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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不同造林方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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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 3种不同造林方式的研究 , 结果表明 , 板栗实生苗造林当年嫁接、 种

子直播造林翌年嫁接和实生苗造林翌年嫁接 ,首次成苗率都在 77. 00%以上。经过第

2次少量补接可达到全苗。苗木生长良好 , 生产上可根据情况分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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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各地发展板栗 (Castanea moll issima)生产都要求用嫁接苗建园 ,这是早果、高产和

高效林业所必需的。但是 ,有的年份嫁接苗供应不足 ,苗木价格过高 ,制约了板栗发展。为了缓

解板栗发展时间和资金上矛盾 ,提早完成造林任务 ,我们进行了不同造林方式研究 ,其中包括

实生苗造林当年嫁接、种子直播翌年嫁接和实生苗造林翌年嫁接 ,取得了很好效果 ,生产上可

供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分别在 1986～ 1995年进行。试验地分别设在浙江省临安市玲珑林场、湖州市林科所

试验山和安吉县皈山乡等地。试验地面积 0. 51～ 3. 30 hm
2不等。各试验地均按常规方法开山

整地 , 修筑水平梯地 , 挖穴造林或播种。 方式有实生苗造林数日后嫁接、 种子直播造林翌年

嫁接和实生苗造林翌年嫁接。嫁接方法用切接和挖骨接。接穗保湿分为封蜡、 塑料带包扎和

堆土等 3种处理。 接后及时去萌蘖枝 , 最后检查成活率 , 测定苗木生长量及挂果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实生苗造林当年嫁接

试验地设在临安市玲珑林场 , 总面积 0. 51 hm
2 , 为低山斜坡。 1988-02-27～ 03-02造林 ,



1988-03-18～ 03-29嫁接。接穗保湿分为封蜡、 塑料带包扎和堆土等 3种处理 , 各处理 3个重

复。接后 15～ 20 d接芽萌发时 , 对塑料带包扎处理的进行破带露芽工作。

接穗不同保湿处理成活率见表 1。 从表 1可见 , 实生苗上山造林后 20～ 25 d嫁接 , 嫁接

表 1　接穗不同保湿处理与成活率关系

Table 1　 Th e relationship betw een t reatmen t of scions at dif f erent level s of humidi ty and survival rate

接穗处理 小区面积 /hm2 嫁接株数 /株 成活数 /株 成活率 /%

封　蜡 0. 17 270 210 77. 77

塑料带 0. 16 267 188 70. 41

堆　土 0. 18 290 105 36. 21

成活率因接穗保湿方式不同而异 ,其中以封蜡为最高 ,达 77. 77% , 堆土最低 , 不到 40. 00%。

封蜡处理成活率稳定 , 在 3个重复中最低为 76. 28% , 最高为 79. 51%。塑料带包扎组最低为

63. 21% ,最高为 75. 67% ,虽有一定差异 ,但也较稳定。堆土处理受到堆土深浅、雨水冲刷等影

响 , 成活低而不稳 , 最低只有 19. 82% 。嫁接未成活苗木留一萌蘖 , 培养成砧 , 进行补接。

试验表明 ,实生苗根颈粗度与嫁接成活率有一定关系 (表 2)。随着砧木根颈增粗 ,成活率

逐渐提高。从当年嫁接成活率趋势看 ,砧木粗度在 1～ 2 cm范围内 ,均可上山造林 ,当年嫁接。

表 2　造林苗木根颈粗与嫁接成活率的关系

Tabl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roo t crow n thick nes s of planted seedlings and th e su rvival rate of g raf ting

项　　目
根颈粗度 /cm

< 0. 5 0. 5～ 1. 0 1. 0～ 1. 5 1. 5～ 2. 0 > 2. 0

总株数 /株 31 367 278 101 50

成活数 /株 10 164 168 69 36

成活率 /% 32. 25 44. 70 60. 43 68. 31 72. 00

　　造林苗木根颈粗不仅影响到嫁接成活率 , 同时对接穗成活后新梢生长也有一定关系 (表

3)。

表 3　造林苗木根颈粗与新梢生长的关系

Table 3　 The relation ship betw een the root crow n thickn ess of planted seedlings and n ew g row th

