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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适宜在昼夜温差大， 气候干燥， 土壤 pH 为
5.6～7.5， 降水量 500～1�000�mm 的甘肃中东部地
区大面积栽培［1�-�2�］， 梨在甘肃的栽培面积仅次于苹
果， 其苗木市场需求量大。 甘肃中东部地区优质
梨果生产， 达到建园早投产、 见效快的目的， 苗
木是基础。 但随着引育品种的增多， 在梨苗繁育
管理技术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特别是春夏
季管理措施不当和预防自然灾害能力差， 影响了
优质苗木的生产。 为了适应水果生产发展对苗木
的需求， 改进苗木繁育技术， 建立苗木繁育基地，
我们经过多年的试验与生产实践， 总结出了梨优
质苗木繁育关键技术， 现介绍如下。

1���整地
1.1 园地清理

清理苗地的枯枝落叶、 绑缚带、 滕蔓等， 集
中深埋或焚烧。 对苗地及灌排水沟周围的深根性
及根蘖繁殖性强的杂草， 可用灭生传导性除草剂
30%草甘膦水剂 100 倍液， 或 40%扑草净可湿性
粉剂 1�500～2�250�g/hm2 在杂草生长期喷雾， 防止
杂草蔓延。
1.2 施肥整地

翻耕土壤， 耕深以 20�cm 左右为宜， 调整土
壤结构。 施腐熟有机肥 67�500�kg/hm2 左右， 而后
耙地平整土壤。 在雨水少的地区， 可结合耙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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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和时间， 增加粮食加工量。
3.3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保障粮食生产

应通过物化补助降低农户种粮成本， 加大新
技术新品种的推广、 农户种粮积极性有限等。 通
过加大政府资金扶持力度， 加强组织领导， 广泛
开展宣传活动， 加强技术培训， 以及高产优质新
品种新技术的引进、 试验和推广， 深入开展粮食
高产创建活动等方式， 不断提高惠州市粮食生产
产量和品质， 推进产业化经营， 稳定粮食发展，
保障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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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耢地。 将苗地分割成 20�m2 的培育小区后做畦，
畦高 20�cm 左右， 畦埂要拍压结实， 以便于灌溉。
播前起垄， 垄高 10～15�cm， 垄宽 45�cm， 垄沟宽
35�cm， 以利于苗木生长和人工操作。 播前垄面覆
盖黑色地膜。
2���砧木培育
2.1 砧木选择

目前北方梨苗繁育主要以杜梨为基砧， 其具
有亲和力强、 抗性强、 适应性强， 嫁接成活率高
的特点［3�］。
2.2 砧木种子处理

砧木种子要进行沙藏。 首先， 选地势高、 排
水良好、 背风阴凉处， 挖深 60～80�cm、 宽 80～
100�cm 的坑， 长度随种子量多少而定。 其次， 将
种子用清水浸泡 1～2�d， 而后以沙、 种体积比按
5～8∶1 的比例混合均匀， 沙的湿度以手握成团而
不滴水、 松开时裂开为好。 第三， 在坑底先铺厚
10�cm 的湿沙， 再把混合均匀的种、 沙填到坑内，
堆到离地面 10�cm 左右时， 摊平， 再覆湿沙， 并
高出地面呈屋脊形。 沙堆上每隔 1～2�m 插 1 根秫
秸至底部， 以利通气。 在种子量不大的情况下，
于背阴、 冷凉、 湿度变化不大的地方， 先在地上
铺厚 10�cm 的湿沙， 然后把混合均匀的种沙堆成
堆， 最上面覆厚 5～10�cm 左右的湿沙即可［4�］。 在
种子层积沙藏过程中， 要经常检查， 后期要注意
沙堆的温湿度， 如发现堆内干燥或干湿不匀， 应
适当加水或翻动。 如有霉烂种子， 要及时清除。
2.3 播种

播种可采用春播和秋播， 在甘肃春播一般在 3
月的中下旬， 秋播在 11 月下旬。 春播时经过沙藏
催芽过程的杜梨种子的种壳应开裂， 胚根外露。
采用开沟条播的方式进行播种， 垄上沟与沟的距
离为 30�cm， 播种时细沙和种子体积比按 6∶1 混
合， 播种量 30�kg/hm2， 播种深度 3.5�cm， 播后覆
土踏实， 用耙背将地面平整。 秋播和春播操作一
致， 撒种后灌水越冬即可。
2.4 出苗后的管理

