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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繁殖也就是无性系繁殖，是利用乔木或灌木的

根、茎、芽、枝条等营养器官，通过无性系技术手段

繁殖成林木新个体的方法。营养繁殖技术在繁育工作中

应用比较广泛，包括：扦插、嫁接、压条、埋条、根蘖

等繁殖方式。经过实践，该技术以扦插育苗和嫁接育苗

为主要繁殖方式。营养繁殖具有林木个体生长快、适应

能力强、保持母本优良性状较好，比实生苗开花结果早

等特点。相对于播种繁殖苗，营养繁殖苗的繁殖方法简

便、投入成本也较低。尤其适用于结实少、种源不足及

珍贵稀有的乡土树种，如山杨、楸树、红豆杉等。营

养繁殖苗也存在母本选择性有限、后代早衰等缺点。在

林业建设过程中，应用营养繁殖苗造林绿化已成为主流

趋势，这种林分成林后林相整齐、蓄积量高、林木品质

好，便于集约化经营和规模化加工。

一、营养繁殖中扦插育苗和嫁接育苗繁育技术

（一）扦插苗繁育技术

1.扦插育苗就是林木的叶、根、枝在土壤中发育成

完整植株的能力，扦插成活的关键在于根的形成。种类

不同，根的原始体在插穗中的部位及形成时期不同，如

白毛杨是皮部生根、悬铃木是愈伤组织生根、杨树及

柳树是潜伏不定根原始体生根、葡萄是侧芽或潜伏芽生

根等。扦插繁殖多数以枝插为主，在秋末冬初林木落叶

后，选择光照充足、枝条内营养物质多、含水量丰富，

且生长快、树干通直、无病虫害的幼龄母树，并从树干

中下部或根部剪取健壮的 1 ～ 2a萌生枝作为插穗。插

穗应含有根原始体和水分，这样利于生根，插穗剪取长

度通常在 10 ～ 20cm之间，如果是单芽短穗剪取长度

在 3 ～ 4cm之间。剪取插穗时上端切口应剪成平面，

离上一个芽 1cm左右，下端切口在芽下 1cm左右，剪

成斜面或平面。剪插穗用的工具要用酒精消毒，刀口要

锋利，做到剪口平滑，防止劈裂、破皮和伤芽。林业生

产需求量大时，可用专业的切条机来满足需求量，每班

可切 5万～ 6万个插穗。冬季采集插条，要等到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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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土壤解冻后方可扦插，这一过渡时期为防止插条

