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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四川省简阳地区，核桃子苗嫁接苗可以不经过室内愈合，直接移栽田间．这是核桃子

苗嫁接技术的一次改进。不同时期嫁接试验表明，子苗嫁接的适宜时期为2月上旬，成活率

70．2％；2月上旬嫁接苗采用天膜、地膜双层膜保护比只覆天膜效果好；核桃子苗根系的形状

对嫁接成活率、苗木生长量和根系的生长发育均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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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periment of walnut seedling grafting WaS carried out in Jianyang County，Sichuan Province．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graft union could be healed in the field through coveting；and the combination of covered

arched shed and film is better than only one．The survival ratio is the highest in early February with the percentage

of 70．2％．The effect of irregular root Oll the growth of sprout and ioot is little．so walnut seedling grafting could be

used in practice Oil a larg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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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Juglans regia)子苗嫁接由美国莫尔

(Moore)于50年代提出，1978—1982年山东农学院

林学系与河南洛宁县林业局等单位引用试验成

功。⋯。梁玉堂”o认为核桃子苗具有单宁少、伤流

少、愈伤组织产生多的优点，嫁接容易成活。与其它

嫁接方法相比，子苗嫁接是一种育苗周期短、繁殖速

度快、成本低、更适于工厂化育苗的繁殖方法。其技

术要点包括砧木培育、采穗、嫁接、愈合和移栽5个

环节“，通过控温措施进行室内愈合增加了嫁接成

本，且不便操作限制了子苗嫁接技术的推广应用。

针对这·问题笔者对子苗嫁接的主要技术环节进行

了改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试验地概况

核桃子苗嫁接试验在四川省简阳市石盘镇苗

圃。地处丘陵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类型。年

平均气温170C，1月份平均气温最低17℃，7月份

平均气温最高26．3℃。4—10月总积温达4 800屯，

无霜期300 d。年均降雨量874．5 mm，5～10月份

占年降水量的86．5％。土壤为棕紫泥土壤，肥力较

高，适种性广。

2 试验方法

2．1试验设计

本试验对核桃子苗嫁接苗不进行室内愈台，直

接移栽团间；并对整个嫁接育苗过程的一些技术环

节进行试验。

2．1．1 不同时期子苗嫁接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化

试验设计．分3个时期进行。2月J二旬、3月上旬、3

月底；1个苗床为1小区(约600株)，重复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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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覆地膜与未覆地膜(均覆天膜)对比试验

