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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吉林省白城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毕庆玲、孙莹、杨爱国、张志、马盈会、陈淑华、范鹏辉、任晓远、苏琳、罗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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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桑培育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蒙桑(Morus mtmgoWoO 的嫁接繁殖、种子繁殖、苗木出圃、栽培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蒙桑苗木繁育及造林。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蒙桑各分布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001 育苗技术规程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 19173 桑树种子和苗木 

3 育 苗 技 术  

3.1 嫁接繁殖 

3.1.1 接穗准备 

3.1.1.1 接穗采集时间 

接穗宜在嫁接前采集贮藏，要求接穗枝条含水量在 45%左右为适宜。采集时间为蒙桑休眠期的冬末

或初春，一般在 1月份〜3 月份采集。北方在三月初采集;南方在二月初采集„ 

3.1.1.2 接穗选择 

接穗可选用基部围度在 0.5 cm〜2.0 cm、生长健壮、木质充实、冬芽饱满、无破损、无病虫害的

一年生枝条。 

3.1.1.3 接穗保存 

接穗以窖内沙藏贮藏为最佳，温度在 0 ℃〜5℃， 湿度保持在 70%左右，以保持接穗新鲜和休眠 

状态。 

3.1.2  砧木准备 

砧木选择 

宜选择地径在 0.5 cm 以上、生长健壮、无病虫害、无冻害、无损伤的 1年生本地实生桑作为砧木。

3.1.2.2 砧木的保存 

室内嫁接的砧木以即挖即用为好。但嫁接量大时，为防止砧木树液流动，宜提早起出，放在背光处 

假植或窖内沙藏假植。在春季寒冷化冻较晚的地区，为保证春季的嫁接时间，宜秋季苗木休眠后、上冻

前，起苗做越冬假植。假植方法按 GB/T 15776 要求做。 

3.1.3  嫁接 

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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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种子繁殖 

蒙桑果呈紫红色时为采收适期。采下的桑果要及时揉搓处理,使果皮、果肉与种子分离，然后用清

水反复淘洗，除去果肉和杂质。把淘洗后的桑籽摊开，厚度不超过 1 cm，放在通风干燥处阴干。 

3.2.1 种子质量 

新鲜优质的蒙桑种子呈鲜黄色。按 GB 19173 中的要求,桑树种子净度不低于 95%，且种子发芽率不

低于 80%。 

3.2.2 种子贮藏 

短期贮藏可用谷壳或切断烘干的短稻草等吸湿材料与种子混在一起，以草袋或麻袋装载，放置在通

风、阴凉、干燥、无烟火的地方，每隔 3天〜5 天翻动一次，避免积热影响桑种子发芽率。长期贮藏的

最佳方法就是地窖贮存法:将干燥适度的种子放入布袋封好放人缸中，缸底放生石灰或草木灰做干燥

剂，盖好盖子，缸口用塑料薄膜封闭好，上加盖棉被保温，然后放人地窖干燥处。窖内温度保持在 0℃

〜5 ℃。 

3.2.3 育苗地选择 

育苗地应选择交通便利，便于管理，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排灌方便，含盐

量不起过 0.2%，无桑紫纹羽病、桑根线虫病、桑青枯病和无工厂废气、污水、煤烟危害的沙壤土或壤

土的地块。 

3.2.4 整地 

育苗地要细致整地，用机械或人工整地，深翻 20 cm〜45 cm，达到土质疏松、土壤细碎。打垄或

作床前施足底肥。土质粘重或雨水多的地区宜起高床;砂质壤土或干旱、半干旱地区宜作低床。 

3.2.5 播种 

3.2.5.1 播种时间 

春播宜在地温达到 15 t 时进行;夏播在果实成熟后进行。蒙桑分布区的西南地区及湖南、湖北、江

西等地春播在 4 月中下旬，夏播在 5 月下旬〜6 月上旬；华北、西北地区春播在 5 月上中旬，夏播在 6

月上旬〜6 月中旬;东北地区春播在 5月中下旬，夏播在 6月下旬。 

3.2.5.2 播种方式 

条播和撤播。条播在打好垄上用浅桦犁豁浅沟，沟深 2 cm〜3 cm，采底格子，然后用点葫芦将拌

好的种子均匀点出，随播种随覆土，盖土厚度为 1.5 cm〜2 cm 之间；或在做好的床面上每 10cm 开一浅

沟，沟深 1 cm〜2 cm,将沟底压实，然后人工播种，每 1 cm 内有 3 粒〜5 粒种子即可。覆土厚度 1 cm

〜2 cm。撒播是把桑种子均匀地撒播在整理好的床面上，播种后用木棍稍压一下，使种子和土壤密切结

合，再撒上一层薄土把种子覆盖。播后要及时灌透水。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LY/T 2470—2015