脱水、受冻、霉变或发芽，应对其进行冬藏。土壤封

冻前，可在室外遮阴处用湿沙层积坑藏，并在上层铺盖

遮阳网利于插条安全越冬。为了提高林木成活率，可在

扦插前将插穗放在经过消毒处理的水中浸泡 3 ～ 5d左

右，让其吸足水分，这样有利于扦插苗生根，还可泡除

生根抑制物质。每天早上和晚上各换水一次，防止泡坏

种条。落叶松、云杉等难生根的树种，可将插穗的下端

放在 30 ～ 35℃的温水中浸 2h左右，使其树脂溶解，

有利于切口的加速愈合和生根。杨树、柳树等容易生根

的树种，可将插穗下部在晚上浸水，到第二天中午放在

20 ～ 25℃的温沙中催根 3～ 4d，直至出现根的原始体

时及时进行扦插，这样成活率较高。除此之外，还可以

用生根剂萘乙酸、吲哚丁酸等生根刺激素促进扦插苗生

根，如用萘乙酸 50ppm浓度浸泡插穗下部 12 ～ 24h，

或用插穗下部蘸滑石粉 500ppm粉剂扦插，成活率也较

好。经过催根处理后，每年的春、秋两季均可扦插，通

常在初春 2—3月进行。注意扦插密度，墒距 60cm，株

距 15 ～ 20cm，每墒 1 ～ 2行，亩产 6000 ～ 8000 株左

右。扦插时采用直插或斜插，容易生根的树种如白蜡

在土壤疏松的条件下，采用直插方式，插穗不宜过长

10cm左右为宜。红土透气性差，则采用斜插方式，插时

注意芽的位置，不能倒插。扦插深度以插穗上端与地面

齐平为宜，插后要敲实，防止悬空，之后及时浇水以保

成活。泡桐、漆树等树种根的再生能力强，可采用插根

繁殖方式育苗效果也很好。

2.扦插苗后期的抚育管理也很重要，在苗木生长发

育期，部分幼苗娇嫩弱小，避免太阳灼伤及倒春寒，应

及时搭建遮阴网，每天遮阴 8～ 16h。浇水应浇透，雨

季及时排水，做到“外水不侵，内水能排”，“旱能浇，

涝能排”。施肥应以有机肥为主，“薄肥勤施”。松土除

草不能伤到幼苗根系，当幼苗长到 15 ～ 20cm高时，选

择一个健壮挺直的嫩枝做主干，其余的侧枝、侧芽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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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除，之后细心抚育注意病害及虫害的发生。

