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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EucommiaulmoidesOliv），杜仲科杜仲属，

落叶乔木，高可达 20m，胸径约 50cm，树冠圆球形，

其识别要点是果、枝、叶及树皮，断裂后有白色弹性细

丝相连。花期 4月，叶前开放或与叶同放，喜光不耐

荫，喜温暖湿润气候及阳光充足的环境，适应性很强，

以疏松肥沃、土层深厚、湿润、排水良好的土壤为宜。

根系较浅但侧根生长发达，生长速度中等，萌芽性强，

是我国名贵滋补药材之一。杜仲适应性很强，对土壤要

求不严，不但在平原生长良好，而且可绿化荒山、保持

水土，改善生态环境。杜仲树形美观、叶色浓绿、病虫

害少，是优良的园林绿化树种。杜仲树皮又名丝连皮、

思皮、玉丝皮、扯丝皮等，是天然抗衰老药物，疗效显

著，属名贵的传统中药材。杜仲树除皮可供药用外，还

可生产出一种具有高度绝缘性的硬性橡胶——杜仲胶。

这种胶经过化学提纯，能耐强酸强碱，不怕腐蚀。在国

际市场上，杜仲胶的价格远远超过普通橡胶。杜仲树对

土壤要求不严，微酸碱性和中性土壤均可种植，不喜洼

涝地，能耐严寒，在零下 40℃可生存。因此，可种植在

我国南北方各地。

笔者所在林科所近几年通过对国家级杜仲良种种子

园基地的建设与实践，在建设过程中，采用容器袋营养

培育杜仲壮苗，通过嫁接杜仲优良无性系，培育杜仲嫁

接苗，按照种子园建设要求，营建林科所杜仲良种种子

园基地。

一、容器嫁接苗培育技术

（一）前期准备

1.圃地选择。选择地势较高、平坦开阔、土壤深

厚、排水良好的地带，圃地年平均气温 7.5 ～ 20℃，

年最低气温≥-20℃。我们的圃地设在安化县林业科研

究所。地处资水中游，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东经

110° 59′，北纬 28° 10′。年平均相对湿度 81%、

年平均相对温度 16.8℃、年平均相对降雨量 1687mm、

年平均相对无霜期 284d。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

温和，海拔 170 ～ 414m，土层厚度 40 ～ 150cm，黄红

壤，pH平均值 6.5，呈弱酸性至酸性反应，土质疏松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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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富含腐殖质，是杜仲适宜生长的地方。

