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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无刺朝仓椒嫁接技术，以嫁接时间、嫁接方法、砧木类型为因素，开展了日本无刺花椒止止吕美系无
刺朝仓椒的嫁接育苗试验研究，结果表明：（１）朝仓椒春季嫁接的最佳时间为２月下旬至３月中旬，最佳嫁接方法
是单芽切接法，平均成活率为８５７％，最高９４１％；（２）朝仓椒夏季最佳嫁接时间为６月底至７月上旬，最佳嫁接
方法是方块芽接法，平均５１６％，最高７７６％。（３）竹叶花椒和朝仓椒具有很强的嫁接亲和性，其中以狗屎椒为砧
木的朝仓椒嫁接苗平均成活率、平均高生长量、平均地径生长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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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ｂｕｎｇｅａｎｕｍＭａｘｉｍ．）为芸香
科花椒属小乔木，原产我国中西部，距今已有 ２６００
多年的种植历史。现全世界约有２５０种，分布于亚
洲、美洲、非洲及大洋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我国

约有４５种，１３个变种，主要品种为青花椒（又名青
川椒、野椒、崖椒、香椒子）和花椒（又名川椒、秦椒、

蜀椒、大红袍）等，大多野生于秦岭及泰山两脉的低

山丘陵、梯田边缘以及庭院周围，是经济价值高的调



料、香料、油料及药用等多用途的经济树种。它分布

广，易栽培，好管理，用途广，为广大群众所喜爱。近

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不少地区群众

栽植花椒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掀起了“兴椒致富”的

热潮，花椒便成了农民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摇钱

树”。四川是我国花椒主产区之一，所产的汉源花

椒、茂县大红袍花椒、金阳青花椒、洪雅藤椒、蓬溪青

花椒是四川花椒中的五朵金花，是全国优质花椒之

一。

由于花椒全树多皮刺，给育苗、栽植、管理和采

收带来了诸多不便，尤其采摘难度大，用工多，严重

影响了椒农的生产积极性。为解决生产中花椒刺多

的问题，２０１３年引进止止吕美系无刺朝仓椒。朝仓
椒（Ｚ．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是日本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高级品
种，主要使用生果。由于朝仓椒无刺，因此多用于栽

培果实。朝仓椒有红芽和青芽两种，用于采收果实

的主要是青芽。青芽叶厚，呈浓绿色。果串、果粒都

很大，口味芳香浓郁，因此用于果实栽培。红芽的芽

和幼果都偏红，果实也很早就变红，果串、果粒都很

小，还经常出现空串，因此产量不高。芳香也次于青

芽，市场评价较低，因此不将它用于栽培。止止吕美

系朝仓椒是大阪府箕面市止止吕美地区一带出自朝

仓椒中突然变异的优秀品种，一串中含有１００粒以
上的高产品种。这一品系除了果串大，果实大，果实

的颜色还是鲜亮的绿色，并且口味芳香浓郁。

利用狗屎椒（Ｚ．ａｒｍａｔｕｍ）、蓬溪青花椒（Ｚ．ａｒ
ｍａｔｕｍ ‘Ｐｅｎｇｘｉｑｉｎｇ’）、 藤 椒 （Ｚ． ａｒｍａｔｕｍ
‘Ｔｅｎｇｊｉａｏ’）、九叶青椒（Ｚ．ａｒｍａｔｕｍｖａｒ．ｎｏｖｅｍｆｏｌｉｕｓ）
等耐旱、高抗病的竹叶花椒作砧木，开展了止止吕美

系无刺朝仓椒嫁接育苗试验，总结出了止止吕美系

无刺朝仓椒嫁接育苗技术。该技术操作简便，工效

高，嫁接成活率平均达８５．７％ ，并且嫁接苗栽植后
２ａ～３ａ即可结果。

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选择在四川省眉山市黑龙滩镇，地处

１０４°３′１″Ｎ，３０°５′４５″Ｅ，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
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均温１６４℃，最冷
月平均气温６９℃，最热月平均气温２６９℃，极端最
高气温 ３７２℃，极端最低温 －２７℃，年均降雨量
１００９４ｍｍ，年均日照 １１９６６ｈ，无霜期３１２ｄ，空
气相对湿度年均７７％，年均风速１２ｍ·ｓ－１。土壤
为沙壤土，微酸性，海拔４９０ｍ。