3

 

 

3.2.5.3 种子催芽 

将种子用湿沙拌匀，种子与湿沙的比例是 1 : 3,放于室内，室内温度保持 20℃〜25℃。上盖保湿

材料，厚度不超过 30 cm,每天翻动两次，种子露白(也叫裂嘴）即可播种。 

3.2.5.4 播种量 

种子发芽率较高时，垄播量宜 7.5 kg/hm
2
,床播量宜 0.5 kg/667 m

2
;种子发芽率较低时，垄播量宜

15 kg/hm
2
,床播量宜 1.0 kg/667 m

2
。 

3.2.6 苗期管理 

3.2.6.1  灌溉 

用喷灌保持土壤湿润。 

3.2.6.2  间苗 

保苗量宜达到 30 万株/hm
2〜40 万株/hm

2
。 

3.2.6.3  松土除草 

桑苗长出 2片真叶即 3 cm 高时要进行第一次除草，结合除草要进行松土。苗眼处以人工拔草为主，

其他用特制的小铲除草松土。也可结合除草进行间苗和补苗。除了根据 GB/T 6001 要求松土除草外，由

于幼苗期生长缓慢，易受杂草危害，还应加强中耕锄草。一年宜锄草 3次〜5 次。 

3.2.6.4  施肥 

桑苗长出 6片真叶或苗高 10 cm 时进人旺盛生长期，此时要适时施肥，可以选择氮肥。施肥方法：

撒施。施肥量:尿素 10 kg/667 m
2〜15 kg/667 m

2
,施肥可结合浇水一起进行。 

3.2.7 苗木出國、分级 

按照 GB 19173 将桑苗进行分级。 一 、 二级苗出圃。 

3.2.8 标识、包装、运输 

应按 GB/T 6001 中的规定进行苗圃档案的标识和苗木包装、运输。 

4  造林技术 

4 . 1 整 地  

在秋末冬初前完成，最迟在造林前一个月完成，但沙地不宜春季整地。全面深翻整地、带状整地或

穴状整地。 

4 . 2  栽 植  

4.2.1  栽植密度 

株行距一般为 1 m×3 m、3 m×3 m、3 m×5 m，每公顷栽植株数为 660 株、1100 株或 3300 株。 

4.2.2  栽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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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桑栽植时间，华北、西北、东北可春、秋两季栽植;西南地区及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可春、冬

两季栽植。但以春栽为好。春季干旱地区亦可在生长期的雨季栽植或补植。 

4.2.3  栽植方法 

人工投苗机械造林。按 GB/T 15776 要求，栽植时将苗木放在穴中，填土踩实，然后浇水，并培土。

4.2.4  栽后管理 

栽后管理是提高成活率、促进桑苗生长的重要手段。造林的后期管理应根据实际条件而定。按照

GB/T 15776 中幼林抚育管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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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蒙桑嫁接方法——切接法 

蒙桑最佳的嫁接方法是切接，切接又可分为室内切接和就地切接两种形式。室内切接在南北方均可

推广，适合各种气候类型;就地切接不宜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推广。室内切接应在砧木树液流动前进行；

