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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育苗技术在苍溪县核桃产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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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苍溪县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四川 苍溪　６２８４００；２．广元市林业园林调查规划设计院，

四川 广元　６２８０００；３．苍溪县文昌中心林业工作站，四川 苍溪　６２８４００）

摘　要：核桃是苍溪县重点发展的经济林木之一。通过推广应用嫁接育苗技术，实现了优化核桃品质、促进早实高
产目的，为苍溪核桃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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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溪县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大巴山南麓，长江上
游嘉陵江中段，东接南江县、恩阳区，南邻阆中市，西

靠剑阁县，北连旺苍县，西北与昭化区接壤，面积

２３３３６１８９ｈｍ２；县域整体属于低山为主的低中山
深丘窄谷长梁地貌；苍溪县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四季分明，区内

平均气温１６９℃。全年无霜期平均为２９３ｄ，年平
均总日照数１５６０５ｈ。平均降雨量１０３０７ｍｍ左
右，气候条件与土壤结构（地带性紫色土）均适合核

桃生长，为苍溪县大力发展核桃产业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

１　核桃产业发展现状

目前，全省核桃产业发展呈现出种植面积大、产

量增长快、产业产值及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快、核桃良

种化率大幅提升等特点［１］。至２０１５年底，全省核桃
种植面积达到８２１万 ｈｍ２，占全国的１５％，居全国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第二位，比２０１０年增长１７４
倍，其中广元、凉山、巴中均超过６７万ｈｍ２，种植面
积超过 ３３３３３３ｈｍ２的县市区有６０个，苍溪县名
列其中。



苍溪县核桃栽培历史悠久。早在宋朝时期就有

在九龙山一带人工种植核桃的记录，目前九龙山上

还留存一株树龄达１５０ａ的核桃树。全县现有核桃
面积５３６２ｈｍ２，年产核桃４５００ｔ。核桃因经济价值
高、营养丰富、耐储藏等特性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喜

爱。近年来核桃市场行情不断向好，发展核桃产业

已成为苍溪山区林业综合开发的重要抓手。

由于过去栽植核桃主要采用乡土晚熟实生苗，

品质良莠不齐，挂果迟，见效慢，严重影响了核桃产

业的快速发展［１］。自 １９９２年开始，先后引进了香
玲、沙河、辽核等外地新品种，但因嫁接技术不过关，

成活率较低，制约了该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为加快

核桃良种的推广栽培和规模化发展，自 ２００４年以
来，全县先后在东溪镇、东青镇、龙山镇、三川镇、禅

林乡等乡镇开展嫁接育苗技术攻关试验，摸清了影

响核桃嫁接成活率的主要因素，摸索总结出适合全

县特点、提高嫁接成活率的关键措施，为苍溪核桃产

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技术支撑。

２　核桃嫁接育苗技术

２．１　实生苗培育
２．１．１　圃地选择

（１）选地：苗圃地要求地势平坦，背风向阳，土
质疏松，土壤深厚肥沃，灌溉方便，排水良好［２］。

（２）整地作床：选好苗圃地后，要进行深翻或深
耕，精细整地。做到上虚下实，土细地平，肥土均匀。

在整地的同时，要施足底肥，其中：农家肥 ３０００ｋｇ
·００６７ｈｍ－２～５０００ｋｇ·００６７ｈｍ－２，过磷酸钙
５０ｋｇ·００６７ｈｍ－２。整地结束后，做成长度因地形
和育苗量而异，宽１ｍ的苗床。
２．１．２　种子处理

秋播种子不需处理，可直接带青皮播种。春播

时，播种前应进行种子处理，以确保发芽，通常的方

法是冷水浸种，冷水浸种是将充实饱满的种子浸泡

７ｄ～１０ｄ，每天换一次水或用麻袋或草袋装着种子
在流动水处浸泡，使种子吸水膨胀，待有大量种子膨

胀裂口，即可播种。

２．１．３　播种
（１）播种时期：分为秋播和春播
秋播宜在土壤结冻前进行，不宜过早或过晚，否

则影响发芽力。由于秋播种子易遭受鼠害、兔害，所

以常采用春季播种育苗。春季播种宜在土壤解冻之

后，一般在４月上中旬进行。若覆膜可在３月下旬

或４月初进行。
（２）播种方法：常用点播法
在做好的苗床内按行距２０ｃｍ～３０ｃｍ，株距１５

ｃｍ点播，种子缝合线要与地面垂直，种尖向一侧摆
放，这样出苗后苗木根系舒展，苗茎直立，生长健壮。

播种深度６ｃｍ～８ｃｍ，播后覆土６ｃｍ。
（３）播种量：播种量因株行距和种子大小及质

量而异。一般干核桃每６６６７ｍ２下种１００ｋｇ～１５０
ｋｇ，大约 ９０００粒 ～１２０００粒。６６６７ｍ２ 产苗
１２００００株～１５００００株。
２．１．４　苗期管理

