８ｃｍ的小段，留１～２个芽，削成
一长一短两个削面，长削面２０ｃｍ～２５ｃｍ，短削
面１５ｃｍ，长削面以微露木质部为宜，短削面穿过
髓心，下部形成平整楔形。短削面正面靠上削去

１０ｃｍ长的皮层，露出韧皮部；同时，砧木离地５ｃｍ
～１０ｃｍ定砧，选择光滑面略带木质向下削开砧木，
削口宽度与穗条粗度相当，削口长度与接穗长削面

相当，剔除木质，沿开口底部一侧挑起宽０１ｃｍ的
皮层，向下撕开至底部，行成导流口；将削好的接穗

插入，长削面朝里，短削面朝外，长削面与砧木形成

层对齐，短削面由砧木皮层包裹对齐，包扎严实，露

出芽头［１３］。及时抹除接口下方的萌芽，做好土水肥

管理。

２．４　测定与数据分析
各项指标采用卷尺和游标卡尺实测。测得数据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和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整理和运算分
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嫁接时间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采用川香为接穗，比较不同嫁接时间对成活率

的影响。根据表１可知，嫁接成活率随嫁接时间的
不同而不同，３月中旬的嫁接成活率最高，平均成活
率达５７３％，６月下旬成活率最低，仅 １４％。根据
平均嫁接成活率高低，嫁接时间排序大致为：３月中
旬＞３月下旬＞３月上旬＞６月中旬＞６月下旬。

表１ 不同嫁接时间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嫁接时间 嫁接方法
调查数
（株）

成活数
（株）

成活率
（％）

３月上旬 子苗嫁接 １９９ ８７ ４３．７
贴芽接 ２００ ４６ ２３．０

３月中旬 子苗嫁接 １９８ １５８ ７９．８
贴芽接 ２００ ５２ ２６．０
韧式皮接 ２００ １６７ ８３．５

３月下旬 子苗嫁接 １９９ １２４ ６２．３
贴芽接 ２００ ３７ １８．５
韧式皮接 ２００ １１３ ５６．５

６月中旬 夏季芽接 ２００ ４４ ２２．０
６月下旬 夏季芽接 ２００ ２８ １４．０

３．２　不同嫁接方法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不同嫁接方法的嫁接成活率差异

显著。韧式皮接的嫁接成活率最高，达８３５％，子
苗嫁接次之，为７９０％，夏季芽接的成活率最低，仅
为２２％。韧式皮接与子苗嫁接之间差异不显著，与
贴芽接、夏季芽接差异极显著；子苗嫁接与贴芽接、

夏季芽接之间差异极显著；贴芽接与夏季芽接之间

差异不显著。根据成活率由高到低，嫁接方法的排

序为韧式皮接 ＞子苗嫁接＞贴芽接＞夏季芽接。

表２ 不同嫁接方法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嫁接方法 嫁接时间 成活率（％） 差异显著性

子苗嫁接 ３月中旬 ７９．０ ａＡ
贴芽接 ３月中旬 ２６．０ ｂＢ
韧式皮接 ３月中旬 ８３．５ ａＡ
夏季芽接 ６月中旬 ２２．０ ｂＢ

注：小写字母表示Ｐ＝０．０５水平显著性，大写字母表示Ｐ＝００１水平
显著性。

３．３　不同嫁接方法对嫁接苗生长量的影响
选择立地条件基本一致的地块，调查不同嫁接

方法条件下苗木的新梢长度、新梢粗度。从表３可
知，４种嫁接方法对苗木生长的影响差异显著。新
梢长度以韧式皮接生长量最大，平均生长量为

７６４５ｃｍ，子苗嫁接和贴芽接中等，夏季芽接新梢伸
长长度最低，仅３７８ｃｍ；新梢粗度以韧式皮接生长
量最大，平均生长量达到１１２ｃｍ，子苗嫁接和贴芽
接中等且相互之间差异不明显，夏季芽接生长量最

差；４种方法均能形成良好的愈伤组织，贴芽接和韧
式皮接愈伤组织形成较好，子苗嫁接和夏季芽接次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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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嫁接方法对嫁接苗生长量的影响

嫁接方法 嫁接时间
新梢长度
（ｃｍ）

差异
显著性

新梢粗度
（ｃｍ）

差异
显著性

愈合
情况

子苗嫁接 ３月中旬 ５５．５３ ｂＢ ０．７７ ｂＢ 良

贴芽接 ３月中旬 ５３．４５ ｂＢ ０．８１ ｂＢ 优

韧式皮接 ３月中旬 ７６．４５ ａＡ １．１２ ａＡ 优

夏季芽接 ６月中旬 ３７．８ ｃＣ ０．５９ ｃＣ 良

３．４　同一嫁接方法不同品种接穗的新梢生长量比
较

以子苗嫁接为例，比较了硕星、清香和川香３个
不同品种的嫁接苗木生长情况。由表４可以看出：
不同品种嫁接苗生长情况不同。参与试验的３个品
种中，硕星的平均新梢生长量最大，达７２６ｃｍ，硕
星的新梢长度与清香、川香差异显著，而清香与川香

