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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法属于果树人工繁殖方式之一，是以植物

受损后的自愈能力为基础，通过亲和性接穗与砧木的

合理选择，在二者的紧密贴合之下，使接穗能够成活

与生长的技术。果树嫁接不仅能保持品种的优良性

状，有助于果树提早开花结果，还能增强果树品种的

抗逆性，加快品种繁育速度。嫁接技术是提高果树产

量的重要方式，嫁接技术应用中，应注重选择适合的

嫁接时间，嫁接前要合理选择砧木及接穗，选用适合

的工具，还要科学选择嫁接方法，保障嫁接成活率。

1　嫁接时间的选择

嫁接可在春、夏、秋三个不同季节进行。春季

嫁接时间为每年的3至4月份，而夏季嫁接则需于接穗

芽完成熟化方可开展，通常是6至7月份。主要采用的

嫁接方法为芽接法与枝接法，其中枝接时应以嫩枝为

主。夏末秋初时节进行的嫁接便是秋接，所应用的方

法也主要是芽接法。芽接是实际育苗中应用最为广泛

的嫁接方式。果树嫁接通常于春季进行，只有葡萄等

少数品种于夏季嫁接。若是果树于秋季时间嫁接，则

应将幼枝越冬作为重点，要做好防寒保暖措施，以确

保嫁接后果树的成活率。

2　嫁接前的准备

2.1　砧木的选择

嫁接成活率的高低、果树嫁接后生长态势是否

良好、所结果实数量与品质优劣均会受到砧木与接穗

之间亲和力大小的影响，为此，嫁接过程中应严格筛

选砧木。砧木筛选时除要考察其与接穗之间的亲和力

以外，还要分析砧木是否具备良好的病虫害抵御能

力、自身繁殖性能以及繁殖难度，更要考察外在环境

对砧木的影响力大小、砧木是否具备良好的环境适应

能力，从而筛选出高亲和力、高抗病性、高环境适应

力的优良砧木品种。

2.2　品种的选择与接穗的采集处理

果树嫁接时，应从品种佳、性状好的母体上获

取接穗；应结合地区气候环境条件，选择销售量大、

市场接受率高的果树品种；应将母株的外围发育枝作

为接穗获取的主要区域，从中筛选出长势优良、枝体

壮硕、枝芽饱满的枝条。春季时应筛选出用于芽接的

接穗，要将其上的叶片全部剪除，只留下叶柄即可；

夏接时，接穗采下后要立即进行嫁接，若不能及时嫁

接，则应将之存储于阴凉区域，不可让阳光直射接

穗，同时要及时向接穗上洒水，使之保持湿润。

2.3　嫁接工具的选用

嫁接时所应用的工具是否适合，会对嫁接的成

活率及嫁接效率产生影响。如所应用的嫁接工具刀锋

较快，则可使嫁接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同时还可加快

枝条上切割伤口的愈合速度。通常嫁接时主要应用的

工具有芽接刀、切接刀、铲刀等刀具类切削工具，还

可应用削穗器，或是利用剪枝剪进行砧木修剪，此外

还要应用到绑缚材料将接穗与砧木结合体绑扎好。

3　嫁接的主要方式

3.1　芽接法

3.1.1　操作方法

芽接时主要采用“丁”字形方法，获取接穗

后，要将其上的所有叶片剪除，只留下长约1cm左右

的叶柄即可，此种方式可减少接穗的水分蒸发速度，

尽可能于采下接穗后及时嫁接使用。应于芽的上部

0.5cm左右的位置处做横向切口，切口深度以达到木

质部为宜，而后在芽下部1cm至1.5cm范围内斜向下

刀，向横切口后斜切，而后将芽片捏住，横向旋转从

果树嫁接的关键技术要点分析

初守军

（山东滨州博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山东滨州  256500）

摘要：果树嫁接是一种可实现品种优良性状保持、促进果树开花与结果、使果树具备更高抗逆性的无性繁殖

方法。主要做法是在性状优良的植株上截取枝干或枝芽，采用枝芽、芽接或是劈接等方式将之与其他植株相

连接，从而构建出新植株。为提升果树嫁接效果，文章在果树嫁接技术优势分析的基础上，从嫁接时间选

择、嫁接前准备、嫁接主要方式、嫁接后管理四个方面阐述了果树嫁接的关键技术要点，旨在保障果树嫁接

技术科学应用，提升果树嫁接成活率。

关键词：果树嫁接；优良性状；嫁接方法；嫁接时间

