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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核桃嫁接成活率直接影响核桃品改的成败，本文根据对剑阁县已运用４种核桃嫁接方法的成效进行调查
分析，探索出如何合理运用不同核桃嫁接方法，以更好地指导川北地区核桃品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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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已成为川北地区林业产业发展助推脱贫攻
坚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规模迅猛，但存在引进品种

适应性差、病虫害严重、品质退化、产量不高、新栽实

生苗数量大等问题。如何利用好各种嫁接方法、延

长嫁接时间、提高嫁接成活率，确保核桃能见效、早

见效，已成为核桃产业发展工作的重点及提质增效

的关键。近年来，国内对核桃嫁接技术开展了大量

研究工作［１－７］。剑阁地形以中山、低山和丘陵构成，

是山区与平原过渡地区，具有川北地区典型地形。

目前剑阁县核桃规模达１３４万 ｈｍ２，已于２０１５年
开始展开品改嫁接工作并完成嫁接０３３万 ｈｍ２，还

需品改嫁接１０２万 ｈｍ２。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对该县
核桃品改中运用的几种主要嫁接方法进行了实地跟

踪记录、统计分析，总结出各嫁接方法比较优势，为

川北山地核桃嫁接方法综合运用提供借鉴。

１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剑阁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山区，地理坐标东经

１０５°０９′～４９′、北纬位 ３１°３１′～３２°２１′。东邻苍溪
县、元坝区、西接江油市、梓潼县，北靠青川县、利州



区，南连南部县、阆中市。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由中山、低山和丘陵构成。属低山深丘地貌，以低山

为主。最高海拔 １３１８１ｍ，最低海拔３８８ｍ，相对
高差９３０１ｍ。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光照充足，春
暖、夏热、秋凉、冬寒、四季分明，属亚热带大陆性季

风气候。年均气温１４９℃，北部山区年平均气温
１４７℃，南部年平均气温 １６１℃，最高气温 ３６７
℃，最低气温 －７８℃，０℃ 以上年均积温
４５７９４℃，无霜期２７０ｄ，年均日照时数１３５７９ｈ，
年均降雨量 １０８６６ｍｍ，但时空分布不均，夏季占
全年降雨量的５０％以上。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试验设置

２０１６年春季和２０１７年春季，在剑阁县南、中、
北３个地貌区，对长岭乡、高观乡、普安镇、江口镇、
汉阳镇、公兴镇等６个乡镇的成片核桃林内设置切
接、插接、腹接和芽接处理样地各１个（详见表１）。
嫁接核桃品种为“硕星”。

表１ 核桃嫁接调查记录统计表

地点 嫁接方法 经纬度 海拔（ｍ）
长岭乡 切接 Ｅ１０５．５４８°Ｎ３１．６０９° ４０７

插接 Ｅ１０５．５４５°Ｎ３１．６１１° ４１３
腹接 Ｅ１０５．５４３°Ｅ３１．６１３° ４０５
芽接 Ｅ１０５．５４８°Ｅ３１．６１１° ４０４

高观乡 切接 Ｅ１０５．５９９°Ｅ３２．１３１° ７９６
插接 Ｅ１０５．６００°Ｅ３２．１３１° ８３２
腹接 Ｅ１０５．６０３°Ｅ３２．１３０° ７８０
芽接 Ｅ１０５．６０２°Ｅ３２．１３１° ７９０

普安镇 切接 Ｅ１０５．４６６°Ｅ３２．０４４° ４４３
插接 Ｅ１０５．４６５°Ｅ３２．０４６° ４４１
腹接 Ｅ１０５．４６４°Ｅ３２．０４９° ４３８
芽接 Ｅ１０５．４６５°Ｅ３２．０４７° ４３４

江口镇 切接 Ｅ１０５．３８０°Ｅ３２．１８３° ５７２
插接 Ｅ１０５．３８１°Ｅ３２．２０４° ６０３
腹接 Ｅ１０５．３７７°Ｅ３２．２０１° ６０７
芽接 Ｅ１０５．３８４°Ｅ３２．２０４° ５９０

汉阳镇 切接 Ｅ１０５．２８８°Ｅ３２．９１６° ７３６
插接 Ｅ１０５．２９０°Ｅ３２．９０７° ７２１
腹接 Ｅ１０５．２８９°Ｅ３２．８８８° ７１９
芽接 Ｅ１０５．２９１°Ｅ３２．８８１° ７３１

