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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筛选适宜四川川中丘陵地区核桃嫁接砧木品种，以９个种的１０个类型核桃砧木资源为材料，进行了不
同核桃砧木在川中丘陵区的品种特性及嫁接亲和性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砧木出苗时间相近，出苗率铁核桃最高，

枫杨最低；不同核桃砧木月生长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顶小叶叶形指数（长／宽）枫杨最大，古蔺拇指核桃、卡兹核桃
最小；以硕星为接穗时东部黑核桃嫁接亲和性最高，铁核桃次之，以娘青为接穗时，铁核桃嫁接亲和性最高，东部黑

核桃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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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是胡桃科胡桃属落叶乔
木，又称胡桃、羌桃，是世界四大干果之一，是集经济

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于一体的传统经济林树

种。

一直以来，核桃品种选育是核桃研究的热点，自

１９９０年以来，我国已选育出近百个核桃新品种［１］。

核桃良种繁育主要依靠嫁接，有研究发现同样的核

桃穗条接到不同的砧木上，其表现各不相同［２～５］，适

宜的砧木对核桃良种繁育、核桃产业的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影响，但目前国内针对核桃砧木选择的研究



却少见报道。因此，本研究以种植在四川典型川中

丘陵区—四川乐至县的不同砧木品种为研究对象，

初步探究其品种特性及嫁接亲和性，旨在为筛选适

宜四川核桃良种繁育的砧木提供数据支撑。

１　试验地概况

乐至县地处沱江和涪江的分水岭上，属四川盆

地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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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高，东南

低，中部突起。最高点海拔 ５９６３ｍ，最低点海拔
２９７０ｍ。地处中纬度季风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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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气温１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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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材料
供试材料包括来源于河南、山西、四川３省的多

个地区的１０份核桃砧木资源（表１）。

表１ 砧木品种及来源

序号 品种类型 拉丁种名 来源地

１ 德州黑核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河南灵宝市

２ 东部黑核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ｎｉｇｒａ 河南灵宝市

３ 北加州黑核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ｈｉｎｄｓｉｉ 河南灵宝市

４ 秦岭野核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 陕西宁强县

５ 化香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陕西宁强县

６ 枫杨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四川仁寿县

７ 卡兹核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 四川黑水县

８ 古蔺拇指核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 四川古蔺县

９ 核桃楸 Ｊｕｇｌａｎｓ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四川黑水县

１０ 铁核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ｓｉｇｉｌｌａｔａ 四川冕宁县

２．２　方法
于２０１６年１月７日将获取的试验材料种子播

种，当年３月开始采用样方法开始对其出苗时间
（３０％出苗）、出苗率进行观测，当年５月开始对其
根长、苗高、根茎粗、地径、复叶长月生长量及包括小

叶数、顶小叶长／宽值、叶缘、叶形、落叶时间等在品
种特性进行观测，以娘青、硕星核桃为接穗［６］，采用

子苗嫁接，选取３个样方，观测砧木嫁接对亲和性的
影响［７］。

２．３　数据分析
使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制做折线图比较分析不同砧木

品种生长规律。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砧木种子出苗率比较分析
由表２可知，１０份砧木的出苗时间相近。其

中，卡兹核桃、古蔺拇指核桃出苗时间最早，德州黑

核桃出苗时间最晚，平均出苗时间为６１９ｄ，枫杨出
苗率最低，仅为 ３４７％，铁核桃出苗率最高，为
８４３％。

表２ 不同砧木播种出苗率

序号 品种 出苗时间
出苗天数
（ｄ）

种子
（粒）

出苗数
（株）

出苗率
（％）

１ 德州黑核桃 ２０１６／３／１５ ６８ ７０ ３４ ４８．６
２ 东部黑核桃 ２０１６／３／１３ ６６ ８０ ６１ ７６．３
３ 北加州黑核桃 ２０１６／３／１２ ６５ ４８ ３３ ６８．８
４ 秦岭野核桃 ２０１６／３／６ ５９ ６５ ２８ ４３．１
５ 化香 ２０１６／３／８ ６１ ６００ ３９４ ６５．７
６ 枫杨 ２０１６／３／８ ６１ ３００ １０４ ３４．７
７ 卡兹核桃 ２０１６／３／５ ５８ １０５ ８３ ７９．０
８ 古蔺拇指核桃 ２０１６／３／５ ５８ ８４ ６４ ７６．２
９ 核桃楸 ２０１６／３／７ ６０ ８５ ７０ ８２．４
１０ 铁核桃 ２０１６／３／１０ ６３ １０５ ８９ ８４．８