作者简介：初守军，本科，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森林

培育和森林保护。



·17·林 业 科 技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2022年第3期

而将之摘除。之后，取出砧木，在其光滑皮部处横

切，切口应比接芽稍宽一点，深度以抵达木质部为

宜，然后在刀口中部做竖切口，根据芽片长度控制切

口长度，利用刀尖或尖锐工具将两侧皮层揭起，之后

将芽片快速插入其中，同时要确保接芽切口紧密连接

于砧木的横切口之上，使整个接芽贴伏于砧木上，再

利用塑料薄膜条对砧木及其上的接芽进行捆绑，注意

应将叶柄及芽露在外面。芽接法详见图1。

图1  芽接法示意图

3.1.2　芽接时应注意的问题

1）选择适合的芽接时间，应选择层细胞活跃度

佳、树皮易于剥离的时间芽接。若芽接时间过早，可

能导致其当前萌发，会影响接芽抽生枝条的木质化程

度，不利于芽眼形成，可能无法顺利越冬。如芽接时

间过晚，会因砧木难以离皮而增强取芽难度，不利于

嫁接后伤口愈合，会降低嫁接成活率。

2）为提高芽接成活率，应筛选健壮、未感染病

虫害、芽子饱满的营养枝作为接穗，不可利用已形成

花芽的结果枝，且徒长枝也不可作为接穗，否则会降

低嫁接成活率，影响幼苗生长速度。

3）芽接前应提前一周灌水，以增强砧木形成层

细胞的活跃度，使树皮易于分离。但芽接后14天内不

可灌水，否则芽内进水会导致嫁接失败。

4）芽接时要确保技术娴熟、操作快速，若间隔

时间过长会因芽体水分流失过多而影响嫁接成活率。

5）绑条时要控供制好松紧度，过紧会抑制接芽

生长，过松则会因透风而影响嫁接成活率。应于第二

年发芽前剪砧时去除绑条，若去除过早，有可能导致

接芽四周翅裂，使之不易成活。

3.2　枝接法

3.2.1　操作方法

在细砧木嫁接时通常使用切接法，选取适合嫁

接的砧木于适宜位置将之平齐切断，把握垂直性原则

将切接刀切入到砧木横切面的三分之一处，要比接穗

大削面的深度略小；之后分剪接穗，剪成二三段即

可，每段上要有2-3个饱满的芽；剪削接穗下部，一

侧大斜面，一侧小削面，长度分别为3cm与1cm。削

平削面后，按照大斜面在里、小斜面在外的方向在切

口处快速插入接穗，接穗与砧木紧密贴合在一起后利

用塑料条将之捆缚在一起，捆缚需要严实密闭避免接

穗活动或掉落的情况发生。嫁接完成后，新芽长出愈

伤组织后即可去除包裹用塑料条。枝接法见图2。

图2  枝接法示意图

3.2.2　枝接时应注意的问题

1）选择适合的砧木，从高低不同层次选取多个

砧木枝条，选取树皮通直无刺位置利用剪刀剪断，切

口长度应为2-3cm。

2）切削接穗时不可削得过薄，确保削面平整且

长度适宜，长度为2-3cm左右。另一侧应削成楔形，

与砧木切口角度保持一致。

3）注意所选砧木粗细应与接穗相近，若接穗过

小会影响嫁接成功率。

4）接合时不可将接穗完全插入切口，应将0.5cm

以上留在外侧，否则会导致切口下部产生疙瘩，影响

切口愈合，进而使之寿命下降。

5）接合包扎应使用塑料条，尺寸以30cm× 

1.5cm为宜，且要包住所有切口及伤口并捆扎紧实、

密封接穗，或用报纸包裹，以防阳光直接照射。

3.3　劈接法

3.3.1　操作方法

去除砧木上部之后，将砧木切削断面处理平

整，以垂直方向将劈接刀劈在砧木中部位置处，下劈

深度以4-5cm为宜。接穗分成有3个饱满芽的小段，

在下部芽0.5cm位置处的两侧分别削出两个大削面，

长度均为4-5cm左右，削面下部为楔形，削面应厚薄

不一，但要保持削面平滑，斜面长度最好相等。在砧

木劈口处以极快的速度插入接穗，确保二者皮层对

准，利用塑料条绑扎好贴合整齐的形成层。劈接法如

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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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劈接法示意图