2.整地作床。在深翻 30cm左右好圃地，经过晾晒，

清除圃地石块、杂草、杂物等，用０.3% ～０.5%的高

锰酸钾或杀螟松 30kg/km对土壤进行消毒。整平后作成

宽 1m，长以圃地宽为限的苗床，开好排水沟，耙好整

平，作到土细地平。

3.容器袋与育苗基质准备。杜仲是萌芽力特强的树

种。根际或枝干，一旦经受创伤，如采伐、机械损伤、

冻伤等，休眠芽立即萌动，长出萌芽条。一根伐桩，一

般可发l0 ～ 20 根枝条，有的可达 40根。不加人为干

预，自然地最后只能留存 1株或 2、3株。这种萌生幼

树生长迅速，叶片一般 20cm，宽 9.5cm，较实生树大

1 ～ 1.5 倍，最长的还可达 36cm。据调查，一般 25a生

杜仲树，冬季砍伐后，由伐桩萌发出的一株 4年生萌生

幼树，树高达 5.5m，胸径达 8.5cm，超过同一生态环境

条件下 12a实生树的生长速度。

所以容器袋选用 15 ～ 20cm的无纺布容器袋。基质

按 50%的黄心土，40%的森林腐殖质土及部分火土灰，

10%的锯木灰进行拌匀配制，装入容器袋内备用。为使

基质中含有足够的养分，在装填基质时可加入适量的复

合肥或有机肥。基质用 0.3% ～ 0.5%的高锰酸钾或杀螟

松 30kg/km进行杀菌消毒。

4.杜仲砧木苗准备。嫁接砧木一般选用本地砧木，

也有利用异地砧木（本所使用异地砧木）嫁接的。选用

砧木应选择地径 0.5cm，高 40 ～ 50cm左右，生长快、

抗性强、树干通直、尖削度小、树势强健、无病虫害的

植株，且要求树皮厚而光滑、叶绿肥厚、叶面积大、生

长期长的一年生苗木。

5.砧木移栽。首先用小铁铲插进装好基质的容器袋

中心部位，左右方向摆动，形成定植穴，将准备好的杜

仲砧木苗放入，复土压紧，其次浇水定根，覆土填平。

将移植好容器苗，紧密摆放在平整好的苗床上，摆好后

用细土将袋与袋之间的空隙填满，有利于保湿。

（二）嫁接

嫁接在生产上除用以保持品种优良特性外，还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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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有些种类不易繁殖的困难、抗病免疫、预防虫害，