就地切接应在砧木树液流动后进行。 

A.1 切接前的准备工作 

A.1.1 接穗的准备 

A.1.1.1 接穗采集 

剪取接穗的时期，一般在树液流动前 15天〜20 天进行，北方在 3月〜4 月初采集，南方在 1 月份

〜3 月份采集，此时穗条 jC：藏养分多，嫁接易成活。采集的接穗应是品种优良、母株生长良好、枝条

充实、冬芽饱满、无病虫害的一年生越冬枝条。目前适合栽培的优良蒙桑品种有向海桑一号。采集的数

量要根据嫁接数量而定，一般每嫁接 1万株桑苗需准备穗条 75 kg，如枝条较粗可适当増多。 

A. 1.1.2 接穗贮藏 

接穗剪下后要及时运回贮藏，以保持穗条的水分。在运输时要防止穗条风干、撞伤，以免损失穗条，

影响嫁接成活率。 

贮藏时可放在室内或地下室、地窖及冷库内，以放在地下室或地窖内贮藏为宜。具体方法:先在地

面铺 6 cm〜10 cm 厚的湿沙，然后把穗条竖立摆放在湿沙上，贮藏温度应控制在 10℃以下（以5℃左右为

最好），湿度保持在 70%左右。这样既能抑制桑芽萌发，又能保持穗条水分，以免发生蒸热变质。 

没有地窖、地下室或冷库的，可室内贮藏，方法同上，要注意温湿度的控制，应随时检査穗条的含

水情况及温度变化，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室内贮藏一般要选择阴凉避风的房屋，白天要密闭、遮光，

晚上可适当打开门窗换气。 

A. 1.2 砧木的准备 

砧木质量的好坏是影响嫁接成活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应选择适应本地气候条件下生长的健壮的实生

苗做砧木，以一年生的实生苗最好。要求根茎在 0.5 cm 以上，根部无冻害、无损伤。 

室内切接需将砧木提前起出假植或窖内沙藏。寒冷地区宜秋季起出假植，以免嫁接时不化冻，砧木

起不出来影响嫁接。 

就地切接前应把砧木地灌透水，待沉好后选取标准砧木即可嫁接。 

A.1.3 其他准备 

在嫁接前还要准备好嫁接刀、果树剪、磨石、皮套、大碗、毛巾等。扣好塑料大棚，做好假植床。

A. 2 嫁 接  

A.2.1 嫁接时间 

在春季气温转暖、砧木苗的皮层与木质部分容易分离、接穗未萌发时嫁接，苗木愈合好，嫁接成活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文
本



LY/T 2470—2015
 

2 

率高，是嫁接的最好时期。 

室内切接应在树液流动前进行，综合南北方的时间，宜在 3月上旬〜5 月上旬。 

就地切接应在树液流动后进行，综合南北方的时间，宜在 3月下旬〜5 月下旬。 

A.2.2 切接步骤 

无论室内切接还是就地切接，方法均可分为削接穗、剪砧木、插接穗三步。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A.2.2.1 削接穗（室内切接和就地切接方法相同） 