公兴镇 切接 Ｅ１０５．３６２°Ｅ３１．４２２° ４４６
插接 Ｅ１０５．３６３°Ｅ３１．４２１° ４４３
腹接 Ｅ１０５．３６１°Ｅ３１．４２３° ４３９
芽接 Ｅ１０５．３６２°Ｅ３１．４１１° ４４２

１．２．２　嫁接方法
（１）切接
选择砧木与接穗粗度基本一致，剪断砧木从横

断面的一侧在皮层内略带木质部垂直下劈，使切口

长度与接穗长削面长度一致，取下木质部，保留皮

层，选择与砧木粗度一致的接穗，选择 １个饱满穗
芽，剪成５ｃｍ～６ｃｍ的小段，并在接穗一侧削一长
斜面，长３ｃｍ～４ｃｍ，再在另一侧削一长１５ｃｍ～２
ｃｍ的小斜面，将大斜面朝里插入砧木劈口，对准形
成层，然后用塑料条松紧适度包严扎实，穗条露芽封

头，并砧木嫁接一侧下方进行横切一刀断水，在穗芽

下方一侧的砧木纵切一条约０１ｃｍ宽的放水漕。
嫁接后及时抹芽、摘心、绑缚防风枝。

（２）插接
在砧木明显大于接穗时采用。在砧木上选择光

滑处锯平断面，并把断面处理光滑，并在断面侧面选

择１～３个嫁接点，用嫁接刀在嫁接处把粗皮削去，
将接穗削成“马耳形”斜面，并在接穗削面末端将皮

层与木质部稍拨开，将接穗的刀削面朝向砧木的木

质部，接穗木质部从砧木皮层与木质间插入，接穗皮

层在砧木皮层外。用塑料带在砧木的上端用力多缠

几圈固定好接穗，并把砧木切面封严，接穗封顶露

芽，在砧木下方“螺旋交错式”斜锯２～３个深达木
质部的锯口进行放水。嫁接后及时抹芽、摘心、绑缚

防风折。

（３）腹接
嫁接时在砧木适当部位，以 ２０°～３０°的倾斜

角，斜切入砧木，深达砧木直径的１／３～１／２；然后将
接穗枝条下端两侧各削成长１ｃｍ～２ｃｍ的斜削面，
保留１～２对芽，横截断离成接穗，随即将断离的削
好接穗插入砧木切口内，对齐砧木一侧的形成层，用

塑料薄膜带绑扎整个的结合部。

（４）芽接
ａ．砧木处理：在嫁接部位上端留 ２～３片叶去

顶，同时把所留叶片的腋芽去掉。

ｂ．穗芽切取：穗芽选好后，先削去叶柄（叶痕），
深度以不伤穗芽皮层为宜，用专用嫁接刀沿穗芽上

下各横切一刀，深达木质部，再沿“导膜”两边各纵

切一刀，纵切要超过横切线，以利于取穗芽，切好后

撬开穗芽皮层一角，再按回原处。

ｃ．嫁接绑扎：用同样方法，在砧木嫁接部位上削
取同穗芽大小的嫁接切口，并在切口右下角开宽约

０３ｃｍ、长约３ｃｍ的放水口，再将穗芽迅速取下并
嵌入砧木切口内，用包扎材料由上而下露芽绑扎。

１．２．３　数据收集和处理
每个样地各抽查核桃１００株，记录嫁接时间、地

理位置、嫁接成活株数量、成活芽数量。对４种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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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植株成活率和芽成活率以最小显著差数

（ｌｅａｓ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ＳＤ）进行多重比较，并
与海拔和纬度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所有数据处
理均通过ＳＰＳＳ２２．０和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完成，且界定Ｐ＜
００５为显著水平。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嫁接方法对植株成活率的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不同嫁接方法对核桃成活率的

影响不同（见表２）。芽接、插接和切接的植株成活
率较高，分别为 ９２８３％ ±１７２％、８９３３％ ±
３８８％、９２６７％±３３３％。而腹接的植株成活率最
低，为７５００％ ±３９０％，与芽接、插接和切接的植
株成活率存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５）。４种嫁接方式
的芽成活率存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表现为芽接
（８２４３％±１７７％）＞插接（７２２４％ ±２２０％）＞
切接 （６３５２％ ±１７２％）＞腹 接 （４７０１％ ±
１５５％）。对植株成活率与芽成活率进行回归分析
的结果表明，两者存在显著的指数相关关系（见图