还可利用砧木的风土适应性扩大栽培区域，提高产量和

品质。嫁接还常被用作研究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

植物病毒学和植物组织等的手段。

1.嫁接时期。杜仲嫁接时期宜在春秋二季，一般是

在春季 4月前后进行，秋季 8月前后进行。此段时间主

要是杜仲形成层的细胞分裂及树液流动比较强，且皮层

易剥离、易愈合、嫁接成活率高。嫁接时间以下午、傍

晚较好，应避开雨天，以防降水进入接口影响愈合。

2.接穗采集。夏秋二季进行嫁接所用接穗，最好是

随采随接（我所所用优良无性系是省林科院提供），穗

条应选择树体中上部健壮、新鲜、充实、没有病虫害

的一年生枝条。采穗后，即放置于阴凉处剪除叶片（保

留 0.5cm长的叶柄）和生长不充实的梢端，以减少水分

蒸发。每 50 ～ 100 根捆成一捆，挂上标签，注明品种

及采集日期。如暂时不用，应用苔藓、湿布在室内用湿

砂埋藏。远距离运输的接穗，要用竹筐或有孔的木箱装

运，箱内用塑料薄膜及通气良好的保湿材料包装，避免

高温和曝晒。春季嫁接的接穗，应于早春树液流动前采

下，每 100 支接穗扎成一捆，标明易于识别的标签，用

湿砂埋藏。大风、干旱地区，可用石蜡液快速沾封接

穗，防止接穗失水，影响成活。同时，每一杜仲无性系

穗条上挂好标签，标明采集日期、地点与品种。如长途

运输，则需保湿、保鲜。

3.嫁接方法。芽接。芽接是嫁接过程中最常用的方

法，其操作简单，速度快，嫁接成活率高，且节约杜

仲接穗。具体操作步骤是：首先在杜仲砧木离地面约

10cm处用刀削深达木质部的盾状切面，且削面长度约

3cm。其次从杜仲接穗上的接芽上方向下削一深达木质

部的盾状接芽，其削面长度约 2cm。最后，将杜仲接穗

与砧木削面贴合靠紧，如所削杜仲砧木与接穗大小不一

致，可使双方形成层对齐一边，用嫁接薄膜绑紧。在绑

的过程中，应使芽片上方露出一线砧木皮层，这样便于

芽片的愈合，保证嫁接成活率。

枝接。枝接主要是采用“二面三刀”嫁接法，就是

在杜仲接穗上削三刀，形成一个长削面一个短削面，可

以适当增加杜仲砧木与接穗削面的长度和面积，也就增

加了杜仲砧木与接穗之间的愈合面积，缩短了愈伤组织

形成的时间。具体操作步骤是：首先在培育好的健壮杜

仲砧木，离地面 3cm左右处剪断砧木，削平剪口，在其

断面平直一方，从下往上轻轻削长短约 0.1cm的削面。

其次，在短斜面的韧皮部与木质部之间，从上往下削长

约 3.5cm的削面。再将杜仲无性系穗条剪成长约 3cm的

穗段，且有 1～ 2个穗芽。第一刀在杜仲接穗芽口背面

下部削一平直、光滑、深达木质部，且长度约 3cm的削

面。第二刀在是削面的反面削长度 1cm左右的马耳形状

的短斜面，与长削面成 40°。第三刀是在马耳形短斜

面的上方部位，削长度约 2cm左右的短削面，要求短削

面与长削面平行，将削好后的杜仲接穗长削面向内插入

砧木的切口中。如果杜仲砧木与接穗大小不一致，可使

形成层对齐一边，将砧皮覆盖接穗的短面和上部“短削

面”，使砧、穗削面紧密相连，用塑料薄膜绑紧，培土

至接口处，但接穗芽要外露。待嫁接成活后扒开培土，

选择阴天用刀划破包扎塑料带，使其松开。

4.嫁接后管理。松绑。杜仲嫁接后，要经常检查，

如发现触芽下叶柄脱落，芽呈鲜绿色，则说明嫁接成

活，待到杜仲嫁接芽萌发抽枝后，应及时解除塑料膜，

增加嫁接成活率及促进接穗生长。

抹芽。嫁接后砧木实生萌条生长较快，需要及时抹

除砧木萌芽，以免影响接穗与砧木的形成层的愈合及嫁

接芽的生长。

培育管理。在杜仲嫁接苗期管理过程中，松土、除

草是重要环节。除草宁早勿晚：在杂草容易繁殖的苗圃

地，每隔 2～ 3周进行浅表层铲草培育保持苗圃地疏松

无杂草状态。

结合除育，以及杜仲嫁接苗木生长情况，适时适量

追施复合肥，也可进行叶面喷肥，增加苗木生长的营养

供给。在苗木生长期间，要根据土壤肥力状况和苗木需

肥特点，适时追施速效肥，前期以氮、磷、钾肥为主，

后期以磷、钾肥为主，氮、磷、钾比例为 2 ∶ 2 ∶ 1。

每次施肥后，应及时浇水。

苗圃的浇水和排水。浇水最好在傍晚或清晨进行，

在降雨量大的季节和地下水位较高的圃地要做好排水工

作，防止土壤含水量过高和持续时间长而产生的涝害。

病虫害防治。杜仲嫁接后，在生长过程中时有病虫

害发生，比如立枯病、叶枯病和地老虎等，要及时用

甲基托布津或多菌灵 800 倍液加敌敌畏 800 倍液进行防

治，达到“防早、防小、防了”的原则。

（三）影响嫁接成活的主要因素

1.采穗后到嫁接的间隔时间对成活率的影响。间隔

时间长，穗条的保湿因高温易受损、失水变色，形成层

活性减弱，成活率降低。我所由省林科院采集杜仲优良

无性系 21个，因运输时间长，造成成活率只有 60%。

2.接穗与砧木的形成层对接和削面长短对成活率的

影响。接穗与砧木形成层在对接过程中，如果对接错

位，二者难以愈合。同时接穗与砧木削面愈短，形成层

愈合后，砧木提供的水分与养分难以保证接穗的生长，

造成先活后死的现象。接穗与砧木削面愈长，在缚的过

程中，易造成形成层错位，难以愈合。

3.切口包扎对成活率的影响。切口包扎不紧密，造

成接穗与砧木中有空气，同时水分易流失、雨水易进、

易氧化，影响形成层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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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杜仲容器嫁接苗在良种基地建设过程中的

