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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丝棉木在宁夏灵武引黄灌区的引种驯化试验

杨红花 付 晓 王 波
宁夏仁存渡护岸林场Ǔ宁夏Ǔ灵武Ǔ750400

摘� 要：本文通过在宁夏灵武引黄灌区开展大叶丝棉木引种驯化试验，观测丝棉木坐地苗与移植苗上嫁接大叶丝

棉木的成活情况，总结大叶丝棉木引种驯化管理技术要点，为大叶丝棉木在宁夏引黄灌区的种质资源保存、快速繁育

应用及推广提供重要的技术依据。结果表明：大叶丝棉木具有非常强的适应性，在丝棉木坐地苗和移植苗上均可以嫁

接；坐地苗嫁接大叶丝棉木相较于移植苗成活率更高，引种驯化试验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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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灵武市地处宁夏中部，灵武引黄灌区是我国四

大古老灌区之一，已有两千多年的灌溉历史。*

大叶丝棉木属于卫矛科卫矛属，是在丝棉木的基础

上优选培育的一个优良变种。大叶丝棉木不但完全继承

了丝棉木的优点[1]，例如耐干旱，耐盐碱，耐严寒，抗虫

害好，还具有叶片大、叶片革质较厚，枝干更为挺拔、

树形优美，景观效果好的特点。北至吉林，西至青海、

新疆都可以大面积的种植，在我国北方生态建设和城市

园林绿化中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宁夏仁存渡护岸

林场通过开展大叶丝棉木在宁夏灵武引黄灌区的引种驯

化试验研究[2]，不断探索大叶丝棉木引种驯化管理技术，

总结出一套大叶丝棉木育苗栽培管理技术要点，为大叶

丝棉木在宁夏引黄灌区的种质资源保存及快速繁育的应

用及推广提供重要的技术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宁夏仁存渡护岸林场渡口管理站和新华桥

管理站苗圃地，两地均处银川平原中部，海拔1250 m，属
于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日照充足，温差较大，热

量丰富，无霜期较长，全年日照时间3080.2h，平均无霜
期157d，植物生长期持续170d，年平均气温8.8℃，年降水
量206.2～255.2mm，能满足林木生长需求。地貌类型为黄
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沟渠纵横，土壤PH呈弱碱性，
类型主要为灌淤土、盐渍土、淡灰钙土，有机质含量大于

0.8%。试验地沟渠路配套、交通便利。
1.2  试验材料
试验选用丝棉木优良变种“大叶丝棉木”为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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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病虫害防治及档案整理等工作。

象，以宁夏仁存渡护岸林场渡口管理站种子繁育的丝棉

木（D = 2.0-3.0cm）为砧木，进行嫁接繁育试验，每株丝
棉木砧木嫁接2个大叶丝棉木接穗。

1.3  试验方法
试验布设渡口管理站和新华桥管理站两个区域以及

坐地苗和移植苗两种栽植方式，苗木截干嫁接高度均为

1.5m。渡口管理站为坐地苗嫁接试验1066株，株行距
1*4m,计8.5亩；新华桥管理站为移植苗嫁接试验2968株，
株行距1*1.5m,计7亩。合计嫁接大叶丝棉木4034株，计
15.5亩。嫁接后对两块试验地苗木进行同步日常管护工
作，主要包括土壤管理和苗木抚育管护，根据土壤条件

和苗木生长情况进行松土、除草、灌溉、施肥、抹芽、

修剪、除蘖，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管护工作。

2 技术措施

2.1  移植苗砧木准备
2.1.1  栽植地准备
2 0 2 1年秋季对新华桥管理站栽植地块深翻细

作，机械平整，耱平耱碎，镇压保墒（整地深度在

20cm～25cm）。杂物清除后，可使用农业机械多次耕翻
土壤，直至达到苗木移栽所需要求。结合整地亩施腐熟

羊粪4方，灌足冬水；2022年3月份进行平床整田，施底
肥复合肥30斤/亩、辛硫磷10斤/亩、磷酸二铵10斤/亩、辛
硫磷8斤/亩、多菌灵5斤/亩。

2.1.2  苗木处理
苗木出圃后，加强苗木保护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

水分散失，缩短苗木根系在空气中暴露的时间，同时在

分级、包装、运输等过程中要做好遮阳措施。苗木挖出

后按要求截干、修根、整形，不仅运输方便，而且有助

于减少苗木地上部分的水分蒸发，同时通过蘸泥浆可使

根系保持湿润。

2.1.3  砧木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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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底起苗、转运、栽植。起苗时做好截
干、修根、保水，并严格运输中的包装和洒水，苗木