试验布置在同一苗床，采用完全随机化试验设计，重

复3次。嫁接时期2月E旬。

2．1．3直根与球状根对比试验对核桃播种时缝

合线垂直于地面形成的直根苗，与播种时不摆放形

成的球状根进行嫁接对比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试验

设计，每个处理4个小区，每个小区25株。嫁接时

期2月上甸。

2．2繁殖技术及管理”“1

2．2．1砧木苗的培育用采自云南的铁核桃作种，

10月份播种。播种前进行浸种催芽，浸泡3—7 d，

有裂口时，分级播种。核桃种子一个挨一个置于整

理好的苗床上，覆土10一15 cnl，覆地膜、天膜。12

月份出莳，由于霜冻地上部分可能死掉，仍可用地下

部分进行嫁接。嫁接时将子苗取出，断根，地上部分

剪留3～4一，嫁接方法采用劈接。
2．2．2接穗采自宁强地区，随采随用。采后立即

蜡封。

2．2．3嫁接接穗留3～4个芽；削成一长一短2

个削面，长削面约2 cm，短削面约0．5 cTn。砧木顺

着子叶柄方向切开，将削好的接穗插入，砧穗形成层

对齐，J{j塑料薄膜绑紧。

2．2 4移栽作高床，高10 ClXl，宽120 cm，长度

依地形而定。栽植时不能施底肥，以免烧苗。灌透

水，在苗床上每隔25 cm开沟，将嫁接苗按10 m株
距放人沟内；覆土，将土压实；盖地膜天膜(利用竹

条搭70～100 ca高的小拱棚)，保地温、气温、空气

湿度。3月底4月初揭去天膜，4月下旬结合锄草、

灌水揭去地膜。

3结果与分析

3．1不同时期子苗嫁接试验

从表1可以看出，通过覆地膜保地温、地湿，覆

天膜保气温和空气湿度，将子苗嫁接苗直接移栽大

田．2月上旬嫁接成活率最高70．2％，3月底嫁接成

活率最低41．3％。经方差分析(表2、3)，2月上旬

嫁接成活率与3月上旬、3月底之间均有极显著差

异；3月上旬与3月底之问也有极显著差异。其主

要原冈在于2月上旬气温较低，嫁接前接穗处于休

眠状态，嫁接后在双层膜的覆盖下温湿度适宜，砧穗

烈方产生愈伤组织愈合，成活率高。3 J!{份气温回

升，核桃开始萌动展叶，接穗的生理活动旺盛，易于

萌芽消耗养分；影响接口愈伤组织的形成，从而影响

嫁接成活。3月底，核桃完全展叶期，接穗不易贮

藏，于苗出土展叶长成嫩苗；此时气温过高嫁接苗采

用遮荫网避免目光暴晒，难以保证嫁接愈合所需温

湿度；砧术和接穗都产生较少的愈伤组织，嫁接成活

率低。因而无论从气候条件考虑，还是从砧穗双方

生理状态考虑，认为四川地区子苗嫁接的时间可以

适当提前，却不能推后。

表1 不同时期子苗嫁接成活率调查

7Fablvl Investigation 0n su『vival mk by wabmt酬ling
掣an rnetht：d in diff哪nl time

址：调查结果为3个重复的平均值；调查H期：2001．5．8

表2苗木成活率方差分析

’l_ble2 The vd㈣analysis d survival fHte

吐=O．05时，F(2，6)=5．14，口=0．01时，F(2剐=

10．9，F=55，58>10．9说明各处理之间有檄显著差

异。

d=0．05时，￡o 05(6)=2．447 LSD=6．70；d=

0．Ol时，￡o 01(6)=3．707 LSD=10．15

表3多重比轻

Table 3 The瑚ultion of multiple comparison

袭4不同时期子苗嫁接苗木生长量调查

Table 4 Investigation“目rnwth of young plant by walnut

seedling$mftin$

注：表中数据为50株抽样调查的平均值

由表4可知，4月8日调查结果表明，2月上句

嫁接苗木新梢平均长度3．60 till，3月底嫁接苗木开

始萌动，生长量为零。5月8日调查结果表明，2月

上旬苗木生长量最大，新梢平均长5．76 cm；依次为

3月上旬3．90 cm，3月底2．90 cm。经多重比较，2

月J二旬嫁接新梢生长量与3月上句、3月底之间均

有极显著差异，3月上旬和3月底无差异。可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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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甸为嫁接的适宜时期，嫁接成活率高，生长周期

长生长量大。

表5苗木生长量方差分析

Table 5’nle vari∞ce mmlysls 0f the州h increment

d=0．05时，F(2，87)=3．103；d=0．01时，F(2，盯)

=4．844。F=14．35>F(2．⋯=4．844说明各处理之

间有极显差异。

d=0．05时，tn晒(87)=1．99I，LSD=1．07；d=

0．Ol时，￡o o，(87)=2．641，LSD=1．42

表6多重比较

Table 6 The resultion of multiple comparison

3．2覆地膜与未覆地膜试验

3．2．I覆地膜与未覆地膜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覆地膜嫁接成活率68．9％，未覆地膜45．6％(表