3.3.2　劈接法应注意的问题

1）削接穗时要将不饱满的基部芽子去除，并剪

除接穗梢头，长度以5-6cm为最佳。

2）楔形斜面切削时，应在径长一侧留上芽，否

则砧木劈撑宽度过大，会因大空隙存在而影响伤口愈

合。

3）要注意砧木应与接穗同样粗细，可增大两侧

接触面，促进伤口愈合。接穗削好后应加强水分控制

且不可接触泥土。要保持削面平整度与光滑性，才可

使削面紧贴砧木劈口，提高成活率。

4）劈破木时，应选择距离地面2-3cm处锯断砧

木树干，并要将周边土石或杂草全部清除干净，且需

使用快刀锯口，否则会影响伤口愈口。

5）若砧口较细，应于长径处做劈口，劈口时应

控制好力度，应在劈口处轻轻敲打刀背，将劈口控制

在8cm左右。劈口后要注意其中不可有泥土进入。

4　嫁接后的管理

4.1　补接与水肥管理

春接半月、夏接一周或秋接10日左右即可检查

补接。若接穗或接芽颜色偏黑褐色，说明接穗未成

活，如果成活接穗不足，需要进行补接。为了留有补

接时间，第一次嫁接时间应尽量提前，避免因时间气

候变化降低嫁接的成功率。嫁接后要确保水肥充足，

农家肥施肥量应介于5-25kg，还要施加0.5-2.5kg的磷

酸二胺肥。应将衰老侧根剪除，可采用环状法或星形

施肥法疏根，深度为30cm左右。应于施肥完成后浇

足水分，使根盘具备一定湿润度。春接或夏接均可将

施肥时间提前至上一个季节。

4.2　病虫害防治与萌蘖去除

嫁接完成后，在发芽之前的一段时间，可采用

药物喷洒方式预防害虫。嫁接完成10天后，待砧木上

出现萌蘖时要将之立即去除，确保小砧木上萌蘖随长

随去。若大砧木上存在较长的光秃带，需选择适合位

置保留萌枝，留待第二年嫁接使用。若砧木粗壮且接

头不大，不必完全抹除，可在远离接头处做部分保

留，以便促进叶片生长并养护根部。

4.3　松解绑与护理、摘心

新梢生长至30cm长度后，应对其进行松绑，以

免绑束过紧而使枝干上出现缢痕，或是使枝条被风吹

折。如果伤口愈合效果不佳，应二次绑缚，30天后检

查伤口愈合状况，若伤口愈合，可将之完全解绑。同

时，还要做好幼枝护理，在砧木上捆绑一根3cm粗、

长约1m的木棍，将新梢绑在木棍上方，确保每个接

头均与一个木棍相捆绑，以免狂风将幼枝吹折。若

嫁接时应用的是腹接法，则可在活桩上进行新梢的

绑缚，也可起到防风吹折的效果。此外，应选择适合

的摘心时间，以苹果树为例，通常是在5月幼果成长

期、7月膨大期以及9月中旬着色期时进行摘心。摘心

的目的是抑制果树枝条过度生长，减少营养浪费，确

保果树各生长期营养供应充足；也可控制树型、利于

培育侧枝，保证果树均衡获取营养。

4.4　枝条修剪

嫁接完成后，入冬前需要对枝条进行修剪，应

剪除过长或过密枝条，确保主干能够获取充足的水分

与养分，帮助嫁接果树顺利度过寒冬。枝条修剪不仅

可以提升成活率，还可以有效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利

于结果后产量的提高。

5　结束语

果树嫁接具有诸多优势，在果树种植中应大力

推广此种繁殖方法。果树嫁接过程中要做好嫁接前的

准备、选择适合的嫁接时间、选用适合的嫁接方式，

还要做好嫁接后的补接检查、水肥管理、病虫害防

治，还应及时去除萌蘖，并保护好幼枝，从而提高嫁接

成活率，发挥果树嫁接的优势。应用嫁接技术，有利于

培养出性状优良、能够提早开花结果、具备较高抗逆性

的优质果树，可加快果树品种繁育，为果树种植质量的

提升提供支持，加快果树种植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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