进场后做好假植和保护。栽植7亩，株数2968株，间距
1m×1.5m，栽植时注意“三埋两踩一提苗”，栽植后灌足
水，灌水后及时扶正苗木[3]。

2.2  坐地苗砧木准备
将渡口管理站原种子繁育的丝棉木苗圃地预留试验

所需的苗木，截干嫁接大叶丝棉木，保留8.5亩，株数
1066株，定植间距为1m×4m，剩余苗木全部出圃。

2.3  嫁接大叶丝棉木
2.3.1  接穗来源
该引种驯化苗木选用丝棉木优良变种“大叶丝棉

木”，与供苗方签订引进品种纯正保障协议，保证品种

来源清晰，品种纯正。同时在引种过程中做好苗木的检

验检疫，防止外来树种可能产生的不良生态后果，对引

进的繁殖材料严格检疫，以防带进灾害性的病虫源。

2.3.2  嫁接
选择大叶丝棉木1厘米左右木质化枝条，截取10厘米

左右接穗，劈接到已截干的丝棉木砧木上，每个苗木嫁

接2个接穗。嫁接时严格按技术要求削好砧木和接穗，接
面平滑，砧木和接穗的形成层紧密联接结合，绑扎松紧

适度。

2.3.3  嫁接穗条管理
嫁接后将接穗进行套袋处理，保温保湿，加快伤口

愈合，提高嫁接成活率。当砧木和接穗完全长为一体时将

扎带解绑。如芽子通体显绿、芽端坚挺说明嫁接成活，相

反，若芽体变枯萎缩、一碰即落说明嫁接没有成功。

2.4  养护管理
2.4.1  灌水
栽植后立即浇头水，一般过5-7天要浇二水。在生长

季节可视土壤墒情确定浇水次数，每次灌水要灌透。定

植2年以后，主要是浇好防冻水和解冻水外，平时可以不
浇水，灌溉后注意跟上松土除草保墒。

2.4.2  整形修剪
第2年在主干顶部选留3-4个不同方向的长枝作为主

枝培养，春季修剪时疏除下部的所有枝条。当主枝长到

60cm左右时进行短截，促进侧枝生长，运用相同的措施
促发二级侧枝生长，基本到第3年，即可培养出比较丰
满的树冠。基本树形成型后，修剪的主要任务就是，及

时疏除过密枝，保持树冠通风透光，调整结构，均衡树

势，保持优美树形。

2.4.3  松土除草
松土除草可使土壤疏松、空气流通，调节泥土温

度，促进土壤中养分的分解，有助于苗木根部吸收。松

土除草不能过浅，也不能过深，因为太浅起不到应有的

作用，过深又会伤害苗木根系。松土、锄草的深度一般

以6～7 cm较为适宜。
2.4.4  施肥
栽植后，除施用基肥外，还应进行追肥，用氮磷钾

复合肥效果最好[4]。次年分别于5月和9月份，结合浇水沟
施1次含氮量较高的复混肥，封冻前灌冬水。

2.4.5  病虫害防治
危害大叶叶丝棉木的害虫主要有金星尺蠖和菜叶

蛾，春秋危害较重，防治最好在幼虫 3龄前用44％多虫清
乳油800倍液、20％灭幼脲5000倍液或溴氰菊酯2000倍液
进行防治。病虫害防治主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勤