１），植株成活率可解释芽成活率差异的６８０２％。

表２ 嫁接方式对核桃成活率的影响

嫁接
方法

样地数
嫁接
株数

嫁接
芽数

植株成活率
（％）

芽成活率
（％）

芽接 ６ ６００ １８２３ ９２．８３±１．７２ａ ８２．４３±１．７７ａ
插接 ６ ６００ １５７８ ８９．３３±３．８８ａ ７２．２４±２．２０ｂ
切接 ６ ６００ ２７６６ ９２．６７±３．３３ａ ６３．５２±１．７２ｃ
腹接 ６ ６００ １５０６ ７５．００±３．９０ｂ ４７．０１±１．５５ｄ
注：表中同列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图１　植株成活率与芽成活率的关系

２．２　不同海拔对核桃嫁接的影响
本次调查样地平均海拔为５６８ｍ，其中最低海

拔为长岭乡桥楼六组４０４ｍ，最高海拔为高观乡黄

坪五组 ８３２ｍ。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３），４种嫁接方法植株成活率和芽成活率与海拔相
关性不显著（Ｐ＜００５）。该结果表明，在剑阁县，海
拔差异并未对核桃嫁接成活率产生明显影响。

表３ 海拔对核桃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嫁接方式
植株成活率 芽成活率

相关系数 显著性 相关系数 显著性

芽接 ０．６７ ０．１４ ０．４３ ０．３９
切接 －０．２１ ０．６９ －０．４２ ０．４１
腹接 ０．７４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９７
插接 ０．４２ ０．４１ ０．２４ ０．６５

２．３　不同纬度对核桃嫁接的影响
本次调查样地纬度范围为３１４１１°～３２９１６°，

其中最北端为汉阳镇中心四组，最南端为公兴镇新

生八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４），４种
嫁接方法植株成活率和芽成活率与维度相关性不显

著（Ｐ＜００５）。该结果表明，在剑阁县，纬度差异并
未对核桃嫁接成活率产生明显影响。

表４ 纬度对核桃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嫁接方式
植株成活率 芽成活率

相关系数 显著性 相关系数 显著性

芽接 ０．６２ ０．１９ ０．７０ ０．１２
切接 －０．８０ ０．０６ －０．７２ ０．１０
腹接 ０．５５ ０．２６ ０．１８ ０．７３
插接 ０．４０ ０．４３ ０．５４ ０．２７

４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中，芽接法的芽成活率均明显高于插皮

接法、切接法和腹接法，在川北地区表现出较好的应

用价值。核桃芽接法具有嫁接时间短，嫁接方法简

便等特点［８］。芽接法不伤害砧木的木质部，砧木与

接穗的形成层接触面积大，吸收的营养物质较多，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嫁接存活率［９］。过去的研究结

果表明，芽接法成活率在不同地区成活率存在差异。

如金银春等在川中丘陵区的研究中发现芽接的成活

率在２０％～３０％之间，而许加银等［２］、史俊燕等［１０］

的研究中，芽接的成活率均在８０％以上。芽接存活
率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砧木和接穗质量、伤流处

理、温度和湿度条件、嫁接时间和后期管理有直接关

系［１１－１２］。芽接法嫁接时间在夏初，由于川北地区夏

季降雨集中，有效嫁接时间较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核桃芽接法的使用。可以在夏季利用芽接对春季

（下转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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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ｅｎｅｒ指数Ｈ均随干扰强度的增加而降低，同时林
下植被的减少为乔木层树种提供大量的生存空间与

土壤养分，故其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 Ｈ在中度干扰
下反而上升。在人工林中，乔木层群落结构简单、物

种单一，因此林下植被在维持群落物种多样性和群

落稳定、发挥森林生态功能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各

植物层中灌木层物种最丰富，多样性指数最高，草本

层次之，且各指数均在轻度干扰下为最大值，说明轻

度干扰的马尾松人工林物种多样性更高，群落更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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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活的枝接进行补接。通过综合安排不同季节的

嫁接方法，能有效提高全年嫁接成活率，延长全年有

效嫁接时间。

与王汝珂［１３］的研究结果相似，本次试验发现，

剑阁县海拔及纬度差异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不明

显，而植株成活率可解释芽成活率差异的６８０２％。
因此，通过伤流处理和后期管理，降低砧木死亡率是

提高核桃嫁接成活率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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