（二）嫁接苗繁育技术

1.嫁接就是把具有优良性状母本的枝或芽移接到砧

木上，两者愈合后形成新植株的方法。母本上的枝或芽

为接穗，承受接穗的个体为砧木，长大之后的植株为嫁

接苗。嫁接能继承母本的优良性状，还能增强苗木抗

旱、抗涝、抗病虫害及耐低温的能力。许多珍贵树种和

经济林都采用嫁接方法育苗。林木嫁接后能够成活，主

要在于接穗与砧木形成层的紧密度，两者接口互相产生

愈伤组织，接穗的枝或芽得到砧木提供的养分和水分，

在愈合过程中，开始发芽及正常生长，形成新的个体。

嫁接时，尽量扩大接穗与砧木间形成层的接触面，接触

面愈大，愈合愈快，就更容易成活。选择同种同属的林

木嫁接最好，它们之间亲缘关系近，亲合力强，愈伤组

织愈合快利于形成新个体，如白蜡嫁接四季桂，山木香

嫁接月季等。品种不同，萌芽时间各不相同，萌芽早的

树种如棠梨树、柳树等砧木萌动早，接穗得到水分和养

分更及时，容易成活，杨树、国槐、泡桐等砧木萌动

迟，接穗得到水分和养分慢，不易成活。温度高，湿度

小，接穗容易干枯。温度低，形成层细胞不易分裂，也

难成活。因此，嫁接适宜的温度为 20 ～ 30℃，湿度为

80% ～ 90%。

2.接穗应从本土树种的中年母树上，选择品质好、

长势健壮、无病虫害的树冠中、上部外缘枝条上采集，

通常接穗种条长为 50 ～ 70cm。生长期采集的接穗现采

现嫁接，而冬季休眠期采集的接穗种条，应放在温度

低、湿润的环境中储存，到第二年春天再进行嫁接。嫁

接选择当地生长、根系发达、抗性强、与接穗亲和力高

的同龄实生苗作为砧木。针叶树种采用同种共砧，如罗

汉松接穗嫁接在 2～ 3a年罗汉松实生苗上。落叶松、马

尾松、杉木可用 2 ～ 3a生实生苗；樟子松可用 3 ～ 4a

生实生苗；红松、云杉可用 4～ 5a生实生苗；阔叶树种

如香樟可用 1～ 2a生实生苗作砧木。嫁接前应考虑嫁接

苗嫩梢木质化程度及安全越冬等问题，并科学合理地调

整嫁接时间。枝接宜在春季芽未萌动前 2月下旬到 4月

中旬进行；芽接则宜在夏季 5月中旬到 6月中旬进行，

此时砧木、接穗皮层容易剥离，愈伤组织愈合快，利于

成活；嫩枝及半木质化枝接宜在 5—7月进行，此时是

苗木生长旺盛季，树液流动快、水分和养分充足，利于

成活。确定嫁接时间后，对参与嫁接的人员进行技术培

训，熟练掌握嫁接技术操作规程。此外，还要随时检查

接穗的生活力，避免接穗脱水。嫁接前，将放在低温处

储藏的接穗移到 5℃左右湿润的环境中活化或接前浸水

12～ 24h，以提高成活率。

3.嫁接分为枝接和芽接两种方法。在嫁接繁殖中

枝接以劈接、髓心形成层贴接为主，劈接选择接穗长

6～ 10cm，有 2～ 3个饱满的芽为宜。在接穗下端芽的

两侧斜削成长约 3cm的楔形削面，有芽的一面应稍厚，

另一面应稍薄，削面要保证平滑。砧木离地面 5～ 6cm

锯断，断面要削平，之后用嫁接刀于断面中央劈一垂直

接口，接口深度与接穗削面长度相同。如果砧木又粗又

大，可劈成“十字形”接口，插入接穗的时候，可用木

棍或木棒撑开劈口，再将削好的接穗厚边朝外插入劈口

中，使接穗和砧木的形成层对齐，插至微露削面上端为

宜，然后拔出木棍或木棒，再用塑料封口膜将切口裹严

绑实或在切口上涂抹植物伤口愈合剂。通常砧木小，可

插 1～ 2个接穗，砧木粗大，可插 3～ 4个插穗；髓心

形成层贴接法多用于针叶类树种的嫁接，选 1年生，

8～ 10cm长的枝条作接穗，顶端保留 6～ 8束针叶，其

余全部摘除，在针叶下方 1～ 2cm处，用锋利的嫁接刀

先斜切至髓心，再沿髓心纵向削去接穗的另一面，反面

末端最后斜切一刀，使接穗底部成舌形。砧木用 2～ 5a

生苗，选通直的一侧摘除针叶，将皮层从上至下削平，

砧木削面长度与接穗削面相等，下端斜向切掉削平的皮

部，使其成尖趾状。再将削好的接穗贴于砧木的削开部

位，使砧木和接穗的形成层紧密结合，最后用塑料薄膜

带从上至下裹紧捆实，利于成活；芽接可采用丁字形芽

接法，多用于经济林木。选当年生健壮、饱满的种条作

接芽。接前用湿润的布或湿稻草保护种条，接芽现采现

用，砧木用 1～ 2a生苗。嫁接时，在种条上削取盾形芽

片，长约 1.5 ～ 2cm，砧木离地面 5cm处切一个“丁”

字形接口，把芽片放入接口，再用塑料薄膜带捆扎严实

并涂抹上接蜡。

4.嫁接苗应分类抚育管理，采用芽接的多数树种

10～ 15d后检查成活率。接芽新鲜、叶柄一碰就掉，证

明已成活，接芽颜色灰暗、无叶绿素，证明没有成活，

对没有成活的苗木要及时对其进行补接。对已成活的苗

木，在春季发芽前把接活芽上部的砧木剪除，并及时抹

除接活芽下部砧木上的萌芽。在北方地区，冬季十分寒

冷，为防止接芽冻害，可培土防御。采用枝接的树种

30 ～ 40d，可检查成活率。接穗色泽好、青绿油亮并抽

出新梢，证明已成活，选择一个健壮、生长旺盛的芽留

下，其余剪除，砧木上的萌芽也要一并剪除，这样有利

于嫁接苗的生长发育。落叶松成活后 30 ～ 60d可拆除

塑料薄膜带，樟子松则要等到第二年的 5—6月才可拆

除塑料薄膜带。加强嫁接苗的水、肥管理，做好中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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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防冻和病虫害治理工作。

二、营养繁殖育苗技术在林业实践中的应用

营养繁殖苗在林业建设中应用比较广泛，营养繁殖

苗能改良林分结构，提高扦插苗或嫁接苗的成活率，并

能满足造林绿化批量用苗的需求。这样不仅能实现集约

化经营，还能降低林业生产建设成本的投入。

采用营养繁殖技术，可以很好地继承和保留母本原

有的优良性状，并从根本上改善劣质苗木的品质，提高

苗木利用率，在很大程度上，为珍贵稀有苗木提供了技

术支持。

很多地区已采用营养繁殖苗为荒山、荒地造林，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优良的遗传性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得到人们的高度认可。营养繁殖技术还为无性

系选育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林业实践中可以

更加科学地对选育苗木作遗传分析，并将母本的优良性

状，科学、合理、安全地延续到目的树种上，实现森林

资源物种的多样性。

三、结束语

营养繁育技术中，扦插育苗和嫁接育苗是获得优质

苗木的基础，两者都有优点和缺点。不断探索和发现科

学的繁育技术，是取长补短、自我革新的必经之路。有

了优质的苗木，才能恢复和扩大森林资源，优化林分结

构，保持生态平衡，为林业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达到森林

资源可持续发展及永续利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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