项　　目
根颈粗度 /cm

< 0. 5 0. 5～ 1. 0 1～ 1. 5 1. 5～ 2. 0 > 2. 0

调查株数 /株 31 67 50 50 29

平均新梢长 /cm 9. 50 17. 52 28. 00 31. 61 28. 89

　　说明: 调查时间为嫁接当年的 6月

接穗萌芽后新梢生长量随砧木粗度增加而增长 , 但砧木粗度超过 2 cm, 新梢生长量有下降趋

势。这可能是砧木粗 , 根系损伤大 , 须根少 , 根系恢复慢之故。 从早期新梢生长量看 , 砧木

粗度仍以 1～ 2 cm范围内较好 , 与较高成活率相吻合。

2. 2　种子直播造林翌年嫁接

试验地位于湖州市林科所试验山 ,面积 1. 33 hm
2
,坡度 20°～ 30°,原植被为马尾松 ( Pinus

massoniana )林。 1993年春按 2 m× 2 m开垦成水平带 , 带内挖大穴播种育苗 , 每穴 3～ 4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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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 ,出苗率为 85. 00%。 1994年春采用挖骨接 , 成活率 94. 60% , 666 m
2
面积上培育出嫁接

苗 1 200株。当年秋冬季除按株行距留下苗木外 , 其余移出并进行扩穴整地。据调查 , 嫁接后

2 a平均苗高 1. 25 m,树冠投影面积 0. 55 m2 ,有 36. 41%植株挂果 ,平均每个新梢有球苞 0. 38

个。

2. 3　实生苗造林翌年嫁接

试验地设在安吉县皈山乡 , 面积 3. 33 hm
2
, 低丘缓坡 , 土层深厚肥沃 , 开垦成园前为稀

林地。 1991春按 4 m× 4 m种植 1年生实生苗 , 造林成活率达 96. 30%。 1992年春嫁接毛板

红品种 , 成活率 89. 20%。未成活补接后全苗。嫁接成活后 , 栗树生长结果情况见表 4。利用

表 4　实生苗造林翌年嫁接后生长结果情况

Table 4　 Grow th and f rui ting of s eed ling sp rou ts g raf ted in th e 2nd year of planting

品　种
树　龄

/a

干　径

/cm

树　高

/m

平均冠幅

/m
每株球苞 /株

平均每个

新梢球苞 /个

毛板红 2 3. 8 1. 46 0. 98 12. 5 0. 55

4 6. 9 2. 57 3. 00 77. 6 0. 95

　　说明: 树龄指嫁接成活后年龄

1年生实生苗造林 , 翌年嫁接 , 由于砧木为 2年生苗 , 根系发达 , 无需重视栽植伤根 , 因而接

穗生长良好 , 造林后 3 a开始挂果 , 取得早期经济效益。

3　结论

3. 1　试验结果表明 , 这 3种造林方式首次嫁接成活率在 77. 00%以上 , 补接后可以全苗。嫁

接树生长良好 , 结果早。生产上可根据情况分别采用 , 不失为板栗造林方式的补充。

3. 2　接穗保湿以封蜡处理为好 ,成活率高 ,但较麻烦 ;塑料带包扎成活率虽然不如封蜡处理 ,

但便于大面积应用 ; 堆土处理方法简单 , 但影响因素太多 , 成活率低而不稳定 , 不宜选用。

3. 3　实生苗造林根颈粗以 1～ 2 cm为好 , 不论嫁接成活率和新梢生长量都处于最佳状态。

3. 4　这 3种造林方式由于嫁接区域广 , 地形复杂 , 苗木分散 , 嫁接和接后除萌及补接较为花

工花力 , 使应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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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on 3 kinds of silvicultural modes show ed that planting wi th seedling

sprouts fo llow ed by g raf ting in the same or following year and planting by direct ly sowing

seeds fol low ed by g raf ting in the follow ing yea r could at tain a w ell-established seedling rate

o f ov er 77. 00% . A second complementa ry g raf ting could have this rate increased to 100%

and all of the seedling s g rew w ell. Each mode can be selectiv ely used in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speci fic si 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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