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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多年的实践，分析了核桃改良型方块形芽接技术的特点，并从接穗采集与贮存、嫁接时期、嫁
接方法三方面总结了其操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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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Juglandaceae yegia L.）为我国北方重要
的经济林树种，核桃仁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很高，
其营养价值为其它很多干鲜果品所不及 ［ 1］，是食
疗价值极高的果品之一。嫁接是核桃生产基地建

设和生产管理十分重要的技术环节，方块芽接是
生产中常用的核桃嫁接方法，具有接穗采集方便、
嫁接速度快、成活率高等优点，是我国多地在核

桃生产中普遍采用的常规嫁接方法［ 2 - 6］。但近年
来的实践证明，在兰州市红古区旱砂田栽培条件
下，核桃采用方块芽接的育苗效果并不理想。经
过长期生产探索，红古区当地的果农对核桃常规
的方块芽接技术进行了改良，实践证明，采用改
良型方块芽接技术较之常规方块芽接省力、简单、
实用，易于操作，嫁接成活率更高，可达 90%以

二氢钾溶液加 1 g/kg尿素溶液，促进幼苗旺盛生长。
4.2 灌水追肥

琉璃苣全生育期灌水 2～3次。首次灌水在莲
座期，即幼苗 6～8片时。灌水前用施肥器穴施追
肥，通常施磷酸二铵 225～300 kg/hm2。第二次灌水
在初花期，即 40%～50%的植株抽薹时，施硫酸钾
225～300 kg/hm2，进入盛花期后不再灌水。另外，
在开花前后叶面喷施 2～3 g/kg的磷酸二氢钾溶液
2～3次，可提高结实率，促使籽粒更饱满。
4.3 病虫草害防治

琉璃苣病虫害一般危害较轻，病害主要有枯
萎病、根腐病，通过轮作倒茬可降低发病。偶有
发生时，可用 2%宁南霉素水剂 800倍液，或 70%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喷雾防治。虫害
主要是蚜虫，可用 2.5%功夫乳油 3 000～4 000倍
液喷雾防治。
4.4 花期管理

有条件的地方可释放蜜蜂进行辅助授粉，通
常放蜂 15箱 /hm2（约2万只/箱），巢口向阳，夜间、
低温阴雨天蜂箱上需覆盖薄被保温。有蜜蜂活动
的地块施叶面肥需在傍晚蜜蜂归巢后进行，以免
影响蜜蜂采粉。

5 籽粒采收
琉璃苣生长过程中，边开花，边成熟，边落

粒，适时收获很重要。当全株约 90％的叶片和花
序发黄，2/3以上的籽粒已经脱落时开始收获。要
用竹竿或木棒反复敲打植株，使种子尽可能多地
落于膜面，然后收割茎秆，集中堆放于田间，使
未脱落种子后熟一段时间再敲打抖擞，清理完残
枝败叶，用扫帚清扫膜面的种子，达到全粒收获。
再用分选器分离种子和土砾、秸秆碎屑，最后淘
洗晾晒，使种子干净脱泥，达到收购标准。
参考文献：
［1］ 周 梅，阚建全. 特种油料植物琉璃苣开发利用［J］.

粮食与油脂，2005（4）：16-17.
［2］ 张 飞，贺 敏. 几种颇具潜力的特种植物油［J］. 中

国油脂，2010（12）：75-79.
［3］ 张传文，王静红. 琉璃苣栽培技术［J］. 现代化农业.

2008（11）：24-25.
［4］ 买买提·努尔艾合提，吐尔洪·艾买尔，木合塔尔·奴

尔买买提，等 . 维吾尔药材琉璃苣的种植技术研究
［J］. 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2012，26（1）：12-13.

［5］ 李海波，李 鹏，陈学红. 河西走廊寒旱区籽用琉璃
苣丰产栽培技术［J］. 陕西农业科学，2014（12）：114-
115.