之间无显著差异；新梢粗度介于０６ｃｍ～１０ｃｍ之
间，平均新梢粗度０８ｃｍ左右，且两两之间差异不
显著。

表４　同一方法不同品种嫁接苗新梢生长量比较
嫁接
品种

嫁接
时间

新梢
长度

差异
显著性

新梢
粗度

差异
显著性

硕星 ３月中旬 ７２．６ Ａａ ０．８３ ａＡ
清香 ３月中旬 ５４．８５ Ｂｂ ０．７８ ａＡ
川香 ３月中旬 ５１．９ Ｂｂ ０．７６ ａＡ

３．５　不同嫁接方法的成本比较
根据不同嫁接方法的砧木大小、定植密度、管理

情况等进行核算。砧木费主要核算种子播种后能有

效用于嫁接的成本费用；接穗费主要核算使用可利

用的穗条产生的成本；嫁接工费主要核算嫁接１株
需要的技工费用；管理费主要核算管理砧木及嫁接

苗的费用，子苗嫁接为１ａ的管理费用，其他为２ａ
的费用；地租主要核算培育单株的均摊土地租赁费

用，子苗嫁接为１ａ的费用，其他为２ａ的费用。从
表５可以看出，子苗嫁接成本费用最低，其次为贴芽
接、夏季芽接，费用最高的是韧式皮接。根据目前的

材料、人工等成本核算，嫁接１株苗木的成本一般不
超过３００元，决定嫁接育苗成效的关键在于成活率
和出圃率。以乐至县试验点目前的参考成活率计

算，子苗嫁接育苗是成活率较高、单株育苗成本较低

的嫁接方法；韧式皮接的嫁接成本高于子苗嫁接，但

成活率略高于子苗嫁接，生长量大，是值得推广的一

项嫁接方法；贴芽接、夏季芽接由于成活率较低，出

圃成本高，不适合用于川中丘陵区嫁接育苗。

表５ 不同嫁接方法的成本核算

嫁接方法
砧木费
（元）

接穗费
（元）

嫁接工费
（元）

管理费
（元）

地租
（元）

合计
（元）

参考成活率
（％）

出圃成本
（元）

子苗嫁接 ０．２０ １．００ ０．２５ ０．４０ ０．０５ １．９０ ７０．００ ２．７１
贴芽接 ０．２０ ０．５０ ０．２５ ０．８０ ０．２０ １．９５ ３０．００ ６．５０
韧式皮接 ０．２０ １．００ ０．８０ ０．８０ ０．２０ ３．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００
夏季芽接 ０．２０ ０．８０ ０．６０ ０．８０ ０．２０ ２．６０ ２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４　讨论

（１）子苗嫁接、韧式皮接是适合当地的嫁接方
法。川中丘陵区是独特的气候区，夏雨春旱。贴芽

接、夏季芽接在此地域使用率低，引入嫁接后，成效

表现较差，成活率在２０％ ～３０％之间。史俊燕等研
究表明，芽接的成活率均在８０％以上，这与本文的
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与试验地的温差、湿度等气

候条件有关［１４］。芽接方法不适合用于川中丘陵区

核桃嫁接育苗。

（２）川中丘陵区最适宜的核桃嫁接育苗时期为
３月初萌动前至萌芽展叶期，具体嫁接时间根据当
年的物候期进行适当提前或推迟。同一嫁接方法，

随着嫁接时间的推迟，嫁接成活率下降。在嫁接生

产管理中，应集中主要精力，在最适宜的时间内，高

效保质地完成嫁接工作，保证育苗的成活率。

（３）不同的嫁接方法成活后，生长量与水肥、气
候、管理、砧木、接穗等诸多因素有关［１５］。韧式皮接

的新梢长度、粗度等生长量较大，显著高于其他３种
方法。与子苗嫁接相比，韧式皮接的苗木生长量大，

出圃率高、弱苗少，是适合试验地气候相似区推广的

核桃嫁接育苗方法，该方法于２０１５年获得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公开号 ＣＮ１０４８７１８３４Ａ）［１３］。同一嫁接
方法在不同时间段嫁接的苗木生长量存在差异，春

季嫁接的生长量较大，因此，在选择合适嫁接时期的

同时，应加快嫁接进度，延长接芽的生长周期，保证

苗木有尽可能大的生长量。

（４）嫁接方法不是影响核桃嫁接成活的关键，
但本地的气候特点、嫁接时间、砧穗亲和性对嫁接成

活率有重要影响［１６］。根据生产经验，试验地适宜在

春季开展子苗嫁接和韧式皮接，同一嫁接时期嫁接

１９４期 金银春，等：４种嫁接方法对核桃育苗成效的影响 　　



时间宜早不宜晚，不同砧穗组合的苗木生长量有显

著差异。

（５）根据综合比较，在４种嫁接方法中，韧式皮
接是最适合试验地及相似气候区的嫁接方法，该方

法愈合好、成活率高、生长量大，出圃率高；子苗嫁接

是较适宜的嫁接方法，该方法速度快、周期短、成本

低，但存在生长量偏小、出圃率等缺陷；贴芽接和夏

季芽接由于与试验地气候不适宜，成活率和生长量

均表现欠佳，不适合在该区域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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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徐华金，张志毅，王莹．彩叶植物研究开发现状及展望［Ｊ］．四

川林业科技，２００７，０１：４４～４９．

［２６］　邱海军，曹明明．黄龙县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及其破碎化分析

［Ｊ］．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０６：１１０２～１１０６．

２９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７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