２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２．１　材料来源
嫁接穗条来自大阪府箕面市止止吕美地区１０ａ

生朝仓椒树的１ａ生枝条，枝条粗０５ｃｍ～１２ｃｍ。
嫁接砧木为狗屎椒（Ｚ．ａｒｍａｔｕｍ）、蓬溪青花椒（Ｚ．ａｒ
ｍａｔｕｍ‘Ｐｅｎｇｘｉｑｉｎｇ’）、藤椒（Ｚ．ａｒｍａｔｕｍ‘Ｔｅｎｇｊｉａｏ’）、
九叶青椒（Ｚ．ａｒｍａｔｕｍｖａｒ．ｎｏｖｅｍｆｏｌｉｕｓ）等竹叶花椒，
砧木粗０６ｃｍ～２０ｃｍ。
２．２　试验设计
２．２．１　嫁接时间

设计穗条的嫁接时间为春季选择在 ２月—３
月，每５ｄ嫁接１次，夏季选择在６月—８月每１０ｄ
嫁接１次。
２．２．２　嫁接方法

春季嫁接方法为贴皮芽接、插接、劈接、单芽切

接４种；夏季嫁接方法为方块芽接、Ｔ形芽接、带木
质芽接３种。在距离地面１５ｃｍ处剪断苗干，剪除
接头６ｃｍ范围内的皮刺，根据断面周围树皮平滑程
度确定接穗点。

２．２．３　砧木的选择
分别以选择中的狗屎椒、藤椒、蓬溪青花椒、九

叶青椒等４种竹叶花椒１ａ生实生苗作砧木。
２．２．４　接穗的处理

嫁接接穗来自日本大阪府箕面市止止吕美地区

１０ａ生朝仓椒树的１ａ生枝条、生长健壮、果穗密集、
果粒大、出椒率高优良品种母树，粗度０５ｃｍ～１２
ｃｍ。

接穗经蜡封处理，可以防止水分蒸发，节省其他

保湿材料，提高嫁接效率，且嫁接成活率大大提高。

接穗剪成８ｃｍ～１０ｃｍ长、留有１～２个饱满芽、剪
口距第一个芽１ｃｍ的枝段。将石蜡１０份、蜂蜡１
份放人容器（铝锅、铁锅均可），用火加热使蜡熔化，

在蜡液中插入一温度计，控制蜡液温度为１００℃ ～
１１０℃。在竹笊篱中散开放１０～２０支接穗，迅速溶
入蜡液，瞬间取出，随即稍用力甩在固定的地方，使

接穗四处散落，以利散热。注意控制温度，过高（高

于１２０℃）容易将接穗烫伤，这时可将容器撤离热源
降温。温度过低（低于８０℃），蜡液变粘稠，蘸后蜡
膜过厚发白即浪费蜡。蜡封后可将接穗堆放在气温

１０℃以下，背阴、潮湿的室内，上面盖上塑料布蒙严
即可；贮藏期间应经常检查，谨防接穗萌芽或发霉。

９４２期 徐　惠，等：无刺朝仓椒嫁接育苗试验研究 　　



２．２．５　嫁接后管理
（１）除萌蘖
嫁接后，砧木上极易出现大量萌蘖，应及时抹

除，以防止和接穗竞争养分。若接穗没有成活，每个

接头可保留１根生长健壮的萌条，以备夏季６月用
芽接法进行补接。

（２）土肥水管理
嫁接成活后，为了促进新梢生长，春、夏季应结

合下雨或浇水，对砧木追施尿素，可使砧木和接穗愈

合良好，植株旺盛生长。秋季，要控制施氮肥，增施

磷、钾肥，防新梢生长过旺，增强其木质化程度，以利

安全越冬。

（３）解绑
当新梢长至２０ｃｍ以上时，要及时解除绑缚物，

以防接口处出现“蜂腰”，影响新梢生长和接口愈

合。解除绑缚物时，要错开接穗将其划断，不要划伤

愈伤组织。

（４）防治虫害
无刺花椒苗木主要是叶部害虫危害较大，病害

较少。主要的害虫有蚜虫、红蜘蛛、目前花椒发生较

为严重的虫害是蚜虫，生物农药 １０％的吡虫啉
１５００倍液防治，冬季采用５度石硫合剂防治，其他
虫害可用君安１５００倍液或１０％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３０００倍液防治。红蜘蛛用 １０００倍的哒螨灵喷雾，
安装太阳能杀虫灯预防。