用左手拿取穗条，芽尖向内，选择饱满的芽作接芽，用食指按住。右手拿刀，在接芽反面下方约 1 

cm 处向下斜削一刀，成 2.5 cm 左右长的略呈弧形的斜面，削面要光滑;之后在削面两侧各斜削一刀，

使削面两侧的韧皮部和形成层呈斜面露出（露青第四刀将削面尖端过长部分削去，使前端露青，尖端宽

0.2 cm 左右。注意，不能使尖端皮层与木质部分离。最后在接芽上方约 lcm处剪断，即成一接穗头。 

接穗要随削随插或放在碗内用湿毛巾盖好，防止接穗风干。 

室内切接时最好是两人一伙，一人削接穗，一人剪砧木和插接穗。 

就地切接时宜在室内削好接穗，放人碗或盆中，用湿毛巾盖好。 

A.2.2.2  剪砧木 

室内切接:在直接选好的砧木的根茎交界处的下方（即黄皮部分）选择光滑、无侧根的部位，剪成

45°〜60°的斜面，剪口要平滑，皮层不能破裂。砧木长 10 cm 左右，过长的根剪去，剪掉的根也可再

接。受伤的根要从伤口上方剪掉，以免腐烂。 

就地切接:先扒土至砧木根茎交界处下方 2 cm,然后在根茎交界处下方选择光滑、无侧根的部位，

剪成 45°〜60°的斜面，剪口要平滑，皮层不能破裂。 

A.2.2.3  插接穗 

用左手大姆指捏开砧木剪口皮层呈袋状，然后用右手将穗头削口朝外（即穗头削面对着砧木皮层）

插人袋内，以插紧为度，即成一嫁接体。注意，不可将砧木皮层插破或把接穗头尖端皮层插卷，袋内亦

不能滚人泥沙。 

A.2.2.4  扎捆 

室内切接时，宜把嫁接体 10 个捆成一捆，方便培育管理。为防止不齐，捆后宜修齐。 

A.2.2.5  壅土 

就地切接时，接完后随即用干湿适当的细土，两手相向在剪口和削面部间壅紧嫁接部位，要求两手

用力均匀，以防穗头摇动或脱落。然后用细土 S盖接穗 0.5 cm〜lcm 厚，呈馒头状。壅土要做到底脚大、

中间紧、上部松。壅土厚度高出接穗 2 cm 为宜。应做到随接随壅土，防止接穗和砧木失水，影响成活

率。 

A.3 嫁接体的培育 

A.3.1  室内切接的嫁接体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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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体的培育管理是提髙嫁接成活率的关键。选择光照充足、平坦、便于管护的地方扣上塑料大棚，

在棚内铺上细沙，制成宽 1 m、厚15 cm 的苗床，嫁接前浇透水。将接好的嫁接体每 10株捆成一捆，穗

头要对齐，在假植沙床上开沟，把嫁接体一捆一捆地倒立摆放在沟内（这样可防止水、沙子灌人接口内

影响愈合;又因苗床上面的温度偏高，既有利于新根的发育，又可防止穗头的芽苞发育过快影响移栽）。

捆与捆之间要有空隙，每行间距 1 cm〜2 cm，摆好后上盖 2 cm〜3 cm 厚的细沙，沙子的湿度保持在 70%

左右(手握成团，落地即散），温度控制在 20 ^〜25 X：，不能过髙，以防烂芽。可通过浇水、通风、遮荫来调

节棚内的温湿度。为防霉变，沙子要用 500倍多菌灵溶液消毒。经过 15天〜20 天的培育，冬芽发育到

脱苞期，砧木长出 1 cm 左右的新根，此时砧木与接穗基本愈合，即可将嫁接苗进行移栽。 

A.3.2  就地切接的嫁接体的培育 

就地切接的嫁接体应随时观察其愈合情况，待愈合瘤形成后可根据墒情及时补水，愈合瘤未形成前

不宜灌水。待嫁接体成活后要适时进行松土、除草、灌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田间抚育管理，保证苗

木生长健壮。 

A.4  嫁接苗的移栽与管理 

A.4.1 适用范围 

只用于室内切接。 

A.4.2 嫁接苗移栽时间 

一般在 5月中旬或 6月初，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 

A.4.2.1  地温 

当田间地温稳定在 15 ℃以上时，即可移栽。若地温太低，愈伤组织不能旺盛生长，影响嫁接苗成

活。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确定嫁接体的培育时间和栽植时间。 

A.4.2.2  嫁接体的培育程度 

一般穗芽发育到玉米粒大小，砧木长出 1 cm 左右的新根时移栽为宜。嫁接体移栽过早，愈合程度

差，不利成活;移栽过晚，穗芽萌发过长，移栽时易碰掉穗芽，造成损失。 

A.4.3 移栽 

移栽时应选择土质肥沃、疏松、排水性良好、光照充足、无病虫害、利于灌溉的地块，先施足底肥、

打好垄、浇透水，然后在垄上开沟，按 10 cm 株距栽于沟内，培土至接口处，按实，再用湿润的细土将

穗头埋上，厚度为 2 cm 左右，注意覆土时不要碰掉芽。移栽时也可用嫁接苗直接定植。栽植时挖 15 cm 

〜20 cm 深的坑，将苗木栽于坑内，根系要伸展，接穗顶端略高于地面，培土至嫁接部位，按紧，浇透

水，待水渗下后覆土至埋没穗头 2 cm 厚为宜。嫁接苗出床后要轻轻放人纸箱内装运，防止失水或损伤。 

A.4.4  移栽管理 

嫁接苗移栽后要及时浇水，保持土壤湿润。幼苗出土后要适时进行松土、除草、施肥、病虫害防 

治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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