核桃春播后 ２０ｄ左右发芽出苗，４０ｄ左右出
齐。要培育健壮的优质苗，必须加强苗期的田间管

理工作。

（１）及时施肥、灌水：一般来说，不过于干旱，出
苗前不需灌水，以免造成地面板结，若墒情过差时，

可及时浇水，并进行浅耕松土。当苗出齐后，为了加

快生长，应及时灌水，五、六月份是苗木生长的关键

时期，视墒情浇水２次 ～３次，结合追施速效氮肥，
每次追尿素１０ｋｇ·００６７ｈｍ－２，７月 ～８月份雨量
较多，可适当追施磷钾肥。

（２）中耕除草：苗圃地杂草生长快，繁殖力强，
与幼苗争夺水分和养分，有些杂草还是病虫的媒介

和寄生场所，因此，苗圃地应及时进行中耕和除草。

２．２　适生品种选择
四川省处于普通核桃和铁核桃两个种群的过渡

区域［３］，有明显的资源优势。苍溪县以前种植的主

要品种为铁核桃，属于晚实核桃。根据研究，近年来

四川省内选育的川早２号，是优良的早实核桃，其以
云新７９２６为母本、四川乡土核桃沙河为父本杂交而
成，果实美观，单果重达１２ｇ，并且核仁充实饱满，味
香，含有丰富的粗蛋白，１ａ开花结果，２ａ投产，５ａ
丰产，且稳产性能良好。非常适于在山区、丘陵地区

发展，苍溪县选择其为主栽核桃品种。

２．３　嫁接时期选择
选择合适的嫁接时间是嫁接树苗成活率的保

障。不同的嫁接时间，对核桃苗的成活率有明显影

响，较晚进行嫁接的核桃苗往往很难成活，嫁接育苗

时期应秉承“宜早不宜晚”的原则。同时，要注意嫁

接前后的天气变化，适宜的天气条件对于嫁接成活

率非常重要，尤其是嫁接前的１ｄ～５ｄ及嫁接后的
１ｄ～３ｄ。根据苍溪县的具体气候情况，最佳嫁接
时期为３月初萌动前至萌芽展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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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栽植密度确定
花溪县大多数核桃果园属于密植建园，不当的

株距，会造成部分核桃苗营养不足或者定根锁水性

差，严重影响核桃的产量。通过多年的生产试验比

较，花溪县核桃栽植的最佳株距为 ３ｍ×３ｍ，果粮
间作适宜株行距为４ｍ×５ｍ或４ｍ×５ｍ，并在填
土时分层菜摊紧实，保证核桃苗埋根扎实，锁水充

分［４］。

２．５　重新嫁接技术
嫁接育苗结束后，要认真观察树苗的成活状况，

对嫁接失败和长势不好的树苗应重新嫁接。嫁接方

法以贴芽接为宜［５］，此方法是目前为止最为简单且

容易施行的，但在重新嫁接时要注意以下问题：要慎

重选择嫁接部位，以１ａ生的健壮枝条最佳；接穗以
丰产树上树冠外围健壮的发育枝为佳，采穗时间以

３月中旬为宜，穗采后进行挖沟沙藏，待４月下旬 ～
５月上旬进行嫁接即可，此方法速度快，成活率可达
９５％以上。接芽长至１５ｃｍ～２０ｃｍ时可解绑拆除

塑料条，并立支柱绑缚接活的嫩枝以免风折。

２．６　土壤肥料管理
嫁接苗的长势与水肥有密切关系，漏肥、锁水能

力差的土壤不利于核桃树苗的生长，应采取客土或

者客土和加施有机肥的方法进行土壤改良，以保证

树体的正常生长和结果。

３　嫁接育苗技术应用情况

实践证明，核桃嫁接育苗技术在提升核桃品质

和挂果率方面成效显著，以５ａ生核桃为例，实生苗
繁殖的核桃树平均产量不到５０ｋｇ·００６６７ｈｍ－２，
运用嫁接育苗技术的核桃园，平均产量可达１５０ｋｇ
·００６６７ｈｍ－２，增产３倍；能够促使核桃树提早挂
果，实生苗繁殖的晚实型核桃树通常需要８ａ～１０ａ
才挂果，普通早实核桃树挂果需要３ａ～４ａ年时间，
而嫁接育苗的核桃树的挂果时间缩短一半以上。各

试点乡镇实施嫁接育苗技术成效对比表（见表１）。

表１ 各试点乡镇嫁接育苗技术成效对比表

试点乡镇

实施嫁接育苗技术前 实施嫁接育苗技术后

早实核桃 晚实核桃 早实核桃 晚实核桃

始挂果年限
（ａ）

００６７ｈｍ２
产量（ｋｇ）

始挂果年限
（ａ）

００６７ｈｍ２
产量（ｋｇ）

始挂果年限
（ａ）

００６７ｈｍ２
产量（ｋｇ）

始挂果年限
（ａ）

００６７ｈｍ２
产量（ｋｇ）

东溪镇 ４ ５２ ９ ８９ ３ １０４ ５ １６２
东青镇 ４ ４５ ８ ９０ ３ ９５ ４ １５６
龙山镇 ４ ４２ １０ ９５ ３ ８６ ５ １６５
三川镇 ４ ４８ ９ ８８ ３ ９７ ５ １５６
禅林乡 ４ ５５ ９ ８５ ２ １１０ ４ １５７

　　由此可见，实现核桃的优质高产和规模化效益，
必须重视适合本地实际的嫁接育苗技术的推广应

用［６］。此外，还应加大对广大业主（农户）进行核桃

栽培管理的专业技能培训，包括从初期嫁接育苗选

种栽种，中期修剪施肥，中耕除草到果期病虫害防治

等的系列化管理，促进全县核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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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武文生 核桃嫁接技术［Ｊ］．山西林业，２００７，（０４）：３２～３４．

［６］　来端．乐昌含笑种子育苗和扦插繁殖技术研究［Ｊ］．林业科学

研究，２００６，（４）：４４１～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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