２．３　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收集采用定时定位观测记载，每个样

方３３株处理，３次重复，计算平均值。数据分析采
用百分数比较和方差分析。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春季不同嫁接方法对成活率的影响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连续３年的春季２月底至３月中

下旬利用蓬溪青花椒作砧木嫁接朝仓椒，不同嫁接

方法朝仓椒的成活率见表１。

表１ 春季穗条嫁接成活率调查结果（％）
日期 贴皮芽接 插接 劈接 单芽切接

２．２５ ７２．６ ４８．９ ４１．２ ８２．７
３．１ ７４．５ ５４．２ ５０．２ ８８．６
３．５ ７８．０ ６８．８ ５３．０ ９１．１
３．１０ ８３．１ ７２．３ ５５．７ ９４．１
３．１５ ７３．５ ７５．１ ５５．５ ８２．５
３．２０ ６３．１ ６８．４ ４３．６ ７４．８
平均 ６９．１ ６４．６ ４９．９ ８５．７

　　从表１可以看出，春季嫁接平均成活率是单芽
切接 （８５７％）＞贴 皮 芽 接 （６９１％）＞插 接
（６４６％）＞劈接（４９９％）。其中，单芽切接嫁接成
活率效果最好，平均８５７％，最高达９４１％。
３．２　夏季不同嫁接方法对成活率的影响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连续３年的夏季６月初至８月初
利用蓬溪青花椒作砧木嫁接朝仓椒，主要进行方块

芽接、Ｔ形芽接、带木质芽接的不同嫁接方法朝仓椒
的成活率见表２。

表２ 夏季穗条嫁接成活率调查结果（％）

日期 方块芽接 Ｔ形芽接 木质部芽接

６．１ ３４．３ １１．２ ８．６
６．１０ ５５．４ ３１．２ １５．６
６．２０ ７６．２ ５３．６ ２１．１
７．１０ ７７．６ ５４．１ ２６．７
７．２０ ３３．８ ２０．９ ２１．６
８．１ ３４．３ １３．７ １１．３
平均 ５１．９ ３０．８ １７．５

从表２可以看出，夏季嫁接成活率是方块芽接
（５１９％）＞Ｔ形芽接（３０８％）＞带木质部芽接
（１７５％）。其中，方块芽接成活率较好，平均
５１９％，最高达７７６％，并且嫁接时间为６月底至７
月上旬成活率较高，但是由于夏季花椒皮刺较多，芽

接操作不方便，且当年生长不充实，苗木长势较弱，

容易导致冬季抽条，第２年生长也较差，所以生产上
不适宜采用。

３．３　竹叶花椒不同品种砧木与无刺朝仓椒的亲和
力比较

为了开展竹叶花椒不同品种和朝仓椒的亲和力

试验，采用带木质芽接的方法进行嫁接试验，其中：

嫁接砧木为狗屎椒的朝仓椒平均成活率为９２６％，
嫁接砧木为藤椒的朝仓椒平均成活率为８３０％，嫁
接砧木为蓬溪青花椒的朝仓椒平均成活率为

８２８％，嫁接砧木为九叶青椒的朝仓椒平均成活率
为８２６％。朝仓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连续３年的平均
嫁接成活率和方差分析见表３。

表３ 朝仓椒嫁接成活率统计表（％）

重复
砧木

狗屎椒 蓬溪青花椒 九叶青椒 藤椒
∑ 珔Ｘ

Ⅰ ９２．９ ８１．３ ７９．９ ８２．５ ３３６．６ ８４．２
Ⅱ ９１．７ ８３．４ ８５．３ ８５．１ ３４５．５ ８６．４
Ⅲ ９３．３ ８３．８ ８２．７ ８１．４ ３４１．２ ８５．３
∑ ２７７．９ ２４８．５ ２４７．９ ２４９．０ １０２３．３ ２５５．８
珔Ｘ ９２．６ ８２．８ ８２．６ ８３．０