待苗木出土后， 沿开沟方向撕开地膜。 苗高
达到 5�cm 时松土、 除草， 可提高地温， 疏松土
壤， 改善土壤透气性， 有利于苗木生长。 待苗高
10�cm 以后揭除地膜并开始灌水， 灌水时可施尿素
75�kg/hm2。 第 1 次灌水不要太大， 以水不漫过苗
顶为宜。 地干后及时松土， 而后每隔 20�d 左右灌

水 1 次， 结合灌水追施尿素 150�kg/hm2。 当苗粗达
到 0.5�cm 时轻摘心， 抹除离地 10�cm 的萌芽， 增
加砧木苗的粗度， 保证当年的嫁接。
3���接穗的准备和处理
3.1 接穗的准备

3 月初对母树进行疏剪， 去除交叉枝、 徒长
枝、 重叠枝及病弱枝， 在侧枝上选留角度适宜的
中庸枝， 待 5 月中下旬长到 15�cm 左右时留 5～7
个芽摘心， 2 次枝萌发后留 3～5 个进行培养， 8
月上旬对 2 次枝摘心， 促其成熟。 对于有病害的
母树及病枝要及时清除， 防止病害的扩散。 可在 6
月上中旬对长度在 15～20�cm、 枝色较正的营养枝
均匀选留 4～6 片叶后摘心， 培养 2 次枝 2～4 个，
于 8 月上旬对其摘心， 促进成熟。
3.2 接穗的处理

从母树上采下的接穗， 一般不能立刻用于嫁
接。 如果春季嫁接， 可选背阴、 背风、 排水良好
的地方挖沟， 沟深宽各为 30～50�cm， 长度依接穗
的多少而定。 将挂好标签的不同品种接穗成捆地
排列在沟内， 用湿沙覆盖， 沙子湿度以手握成团，
松手触之即散为宜， 覆沙 20�cm， 并踩实， 以防透
风失水。 秋季嫁接时， 则由于枝条木质化程度不
高， 含水量较高， 可将枝条的一端浸入水中， 另
一端用湿毛巾覆盖保存在阴凉背风处待用， 但一
般不可超过 2�d。
4���嫁接
4.1 嫁接时间

嫁接一般春秋两季均可。 春季在 4 月中旬较
为适宜， 温度逐渐回暖， 接穗芽未萌发， 树液流
动加快， 此时嫁接成活率高， 嫁接芽萌发后可避
开低温危害。 8 月底至 9 月初是秋季嫁接的适宜时
期， 过早嫁接则嫁接芽易萌发， 生长不充实， 不
能安全越冬； 过晚则温度过低， 不利成活。
4.2 嫁接方法

目前， 梨苗培育基本上都采用芽接法， 以丁
字形芽接为主。 首先用芽接刀在接穗芽的上方 0.5�
cm 处横切一刀， 深达木质部， 不宜过重伤及木质
部； 然后从芽下方 1.5～2.0�cm 处顺枝条方向斜切
一刀， 长度超过横切刀口即可； 用两指捏住芽片，
使之剥离下来， 呈盾形芽片； 在砧木接近地面比
较光滑的部位， 用芽接刀横切一刀， 深达木质部；
在横切刀口下纵切一刀呈丁字形， 用刀尖剥开一
侧皮层； 随即将芽片放入， 用手按住芽片轻轻向

82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12 20162016 年 第 12 期

下推动， 使芽片完全插入砧木的皮下， 芽片的上
边与砧木横切口对齐； 用塑料条包扎严密， 并使
叶柄在外［5�］。
5���嫁接后的管理
5.1 除萌、 解绑和防风

嫁接后 8～10�d 进行第 1 次除萌， 以后每隔 7�
d 除 1 次， 直至无萌蘖抽生为止。 对未成活的部位
保留萌条， 待下年或当年秋季重新嫁接。 当新梢
长至 30�cm 时， 及时绑防风罩或防风柱， 防止被
风刮断。 新梢长至 50�cm 时解绑， 防止生长中的
嫁接苗被塑料条勒断， 但保留防风罩或防风柱。
5.2 肥水管理

