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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泡核桃、核桃、野核桃 1年生播种苗为砧木，黔林核 5号早实核桃良种为接穗，开展夏季方块芽接试验。试验结

果表明：3种砧木出苗时间相近，3种砧木苗生长有显著差异，1年生核桃苗苗高最高，1年生泡核桃苗地径最大。泡核桃

嫁接亲和力最强，嫁接成活率、保存率、新梢粗度、新梢长度均最高，分别为 77%、77%、11.22 mm、9.3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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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Experiment Study on Grafting of Three Kinds of Walnut Root⁃
st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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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one-year-old seedlings of Juglans sigillata Dode, Jugalans regia L. and Juglans cathayensis
Dode as rootstocks, 'Qianlinhe No.5' early-fruiting walnut cultivars as cutting strips, the test of square block buds
were carried out in summ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mergence time of three rootstocks were similar, the seed⁃
ling growth of the three rootstock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one-year-old Jugalns regia L. seedlings had the
highest height, and the one-year-old Juglans sigillata Dode seedlings had the largest diameter. The Juglans sigil⁃
lata Dode had the strongest grafting affinity, the graft survival rate, the preservation rate, the new shoot thickness
and the new shoot length were the highest, 77%, 77%, 11.22 mm, 9.39 cm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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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Juglans regia L.）属胡桃科核桃属，核桃

属原产于我国有 5个种，贵州有 3个，即泡核桃

（Juglans sigillata Dode）、野核桃（Juglans cathayen⁃
sis Dode）和核桃（Juglans regia L.）[1]。核桃和泡核

桃是我国主栽品种，也备受贵州林农的青睐，全

省新种植核桃 42.2×104 hm2，但良种使用率不高且

多数未开花结实。截至 2018年，贵州认定的核桃

良种有 16个，其中黔林核 5号为早实核桃良种，

发展贵州核桃产业，要选择适宜的品种，也要选

择适于贵州环境条件的砧木，砧木影响嫁接苗质

量和种植后的经济效益 [2]。不同核桃品种接穗与

不同砧木的亲和力有差异 [3-5]，不同砧穗组合的核

桃苗生长情况和坚果经济性状也有差异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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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宜的砧木对良种的扩繁和推广至关重要。

本研究以贵州核桃属的 3个种为砧木，黔林核 5
号为接穗，开展芽接试验，比较核桃属种间嫁接

亲和力，观察砧木苗的生长情况和接穗萌芽时

间、成活率和生长情况，为黔林核 5号核桃良种扩

繁砧木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试验基地

内，属贵州高原中部丘陵地，土壤类型为山地酸

性黄壤，土层较厚，肥力中等，海拔 1 100 m，属于

亚热带湿润温和型气候。年平均气温 15.3 ℃，1
月平均气温 4.6 ℃，7月平均气温 27.7 ℃，极端最

低气温-5 ℃，极端最高气温 37.5 ℃；年平均降雨

量 1 129.5 mm，平均相对湿度 77%，无霜期 278 d。
1.2 试验材料

采集贵州威宁县核桃和泡核桃，贵州盘州市

的野核桃为砧木种子。核桃适宜生长的海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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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 800 m，年平均温度为 10 ℃以上，极端最低