变差来源 自由度 离差平方和 均方 均方比 Ｆｘ
处理间 ３ ２１６．７８ ７２．２６ ２５．６６ Ｆ０．０１＝９．７８
重复间 ２ ９．９０ ４．９５ １．７６ Ｆ０．０５＝４．７６
剩余 ６ １６．９ ２．８２ Ｆ０．０１＝１０．９２
总数 １１ ２４３．５８ Ｆ０．０５＝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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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３可以看出竹叶花椒品种之间间差异极显
著，说明竹叶花椒的砧木和朝仓椒具有很强的嫁接

亲和性以及平均成活率之间有极显著的影响。

成活率之间作 ｑ检验：Ｄ０．０５（３６） ＝４．２１，
Ｄ０．０１（３．６）＝６１４（见表４）。

表４　朝仓椒嫁接成活率之间的差异性比较表

处理
砧木

狗屎椒 藤椒 蓬溪青花椒 九叶青椒

珔Ｘ ９２．６ ８３．０ ８２．８ ８２．６
珔Ｘ－ＣＫ １０．０ ０．４ ０．２
珔Ｘ－甲 ９．６ ０．２
珔Ｘ－乙 ９．４

从表４可以看出，嫁接砧木为狗屎椒的朝仓椒
平均成活率显著高于藤椒、蓬溪青花椒和九叶青椒，

然而嫁接砧木为藤椒、蓬溪青花椒和九叶青椒的朝

仓椒平均成活率差异不显著。

３．４　竹叶花椒不同品种砧木与无刺朝仓椒的嫁接
苗年高生长比较

嫁接砧木为狗屎椒的朝仓椒１ａ生平均高生长
量为８４２ｃｍ，嫁接砧木为藤椒的朝仓椒１ａ生平均
高生长量为６９２ｃｍ，嫁接砧木为蓬溪青花椒的朝
仓椒１ａ生平均高生长量７１４ｃｍ，嫁接砧木为九叶
青椒的朝仓椒１ａ生平均高生长量７０３ｃｍ。朝仓椒
连续３ａ的平均嫁接苗年高生长量和方差分析见表
５。

表５　朝仓椒嫁接苗１ａ生高生长量统计表（ｃｍ）

重复
砧木

狗屎椒 蓬溪青花椒 九叶青椒 藤椒
∑

Ⅰ ８７．３ ７３．２ ７２．３ ６８．７ ３０１．５
Ⅱ ８３．８ ６９．８ ６８．１ ７１．２ ２９２．９
Ⅲ ８１．４ ７１．３ ７０．６ ６７．７ ２９１．０
∑ ２５２．５ ２１４．３ ２１１．０ ２０７．６ ８８５．４

８４．２ ７１．４ ７０．３ ６９．２
变差来源 自由度 离差平方和 均方 均方比 Ｆｘ
处理间 ３ ４３８．７４ １４６．２５ ３７．８４Ｆ０．０１＝９．７８
重复间 ２ １５．６５ ７．８３ ２．０２ Ｆ０．０５＝４．７６
剩余 ６ ２３．１９ ３．８６ Ｆ０．０１＝１０．９２
总数 １１ ４７７．５８ Ｆ０．０５＝５．１４

从表５可以看出各处理差异极显著，说明嫁接
砧木为竹叶花椒的朝仓椒平均高生长量之间有极显

著的影响。苗高生长量之间作 ｑ检验：Ｄ１＝４９５，
Ｄ２＝７２２（见表６）。

从表６可以看出，嫁接砧木为狗屎椒的朝仓椒
平均高生长量极显著高于藤椒、蓬溪青花椒和九叶

青椒，然而嫁接砧木为藤椒、蓬溪青花椒和九叶青椒

的朝仓椒平均高生长量差异不显著。

表６　朝仓椒嫁接苗１ａ生高生长量之间的差异性比较表

处理
砧木

狗屎椒 蓬溪青花椒 九叶青椒 藤椒

８４．２ ７１．４ ７０．３ ６９．２
珔Ｘ－ＣＫ １５．０ ２．２ １．１
珔Ｘ－甲 １２．８ １．１
珔Ｘ－乙 １１．７

３．５　竹叶花椒不同品种砧木与无刺朝仓椒的嫁接
苗地径生长比较

嫁接砧木为狗屎椒的朝仓椒１ａ生平均地径生
长量为１１４ｃｍ，嫁接砧木为藤椒的朝仓椒１ａ生平
均地径生长量为０８０ｃｍ，嫁接砧木为蓬溪青花椒
的朝仓椒１ａ生平均地径生长量０８３ｃｍ，嫁接砧木
为九叶青椒的朝仓椒 １ａ生平均地径生长量 ０８１
ｃｍ。朝仓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连续３ａ的平均嫁接苗平
均年地径生长量和方差分析见表７。