5 月上旬， 结合抹芽灌水 1 次， 促使嫁接芽萌
发抽条。 6 月上旬， 结合灌水追施尿素 50�kg/hm2。
7�— 8 月中旬根据降水量和土壤情况决定灌水次
数， 并追施磷酸二铵 600�kg/hm2。 8 月下旬至 9 月
中旬灌水 1 次， 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 2�g/kg 磷酸
二氢钾溶液 2 次， 提高苗木成熟度。 11 月初灌冬
水 1 次， 防止入冬发生冻害。
5.3 病虫害防治

梨苗常见的病虫害有黑星病、 黑斑病、 锈病、
轮纹病、 梨大食心虫、 梨大灰象甲、 梨虎、 梨蝽
蟓、 梨木虱、 梨茎蜂、 蚜虫、 金龟子、 食叶螨和
蛾类等［6�］。 嫁接芽膨大期用 50%辛硫磷乳油 1�500
倍液喷雾防治 1 次， 杀灭虫卵， 减少苗地害虫数
量； 4 月下旬嫁接芽萌发期用 3～5 波美度石硫合
剂喷雾防治 1 次； 嫁接芽芽鳞开裂展叶期用 4.5%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500 倍液 +50%多菌灵可湿性
粉剂 1�500 倍液喷雾防治梨大灰象甲、 梨虎甲等咀
嚼口器害虫； 5�— 7 月芽苗生长期用 5%氯氰菊酯
乳油 1�500 倍液＋1.5%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 300 倍
液， 10%扑虱灵（或灭蚜威） 可湿性粉剂 1�500 倍
液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交替喷雾
2 次， 防治梨大食心虫等； 8�—10月用 10%芽虱净
可湿性粉剂 3�000～5�000 倍液， 或 80%大生可湿
性粉剂 1�000～1500 倍液， 或 2.5%功夫乳油 4�000
倍液交替喷雾防治梨茎蜂、 梨蝽蟓、 食叶螨和蛾
类害虫 3～4 次。
6���出圃及后期管理
6.1 选择优质苗木出圃

成苗后， 选择生长健壮， 生命力旺盛， 粗度
和高度达到生产标准、 无冻害及病虫害表现、 统
一规格的健康苗木起苗。

6.2 苗木出圃
苗木起苗前灌足水， 起苗时用锋利起苗工具，

注意少伤根， 多留毛根， 对伤根要进行修剪， 并
蘸溶有保湿剂的泥浆保根。 如果不能立即定植，
则要将苗木假植在排水良好， 背阴、 背风阴凉处。
6.3 减少水分的散失

在起苗运输过程中， 苗木蘸泥浆后要用湿草
袋、 湿麻袋片或湿塑编袋包住根部， 并保证根部
舒展。 要减少运输过程苗木局部损伤， 上方加盖
遮荫布， 避免苗木根系在空气中裸露， 减少苗木
水分散失。
6.4 苗木假植

苗木运到栽植地后， 选排水良好， 背阴、 背
风的地方开挖与当地主风方向垂直的假植沟， 沟
深 40～60�cm， 大苗还应加深， 沟宽 60�cm， 长度
依苗木的多少而定。 假植沟的迎风面的沟壁作成
45° 的斜壁， 然后将苗木单株均匀地排在斜壁上，
使苗木根系在沟内舒展开， 再用湿土将苗木根和
苗茎下半部盖严、 踩实， 使根系与土壤密接。
6.5 苗木定植

栽植前浸水 24�h， 剪掉过长根、 伤根、 病虫
根， 注意多保留须根。 然后用北京艾比蒂研究开
发中心生产的 50�mg/kg 的 ABT�3 号生根粉浸根 1�
h。 栽植时要深坑浅埋， 一般保留苗木在苗圃时深
度为宜。 边埋土边摇动， 使根系充分舒展， 土壤
与根系充分接触， 并将土踩实后修好树盘浇足水，
最后覆盖地膜保墒［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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