温度为-25 ℃，无霜期 180 d；泡核桃适宜生长的

海拔为 1 30 0~3 300 m，年平均温度为 15 ℃以上，

极端最低温度为-5 ℃，无霜期 210 d；野核桃适宜

生长的海拔 800~2 000 m，年平均温度为 8 ℃以

上，极端最低温度为-10 ℃，无霜期 150 d；3种核

桃均喜肥沃、湿润不积水的壤土和砂壤土。

1.3 试验设计

2017年 11月开展砧木播种，随机区组设计，

每个砧木 1个处理，每个处理 10行，每行 10粒，每

个处理设置 3个重复，共 300粒种子。2018年 7
月，以黔林核 5号早实核桃良种为接穗，采用方块

芽接，1个砧木 1个处理，1个处理设置 3个重复，

每种砧木共嫁接 200株。

1.4 测定内容和测定方法

观测泡核桃、核桃、野核桃的出苗时间和出苗

量，生长期末的苗高和地径；观测接穗萌芽期和

愈合情况，统计嫁接成活率，萌芽期为接芽开始

萌发到接芽全部萌发的时间，观测砧木与接穗之

间愈伤组织是否形成。在成活的植株里面随机选

取 30株挂上标签，测定位置用油漆标记，测量砧

木地径，定期用卷尺和游标卡尺分别测定接穗新

梢长度和嫁接口上 1 cm的粗度，停止生长后测量

砧木地径并统计保存率。成活率和保存率的计算

公式为：愈合率=有愈伤组织的株数/嫁接株数×
100%；成活率=成活株数/嫁接株数×100%；保存率=
保存株数/嫁接株数×100%。
1.5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2007、SPSS 17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图表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砧木出苗情况

由表 1看出，泡核桃、核桃和野核桃的出苗时

间相近，出苗时间分别为 99、105、114 d，出苗最早

的泡核桃较最晚出苗的野核桃提前 15 d；泡核桃、

核桃和野核桃苗木出苗到出齐时间分别为 25、
27、22 d，出齐最快的野核桃较最慢的核桃提前 5
d；核桃的出苗率为 90%，比泡核桃和野核桃分别

高 12%、18%，较另外两种砧木出苗整齐。

2.2 砧木苗生长情况

由表 2可知，3种砧木 1年生苗的苗高和地径

均达到差异显著（P<0.05）。泡核桃砧木地径均显

著大于其他两个砧木组，地径表现为泡核桃>核桃>
野核桃，泡核桃的地径比核桃和野核桃分别粗

9.5%、22.0%；苗高表现为核桃>野核桃>泡核桃，核

桃的苗高均显著大于其他两个砧木组，核桃的苗高

比泡核桃和野核桃分别高79.0%、32.2%。
表2 3种砧木生长的情况

砧木品种

泡核桃

核桃

野核桃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苗高（cm）
49.5±6.51c
80.0±5.61a
60.5±2.85b

地径（mm）
13.36±2.14a
12.20±1.22b
10.95±1.14c

2.3 不同砧木嫁接萌芽情况

由表 3可知，泡核桃、核桃和野核桃砧木接芽

萌发的时间相近，分别为嫁接后的 20、22、23 d，泡
核桃砧木接芽萌发时间最早，比最晚萌芽的野核

桃早 3 d；接芽萌齐时间也不同，泡核桃、核桃和野

核桃接芽萌发期分别为 18、24、17 d，核桃砧木接

芽萌发期较长。

表3 3种砧木嫁接后接芽萌发情况 d
砧木品种

泡核桃

核桃

野核桃

萌芽时间

20
22
23

萌齐时间

38
46
40

萌发期

18
24
17

根据调查，3种砧穗组合接芽萌发情况有差

异（图 1）。8月 15日泡核桃、核桃、野核桃砧木组

接芽萌发率分别达到 75%、53%、31%，泡核桃接

穗萌发速率较另外两个组快，8月 22日泡核桃、核

桃、野核桃砧木组接芽萌发率分别达到 77%、
64%、48%，8月 28日分别达到 77%、70%、48%。

表1 3种砧木种子出苗情况

砧木品种

泡核桃

核桃

野核桃

出苗时间(d)
99
105
114

出齐时间(d)
124
132
136

出苗量(株)
234
272
215

出苗率(%)
78
9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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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3种砧木嫁接成活率和保存率