观察，精心管护。

3 试验调查

分别对渡口管理站坐地苗和新华桥管理站移植苗嫁

接的大叶丝棉木采取随机调查的方法，每个试验地随机

选取500株苗木，于2022年6月份测定成活率、2023年4月
份测定越冬率，同时表象观察大叶丝棉木相较于丝棉木

的物候特征和生长情况。

4 结果与分析

4.1  大叶丝棉木嫁接成活率及越冬保存率对比
表1 不同地块大叶丝棉木嫁接成活率及越冬存活率情况

试验地布设 嫁接株数
成活率调查
（2022.6.1）

越冬率调查
（2023.4.25）

渡口管理站试验地
（坐地苗嫁接）

1066 95.00% 81.30%

新华桥管理站试验地
（移植苗嫁接）

2968 86.00% 82.50%

从表1可以看出，大叶丝棉木接穗嫁接在丝棉木上
具有成活率高的特点，在坐地苗上嫁接成活率可达到

95.00%，在当年移植苗上嫁接成活率达到86.00%。这
是因为大叶丝棉木属于卫矛科卫矛属，本就与丝棉木同

宗同源，嫁接亲和程度高，是在丝棉木的基础上优选培

育的一个优良变种。两个试验地嫁接成活率所表现出的

差异，仅为砧木自身存在的差异，渡口管理站砧木是坐

地苗，根系更加稳固，生长旺盛，生命期长，树势和抗

逆性更强，嫁接大叶丝棉木接穗后有利于接穗愈合，接

穗容易成活；而新华桥管理站是移植苗，砧木移栽后根

系未充分生长，生长势削弱，生命期短，树势和抗逆性

较弱，移栽后成活率相对较低，且在移栽过程中根系损

伤，导致大叶丝棉木接穗和砧木结合不好，接穗成活率

较低。经过一个生长季，对两种试验地嫁接数量的统计

发现，丝棉木坐地苗嫁接和移植苗嫁接越冬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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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0%、82.50%，整体上大叶丝棉木经过一年的生长和
管护，存活率均有所降低，但坐地苗嫁接损失率14.42%
远高于移植苗嫁接损失率4.07%，这是因为坐地苗嫁接
成活率高、新梢生长量大，部分生长势突出的苗木在

2022年7月下旬时的大风中风折摧毁，从接穗根部直接劈
裂，导致存活率极大降低，反而移植苗嫁接苗由于生长

缓慢、枝量较少而较多的保存了下来。通过对两种试验

地嫁接苗木的成活率及越冬存活率调查统计，不难发现

对于大叶丝棉木嫁接成活的影响因素包括砧木、嫁接方

法、时间、 接穗质量、接穗封蜡技术以及管护技术等，

因此，要想保证较高的嫁接成活率嫁和存活率必须选择

合适的砧木、正确的方法、准确的时间以及高质量接穗

和及时的管护技术措施（比如新梢摘心措施）。

4.2  大叶丝棉木的物候特征和生长情况观察
通过观察发现，大叶丝棉木早春发芽稍迟于丝棉

木，但相较于丝棉木具有速生性，生长速度大于砧木，

生命力明显更为旺盛，嫁接部分有接穗将砧木撑开鼓

包现象，树冠生长较大致使接穗容易劈裂，抗风能力不

强，后期管护时要及时对树冠修枝整形。

丝棉木是典型的低碳环保树种，具有耐高温、耐

寒、耐旱、抗风性强、病虫害少等诸多优良特性[5]。大

叶丝棉木相较于丝棉木叶片更加饱满，长度可达到20厘
米，宽度可达8厘米，且叶片革质较厚，区别于夏季高温
丝棉木叶片卷边情况，对有害气体的吸附效果更好。同

时大叶丝棉木适应性更强、易萌发侧枝、枝条不下垂、

杂枝较少、树冠饱满、枝条分布合理、树冠优美，落叶

较迟，果实脱落时间更晚，冬季还有少量果实挂在树枝

上，果实艳红，果粒大，和其母本丝棉木比起来，大叶

丝棉木有更佳的景观表现。

5 结论与讨论

5.1  大叶丝棉木嫁接在丝棉木坐地苗和移植苗上均具
有非常强的适应性，由于大叶丝棉木本身就是从丝棉木

上面优选出来的，两者亲和性极好，嫁接成活率高。但

坐地苗嫁接成活率更高，在引种驯化时坐地苗嫁接应为

首选。

5.2  在丝棉木上嫁接大叶丝棉木不但增加了大叶丝棉
木对气候和土壤的抗性，还可以将大叶丝棉木乔木化，

用地径3—4cm的丝棉木嫁接大叶丝棉木，2年冠幅就能达
到80cm以上，适用于园林工程，有效扩展了普通卫矛科
植物的功能，弥补了北方地区常绿阔叶景观树种少且生

长缓慢的不足。

5.3  大叶丝棉木早春发芽稍迟于丝棉木，但相较于丝
棉木具有速生性，生长速度大于砧木，生命力明显更为

旺盛，嫁接部分有接穗将砧木撑开鼓包现象，树冠生长

较大致使接穗容易劈裂，抗风能力不强，后期管护时要

及时对树冠修枝整形（或摘心）。

5.4  做好大叶丝棉木的日常管护工作。主要包括圃
地土壤管理和大叶丝棉木树体抚育管理，可根据土壤条

件和苗木生长情况，进行松土、除草、灌溉、施肥、抹

芽、修剪、除蘖，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管理工作。合理的

管理工作可以节约成本，同时可以有效促进大叶丝棉木

的生长发育，因此必须作好综合管理，抓好每个环节，

提高引种驯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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