（本文责编：陈 珩）

63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11 20152015 年 第 11 期甘肃农业科技

上。现将该技术总结如下。
1 技术特点
与常规的方块形芽接相比，改良型单刀方块

形芽接技术具有诸多独特之处。一是改变了砧木
的切口形状。常规方块形芽接砧木切口为“匚”
形，改良型技术将砧木切口改为“ ”形，同时
切口略长。二是改变了接芽的镶嵌方式。改良型
芽接镶芽时，芽片形成层与部分砧木由于形状不
同，而使重叠部分被包裹其中，观测显示，重叠
部分最终融合在一起，并不会影响接芽的萌发与
生长。三是嫁接时采集芽片较小，接口小，伤口
容易愈合，成活率高。四是大树高接改造时，常
规嫁接通常在老枝条上嫁接，而改良型芽可在当
年春季培育的新枝上进行夏季芽接，可显著提高
高接成活率。
2 操做要点
2.1 接穗采集

2.1.1 母树选择 一般选择当地品种纯正、表现
优良的母树采穗。
2.1.2 采穗时间与标准 采集时间为 6月上旬至 7
月上旬，最迟可延迟至 7月中旬。接穗采集的标
准为半木质化（皮色刚由绿色变灰绿色时）、无病
虫害、地径 0.8 cm 以上、生长健壮。从外观看，
接穗要求皮色青绿，剥开皮有粘液，芽片背面白
嫩的护芽肉（维管束）保持完好；叶柄鲜绿，有光
泽。皮红褐色或褐色、已木质化、揭开皮无粘液、
干燥的接穗不能用。
2.1.3 采集与保存 采穗前 5～7 d对采穗枝进行
摘心，促使中上部 3～4芽加速成熟。采穗时留基
部 2～3芽剪截，以利促发新的穗条。接穗剪下后
立即剪去复叶，只留 2 cm左右长的叶柄。之后立
即把接穗竖立于盛水的塑料桶中（水深3～5 cm），
随接随取。
2.2 嫁接时期

嫁接时间为 6月上旬至 7月上旬。砧木地径
达到 0.8 cm以上（接穗和砧木直径基本一致）、高
度达到 90 cm以上时即可开始嫁接，7月下旬完成
嫁接。晴天，气温 25～30℃时接口愈合较快。
2.3 嫁接方法

采用改良型单刃刀方块芽接，可利用较细的
接穗和砧木，从而扩大了接穗的采集范围和砧木
的利用率，并且嫁接成活率高，嫁接速度快，成
活率高。
2.3.1 砧木处理 嫁接育苗时，当砧木长到 90～
100 cm、与接穗直径基本一致时，先在嫁接部位

上方留 2～3片复叶剪砧，接口以下复叶全部去
掉，将叶腋间芽抠除。若进行大树高接改造，可
在当年春季对高接树进行截伐，选留分配合理的
一级枝干进行截留，其余枝条全部去除。当截留
枝干所发新梢长到 40 cm以上（即当年7月初）时进
行高接。
2.3.2 取芽片 用普通单刃芽接刀，先将叶柄贴
接芽基部削去，利于绑缚。在接芽上方 0.5 cm处
和叶柄基部下方 0.5 cm处各横切 1刀，在芽的左
右两侧距芽 0.3 cm 各竖切 1 刀，均深达木质部，
与上下横切口相连，形成方块形芽片。然后用拇
指及食指捏住芽片，逐渐用力横向推动将芽片取
下，尽量不强行揭皮，以保全生长点（维管束）。
芽片一般长 1.5～2.0 cm、宽 0.8～1.2 cm，以不损
伤接芽和叶柄为准。芽片越小越好（芽片大对砧木
造成的伤口较大，不利于愈伤组织快速填满砧木
和接芽的结合处），可提高接穗和砧木的利用率。
取下的芽片要看一下背面，看是否带有生长点。
2.3.3 切砧木 在砧木上选平直光滑、节间稍长
的部位，用芽接刀先横切 1刀做上切口，然后手
持芽片叶柄基部，将芽片上端与上切口对齐，沿
芽片下端横切 1刀做下切口，再将上下横切口的
左边延伸斜向纵切 1刀呈“ ”形。土壤湿度大
或即将下雨时，要在下切口的右下角处切去宽 0.2
cm、长 3～4 cm的窄条树皮做放水口，以利伤流
液排出。
2.3.4 嵌接芽 从纵切口剥开砧木皮，将芽片由
左向右嵌入切口，并使上、下、左三个方向紧密
相贴，其中上、下方向多余的皮层被包裹在左方
向砧木皮层内，再按芽片宽度切去多余的砧皮。
2.3.5 绑扎 按平芽片，用拇指压住，然后用宽
3～5 cm、厚 0.008 mm的塑料薄膜条自下而上缠严
绑紧，不可将放水口下端包严，仅留芽眼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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