３．２　不同砧木月生长量分析
测定砧木的地径、苗高、根长、根茎粗、复叶长等

指标，月生长量变化情况如图１所示。其中，化香因
６月川中丘陵区高温、高湿环境而死亡。

由图１Ａ可知，参试砧木中，秦岭野核桃地上部
分生长最慢，北加州黑核桃长势最快。出苗初始阶

段（即５月之前），各品种砧木苗高相近，５月～７月
地上部分进入快速增长期，７月～９月生长减缓，１０月
除枫杨以外所有砧木均接近停止生长，这可能与砧木

９月 ～１０月开始落叶，光合作用减弱有关。其中枫
杨地上部分生长最快，东部黑核桃、铁核桃次之。

由图１Ｂ可知，５月～７月为砧木地径快速增大
时期，７月～９月，砧木地径增大减缓，说明高温高
湿环境对砧木粗度增长有不利影响。９月～１０月砧
木地径增大加快，这可能与秋季温度降低，适宜植物

生长的有关。１０月～１１月，除枫杨外的其他砧木地
径基本停止增大，这可能与１０月其他砧木品种开始
落叶，准备进入休眠有关。其中枫杨地径生长最快，

东部黑核桃、铁核桃次之。

由图１Ｃ可知，所有砧木品种根长变化趋势基
本一致，５月～７月为根长快速增长期，７月 ～９月

８２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根长生长势变缓，说明７月 ～９月高温高湿的环境
对根长的生长有影响，１０月以后砧木根长的增长缓
慢，但并未停止生长，说明１０月后落叶砧木虽然进
入休眠期，但其根系仍处于活动状态。

图１Ｄ可知，参试砧木品种根茎粗度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５月～７月，根茎粗度快速增长，是根茎
的快速增长期，７月～９月增长速度减缓，这可能与
７月～９月高温高湿的气候有关。９月～１１月，根茎
再次进入快速增长期。其中德州黑核桃出苗后根茎

最小，但根茎增大速度最快。

由图１Ｅ可知，所有砧木的复叶长度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５月 ～７月为复叶长度快速增长期。１０
月德州黑核桃与北加州黑核桃已经落叶，其他品种

（除枫杨外）１０月叶片开始变黄，部分植株开始落
叶。１１月开始，除枫杨外的其他品种叶片均已完全
凋落。

３．３　植物观测特性分析
不同砧木植物特性观测如表２所示，枫杨叶形

指数最大，须根数量最少，小叶数目最多，且枫杨在

秋季不落叶。

３．４　嫁接亲和性分析
以硕星为接穗，不同砧木亲和性如表 ３所示。

由表３可知，在相同管理条件下，东部黑核桃作砧木
嫁接成活率最高，亲和性最好，铁核桃次之，秦岭野

核桃最低。

以娘青为穗条材料时，不同砧木子苗嫁接成

图１　不同砧木品种月生长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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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砧木植物特性观测

品种 小叶数 叶形指数 叶尖 叶形 叶缘 平均须根数 落叶时间

古蔺拇指核桃 ９－１１ ２ 渐尖 椭圆 钝齿 ５０ １０月下旬
东部黑核桃 １７－１９ ２．３ 锐尖 椭圆 锯齿 ４０ １０月下旬
卡兹核桃 ９－１１ ２ 渐尖 卵圆 钝齿 ５５ １０月下旬
德州黑核桃 １５－１７ ２．７ 渐尖 披针 锯齿 ４１ ９月下旬
北加州黑核桃 １７－１９ ２．８ 锐尖 长椭圆 锯齿 ４３ ９月下旬
秦岭野核桃 １１－１３ ２．１ 突尖 长椭圆 锯齿 ３１ １０月下旬
枫杨 １３－２５ ４．４ 渐尖 椭圆 锯齿 ２２ 不落叶