应用

杜仲种子园在建设之前，对于地理位置的选择至关

重要，不同的树木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不同，种子园建

设地的选择应根据将要种植的树木品种来进行。种子园

的位置选择要考虑到光照是否充足、地势是否相对平

坦、对于树木的运输是否方便等。种子园的大小范围应

结合实际需要的种子数量，扩大相应的范围进行选择。

因为大部分的林木种子园在选择园建地址的时候都无法

选到绝对的平原地带，那么对于山区地带，种子园应该

请专业人士进行科学的种植划分，对于适合种植在山脊

地带的树木、适合种植在山沟地带的树木等，要进行科

学合理的种植，确保种子园的地理位置和树木间的和谐

发展。

杜仲良种种子园基地的建园程序可分两种：一种是

在选择好的建设地点，采用先定植砧木成活后，第二年

选用优良杜仲无性系嫁接，嫁接不成活的植株再进行补

接。但此种方法很费时费工，增加了建园成本，也难以

管理。同时由于补接次数多，植株高低不一，林相不整

齐。二是先培育好嫁接苗，待成活后，再整地、挖穴，

上山定植。此种方法不需要先定植砧木，而且定植成活

率高，补接工作量小，不会带来不利因素，基本一次性

定植成园。因此，要达到园区内林相一致，需要增加建

园程序，一是先要培育优良杜仲无性系嫁接苗，二是要

增加圃地培育成本及定植搬运成本。

三、小结与讨论

杜仲优良种子园基地建设采用营养袋嫁接苗定植，

首先在圃地培育杜仲嫁接苗，有利于集中管理，提高杜

仲嫁接成活率与保存率，其次可基本上一次定植成园，

且林相整齐。

提高优良杜仲嫁接苗成活率的关键技术，注意好杜

仲嫁接时期，宜在春秋二季，嫁接时间以下午、傍晚

较好，避开雨天。选择生长健壮好的穗条，活性强易愈

合，穗条采用随采随接，选择树体中上部健壮、新鲜、

充实、没有病虫害的一年生枝条，注意采穗后的保鲜、

保湿。嫁接速度要快，可以优先考虑芽接的方法，操作

简单，速度快，嫁接成活率高，且节约杜仲接穗，也可

考虑枝接的方法，只是要注意工人的熟练程度。形成层

要对齐，削面尽量增大，接穗与砧木形成层在对接过程

中，如果对接错位，二者难以愈合。同时，接穗与砧

木削面越短，形成层愈合后，砧木提供的水分与养分难

以保证接穗的生长，影响成活率。接穗与砧木削面越过

长，在绑缚的过程中，也容易造成形成层错位，难以愈

合，这都是需要注意的因素。杜仲砧木与接穗贴合要紧

密，切口要用嫁接膜包严扎紧，切口包扎如果不紧密，

造成接穗与砧木中有空气，那么水分易流失、雨水易

进、易氧化，影响形成层愈合。嫁接后最好用保鲜袋或

湿土封埋住嫁接部位等，使嫁接部位保持较高温湿度。

容器袋选择要适宜。容器袋大，填装基质多，虽有

利于苗木生长，但不易搬运。容器袋小，填装基质小，

苗木生长营养供不上，不利于苗木生长与嫁接成活。

用容器培育杜仲嫁接苗，定植建设优育无性系杜

仲种子园，虽然优点很多，但是需要增加建园程序与

成本。

严格注意嫁接后的管理，嫁接成活，嫁接芽萌发抽

枝后，应及时解除塑料膜，增加嫁接成活率以及促进接

穗生长。嫁接后砧木实生萌条生长较快，要及时抹去砧

木萌芽。在嫁接苗管理过程中，记得按时松土，除草，

浇水，适时适量追施复合肥或叶面喷肥，增加苗木生长

的营养供给，最后就是注意病虫害的防治。

四、结束语

杜仲培育是一项系统工作，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本

文主要从杜仲的容器嫁接苗培育技术，杜仲容器嫁接苗

在良种基地建设过程中的应用，小结与讨论三个方面对

建设杜仲良种种子园技术进行了分析。杜仲的容器嫁接

苗培育技术包括土地选择、整地做床、容器袋与育苗基

质准备、杜仲砧木苗准备、砧木移植、嫁接时期、接穗

采集、嫁接方法、嫁接后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由

于国内外市场对药用杜仲皮和工业用杜仲胶需求旺盛，

因此，种植杜仲前景广阔，希望本文能够为杜仲容器嫁

接苗培育技术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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