泡核桃、核桃、野核桃砧木组嫁接愈合率分别

为 83%、74%、51%，愈合率最高的泡核桃较最低

的野核桃高 32%（表 4），泡核桃、核桃、野核桃砧

木组嫁接成活率分别为 77%、70%、48%，野核桃

嫁接成活率最低，较泡核桃和核桃的成活率低

29%和 22%。泡核桃、核桃、野核桃砧木组嫁接保

存率分别为 77%、68%、16%，泡核桃嫁接保存率

最高，野核桃嫁接保存率最低。野核桃嫁接亲和

力弱，接芽萌发后也会有砧穗排斥现象。

表4 3种砧木嫁接愈合情况和成活情况 %
砧木品种

泡核桃

核桃

野核桃

愈合率

83
74
51

成活率

77
70
48

保存率

77
68
16

2.5 3种砧木接穗生长情况

由图 2可知，新梢粗度和长度生长趋势基本

一致，均呈现出先快后慢的趋势。9月 22日前，嫁

接苗新梢粗度和长度快速生长，泡核桃砧木的嫁

接苗生长速率最快，而 9月 22日后，嫁接苗新梢

粗度和长度进入生长缓慢期，10月 22日后，嫁接

苗新梢粗度和长度生长趋缓或基本停止。

3种砧木嫁接苗在不同时期新梢粗度和长度

存在差异。8月 22日，3种砧木嫁接苗新梢粗度

表现为泡核桃>核桃>野核桃；9月 22日后，3种砧

木嫁接苗新梢粗度差异明显，新梢粗度表现为泡

核桃>核桃>野核桃。8月 22日，泡核桃砧木嫁接苗

新梢长度最高，核桃和泡核桃苗高差异不明显，在 9
月 22日后，3种砧木嫁接苗新梢长度差异明显，嫁接

苗新梢长度表现为泡核桃>核桃>野核桃。

由表 5可知，3种砧木嫁接苗的新梢长度和新

梢粗度均达差异显著（P<0.05）。泡核桃砧木嫁接

苗新梢长度和新梢粗度均显著大于其他两个砧

木。泡核桃砧木组的嫁接苗新梢长度和粗度比野

核桃砧木组高 59%、101%，核桃砧木组的嫁接苗

新梢长度和粗度比野核桃砧木组高 42%、68%。

2.6 3种砧木地径与接穗生长情况的相关性分

析

砧木地径与嫁接苗新梢长度和新梢粗度的生长

呈显著正相关（表 6），说明砧木越粗，嫁接苗新梢生

长越好。

表6 砧木苗地径及生长量对嫁接苗生长的相关性

指标

砧木地径

砧木生长量

新梢长度

新梢粗度

注：**表示在 0.01水平上（双侧）显著相关，*表示在 0.05水平

上（双侧）显著相关

砧木地径

1.000
-0.170
0.512**
0.484**

砧木生长量

-
1.000
0.245
0.379*

新梢长度

-
-

1.000
0.815**

新梢粗度

-
-
-

1.000

3 结论与讨论

在相同处理下播种，3种砧木种子的出苗率

和生长势均有差异，砧木地径对嫁接苗生长呈极

显著正相关，砧木地径越粗，嫁接苗的新梢长度

和粗度生长越好，这与杨朗生等 [11]对山桐子的研

究结果一致，因为砧木地径越粗，为接穗提供的

养分越充足，越利于新梢的生长。在核桃育苗生

产中，选择生长健壮核桃树，采集成熟度高的种

子，浸种时除去漂浮于水面的种子，有利于提高

苗木出苗率，同时加强砧木苗的施肥、除草等苗

期管理，有利于提高砧木苗质量。

不同的砧木嫁接苗萌芽期、成活率、保存率和

生长势有区别，泡核桃砧木嫁接萌芽期最短，愈

合最好，成活率最高，新梢长度和粗度均最大，保

存率较高，核桃次之，不同砧穗组合间区别与嫁

表5 3种砧木嫁接苗生长情况

砧木品种

泡核桃

核桃

野核桃

新梢长度（cm）
7.39±1.16a
6.58±0.56b
4.65±0.50c

新梢粗度（mm）
11.22±3.77a
9.37±3.34b
5.57±1.7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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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品种种间亲缘关系有关，亲缘关系越近，砧穗

亲和力越强，嫁接成活率越高，长势越好，这与李

田等 [12]对油茶的研究、陈哲等 [13]对荔枝的研究结

果一致，研究结果核桃与泡核桃属于亲缘最近两

个种 [14]的结论。

3种砧木嫁接苗生长趋势均为先快后慢的趋

势，在生长速生期，加强嫁接苗苗期管理，有助于

苗木质量的提高，对苗木生产中施肥时间的掌握

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文从砧木苗的出苗和生长情况，嫁接苗的

萌芽、成活率和长势情况，为黔林核 5号核桃良种

扩繁砧木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泡核桃最适宜，

核桃次之，从生产成本考虑，核桃最适宜，也与目

前生产中选用核桃为砧木实际情况一致。本研究

初步筛选出适宜黔林核 5号核桃良种的优良砧

木，其栽植后对核桃产量、质量等方面的影响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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