铁核桃 １１－１３ ２．１ 渐尖 卵圆 钝齿 ５１ １０月下旬
核桃楸 １３－１５ ２．２ 突尖 长椭圆 锯齿 ４９ １０月下旬

率如表４所示。由表可知，在相同管理水平下，铁核
桃嫁接成活率最高，东部黑核桃次之，枫杨最低，只

有３０％。

表３ 硕星为接穗时砧木嫁接成活率统计表

砧木品种 嫁接时间
成活率１
（％）

成活率２
（％）

成活率３
（％）

平均成活率
（％）

德州黑核桃 ３月３～４日 ５６．９ ４９．３ ５６．５ ５４．２
东部黑核桃 ３月３～４日 ７４．３ ７１．６ ７８．２ ７４．７
北加州黑核桃 ３月３～４日 ６３．２ ６５．４ ５９．３ ６２．６
秦岭野核桃 ３月３～４日 ２４．５ ２２．６ １９．０ ２２．０
枫杨 ３月３～４日 ３９．７ ３６．１ ２６．８ ３４．２

卡兹核桃 ３月３～４日 ５６．２ ２６．５ ４７．２ ４３．３
古蔺拇指核桃 ３月３～４日 ５４．３ ４６．３ ５０．４ ５０
核桃楸 ３月３～４日 ３４．１ ４０．１ ３６．１ ３６．８
铁核桃 ３月３～４日 ７６．１ ７３．６ ７０．３ ７３．３

表４ 娘青为接穗时砧木嫁接成活率统计表

砧木品种 嫁接时间
成活率１
（％）

成活率２
（％）

成活率３
（％）

平均成活率
（％）

德州黑核桃 ３月３～４日 ４９．３ ３８．６ ４５．７ ４４．５
东部黑核桃 ３月３～４日 ６９．３ ７０．１ ６５．２ ６８．２
北加州黑核桃 ３月３～４日 ４３．２ ４６．７ ４０．３ ４３．４
秦岭野核桃 ３月３～４日 ３１．６ ３４．７ ３２．４ ３２．９
枫杨 ３月３～４日 ２８．３ ３０．２ ３１．６ ３０．０

卡兹核桃 ３月３～４日 ５３．７ ５０．１ ５４．２ ５３．７
古蔺拇指核桃 ３月３～４日 ５５．３ ５２．７ ５３．６ ５３．９
核桃楸 ３月３～４日 ３３．７ ３６．２ ３４．７ ３４．９
铁核桃 ３月３～４日 ６６．１ ６９．３ ７１．５ ７０．０

４　讨论

（１）不同砧木种子的出苗率差异较大，这与种
子质量、种胚大小、种壳厚度、土壤湿度、播种深度等

因子均有关系。本实验采用相同的处理方法进行播

种，获得不同种子的出苗率，对大田播种育苗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２）根据砧木苗的生长情况来看，化香抗旱性
较差，不宜作为砧木材料。生长速度较快的砧木依

次为枫杨、东部黑核桃、铁核桃。同时，落叶早晚与

砧木营养生长旺盛与否由密切关系，营养生长最强

的砧木类型为枫杨，较差的为德州黑核桃、北加州黑

核桃。

（３）不同砧穗嫁接组合成活率高低不同，表现
出不同的亲和性。普通核桃（硕星）作为穗条时，东

部黑核桃做砧木嫁接成活率最高；铁核桃（娘青）作

为穗条时，铁核桃嫁接成活率最高。研究砧穗组合

早期的亲和性对提高核桃嫁接育苗成活率、工作效

率均具有重要意义。

掌握砧木品种特性对砧木的合理使用具有重要

作用。砧木出苗率是核桃良种繁育的重要环节，直

接影响核桃良种繁育成本，砧木地径、苗高生长量等

品种特性大小可反映砧木早期的生长势强［１］。结

合出苗率、地径、苗高与嫁接亲和性，本研究中铁核

桃与东部黑核桃均可作为四川川中丘陵区核桃良种

繁育的适宜砧木，这与我省核桃繁育长期使用铁核

桃做砧木的生产实践结果一致。本研究是根据出苗

率、地径、苗高与嫁接亲和性方面得出的早期结论。

然而，砧木抗性、后期亲和性对核桃嫁接苗后期长势

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还需对砧木抗性及嫁接后期

生长、结实表现等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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