表７ 朝仓椒嫁接苗１ａ生地径生长量统计表

处理
砧木

狗屎椒 蓬溪青花椒 九叶青椒 藤椒
∑

Ⅰ １．１２ ０．８１ ０．８８ ０．７６ ３．５７
Ⅱ ０．９８ ０．８３ ０．７９ ０．８２ ３．４２
Ⅲ １．３３ ０．８６ ０．７７ ０．８１ ３．７７
∑ ３．４３ ２．５０ ２．４４ ２．３９ １０．７６

１．１４ ０．８３ ０．８１ ０．８０
变差来源 自由度 离差平方和 均方 均方比 Ｆｘ
处理间 ３ ０．２５ ０．０８ ８．６３ Ｆ０．０５＝４．７６
重复间 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８１ Ｆ０．０１＝９．７６
剩余 ６ ０．０６ ０．０１ Ｆ０．０５＝５．１４
总数 １１ ０．３２ Ｆ０．０１＝１０．９２

从表７可以看出各处理之间差异显著。说明嫁
接砧木为竹叶花椒的朝仓椒平均地径生长量之间有

显著的影响。地径生长量之间比较作 ｑ检验：Ｄ１＝
０２５，Ｄ２＝０３７（见表８）。

表８　朝仓椒嫁接苗１ａ生地径生长量之间的差异性比
较表

处理
砧木

狗屎椒 蓬溪青花椒 九叶青椒 藤椒

１．１４ ０．８３ ０．８１ ０．８０
珔Ｘ－ＣＫ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０１
珔Ｘ－甲 ０．３１ ０．０２
珔Ｘ－乙 ０．２９

从表８可以看出，嫁接砧木为狗屎椒的朝仓椒
平均地径生长量显著高于藤椒、蓬溪青花椒和九叶

青椒，然而嫁接砧木为藤椒、蓬溪青花椒和九叶青椒

的朝仓椒平均地径生长量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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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讨论

朝仓椒春季和夏季均能嫁接。春季嫁接的最佳

时间为２月下旬至３月中旬，嫁接的最佳方法是单
芽切接法。单芽切接法嫁接成活率效果最好，平均

成活率为８５７％，最高９４１％。主要是试验地的气
温回升较快，２月底气温稳定在１０℃以上，树液开
始流动，适合花椒嫁接。嫁接过早，气温较低，砧木

不易离皮，并且砧穗生理活动微弱，愈伤组织产生

慢，嫁接成活率低；嫁接过晚，砧木展叶和新梢生长

时树体营养消耗多，嫁接成活后新梢生长量小，并且

因气温高，接穗容易萌发，贮藏困难。

朝仓椒夏季嫁接的最佳时间为６月底至７月上
旬，嫁接的最佳方法是方块芽接法。夏季嫁接成活

率是方块芽接（５１９％）＞Ｔ形芽接（３０８％）＞带
木质部芽接（１７５％）。其中，方块芽接成活率较
好，平均５１９％，最高达７７６％，但是由于夏季花椒
皮刺较多，芽接操作不方便，且当年生长不充实，苗

木长势较弱，容易导致冬季抽条，第 ２年生长也较
差，所以生产上不适宜采用。

竹叶花椒和朝仓椒具有很强的嫁接亲和性。竹

叶花椒和朝仓椒嫁接的平均成活率在 ８２６％ ～
９２６％之间，１ａ生高生长量平均在６９２ｃｍ～８４２
ｃｍ之间，１ａ生地径生长量平均在０８０ｃｍ～１１４
ｃｍ之间，嫁接砧木为狗屎椒的朝仓椒平均成活率显
著高于藤椒、蓬溪青花椒和九叶青椒，然而嫁接砧木

为藤椒、蓬溪青花椒和九叶青椒的朝仓椒平均成活

率差异不显著。加上狗屎椒的抗病虫害、抗水湿能

力特别强，长势旺盛，因此，在生产中可以推广狗屎

椒作砧木嫁接无刺朝仓椒，下一步将开展评价狗屎

椒砧木对朝仓椒的商品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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