7)，对2处理的嫁接成活率进行显著性检验。假设

凰：P．=P。即覆地膜与未覆地膜对核桃嫁接成活率

无显著的影响。

表7覆地膜与未覆地膜成活率

Table7 The grafting tale of walnut seedling by covefng

mulching film and noncovenng

“l=147，P】=0．46；／1,2=167，P2=0．69，P=

O．58，u=4．12>“n晒=1．96

拒绝矾，接受H．。覆地膜与未覆地膜对核桃嫁

接成活率有显著的影响。

3，2．2覆地膜与未覆地膜对新梢生长量的影响

对各处理随机抽样调查，覆地膜几1=27，未覆地膜

m=25。测得新梢长度计算结果如表8。

表8覆地膜与未覆地膜新梢平均生长量

Fable 8 The average gmwth of the walnut nw shoot 1w cnvering

mulching film and nont：qwering

n，=27，s；=J．464 1；n2=25，s；=0．435 6，T=

3．037>f。5(50)=2．021故以显著水平Ⅱ=0．05，

拒绝月。，接受鼠。认为覆地膜与未覆地膜核桃苗高

有显著影响。

覆地膜可以显著提高土壤温度及有效积温；阻

止土壤水分蒸发，有节水保墒效果，提高苗木的水分

利用率；可以改善土壤物理性状和结构，改变了土壤

生态环境，加速物质和能量转化，促进苗木生长发

育。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覆天膜不能保证嫁接

愈合所需土壤温度、湿度，影响砧木根系活动和愈伤

组织的形成。造成嫁接成活率低、苗木生长量小。

3．3直根与球状根砧木嫁接试验

3．3．1 直根与球状根子苗对嫁接成活率、新梢生长

量的影响

表9直根与球状根对比试验成活情况调查

Table 9 Investigation of survival count

调矗甘期：2001．4 25；25株／小陋

表10直根与球状根对比试验新梢长度调查

Table 10 In、lestigsfion On the length of new shoot cm

嗣壹日期：2001．4．25

从表9、10可以看出，核桃子苗直根嫁接成活率

67％、新梢生长量4．04 Cnl，与球状根嫁接成活率

65％、新梢生长量4．02 cm之间无明显差异。

3．3．2直根与球状根对根系生长量的影响对2

种根的根系进行调查，直根16株，球状根10株。统

计每株的新生根数量、测定根系＆度，将每株的根系

长度相加得到根系总长度(表11)。进行2总体平

均数显著性检验，风：直根和球根对根系生长量无

显著影响。经r检验接受凰，认为直根和球状根对

根系生长量无显著影响。即直根新生根平均长度

14．90 cm与球状根11．30 cm之间无显著差异。直

根与球状根具有相同的生根能力，同样吸收养分、水

分供应地上部分嫁接苗生长。

表11根系生长量统计表

。rab]e 11 Statistic data 0f the length of rcw,t cm

自根
22．4 15 39 23 415 2115 818．0 9．54

壁鉴型 !：!!!：!!!：!!!!：!!!：!!!：!!!：!!：!!：!!!!：!

(每株的根系总长度)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核桃子茁主根的形状对嫁

接成活率、嫁接成活后的生长量、根系生长量均无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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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响。球状根在根颈处易折伤，进水腐烂而死亡。

如果嫁接时注意不要碰伤，球状根可以在生产上应

用。苗木播种刚不必采用一粒一粒摆放，省工省时。
表12差异显著性检验

TⅢblel2 1jen 0f signification

沣：T=1．23<{“∞(24)=2 064

4结论与讨论

在四川简阳地区，2—3月份进行核桃子苗嫁

接，通过覆地膜、覆天膜的方式创造适宜的愈合环

境，可以不经过室内愈合直接移栽田间。移栽后7

～15 d芽开始萌动并基本愈合，50 d后成活情况稳

定，凋查成活率平均为56．4％。嫁接适宜时期为2

月份芽萌动前至萌芽展叶期。说明子苗嫁接并不需

要专门的愈合环节，温度、湿度适宜，直接移栽大田

同样可以愈合，且省时、省工、降低成本。

覆地膜、天膜双层膜比只覆天膜嫁接成活率高、

生长量好。

核桃子苗根系的形状对嫁接成活率、苗木生长

苗和根系的生长发育均无显著影响。实际应用时，

可以不必采用点播，直接将核桃擞在苗床，然后覆土

即可。这样更适合于苗圃大规模生产。

核桃子苗嫁接是一一种操作简单、生长周期短，且

成活率商、成本低的方法。试验研究认为，在四川地

区通过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直接移至大田栽植，平

均成活率56．4％。苗木生长健壮，枝条充实。子苗

嫁接试验不仅要选择适宜的嫁接时期、物候期，还应

选择适宜的砧木生长时期。砧本生长先长根，后长

叶。据观察芽未出土，未长叶时嫁接最好；芽出土

后，主根变黄。砧木长出一对真叶删，主根变黑，上

有白色生长点，此时嫁接易生新根有利于嫁接成活。

可见砧木根系生长的旺盛时期，具有较高的分生能

力，嫁接易成活。建议对砧木生长的不同时期进行

嫁接试验，以找出最适宜嫁接的砧木生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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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抑菌圈的直径可以判断某种抑菌剂的抑菌能

力以及对病原菌的抑制扩散性。在5种保护性杀菌

剂中，抑霉唑的直径最大，高锰酸钾和硫酸铜的抑菌

圈直径最小，故最好采用抑霉唑进行常温储前处理。

应用普通紫外线照射和抑霉唑进行储前处理，

还应进一步分析2种处理对水冬瓜种子在分子结构

方面是甭受到影响。

对20∥L漂白粉和20 g／L石灰水还应进行不

同浓度试验，以确定不同浓度的抑菌能力。

对采收后的水冬瓜种子，其储藏技术路线为先

进行量晒，当含水量达到5．0％一6．O％时，用普通

紫外线照射30 min，进行常温储藏、榨油。

对要进行播种的种子，在储前用1 g／L抑霉唑

处理，然后常温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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