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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果树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桃产业在新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研发
以及苗木繁育方面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桃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桃苗木需求量的不断增
加，对苗木质量也提出更高要求。与此同时，国内相关的园艺场、小型经营户以及私人个
体，纷纷加入育苗行业，带动和促进了我国桃种苗产业的发展。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
我国桃产业经历了较快的发展时期，桃种苗产业也因市场而繁荣。此期间我国制定了桃苗
木标准GB19175-2003，之后又修订为GB19175- 2010国家桃苗木标准，还制定了NY/T 
2923-2016 桃种质资源描述规范等相关性规范和标准，同时各级地方相关职能部分也都制
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苗木生产地方性行业标准，对桃品种及种苗行业进行规范。农业部于
1998年在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筹建了郑州果品及苗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负责
承检国内果品、苗木和种子，并承担对地方同类产品质检机构进行技术指导与人员培训和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修 )定及有关标准的试验验证工作。这些都为我国桃种苗产业的
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我国桃苗木繁育与生产现状



嫁接膜的类型问题 解膜过早的问题发生分支过多的问题

定植行间育苗的问题

育苗密度过大的问题

苗木病虫害的问题

专业的桃苗企业少

重茬地育苗问题

品种名称混乱

一、我国桃苗木繁育现状与存在问题



• 2017年国家桃产业技术体系对我国16个桃主产省份调查显示，

• 我国桃苗体育个体主要以果农和合作社为主，占比近70%，育苗公司和科研单位占比份额较

低，只占到了育苗个体的5.7%和1.14%。

• 在育苗方式上主要以秋季播种为主，第二年6月嫁接当年出成苗或8月嫁接第2年秋季出成苗

两种模式为主，占比近90%;

• 砧木应用方面，当前我国毛桃砧木苗占比为73.14%，其次是山桃，占比14.05%，还有少量的

使用青州蜜桃和新疆桃作为砧木;

• 从单位面积出苗量来看，有50%的以上育苗个体，毛桃和山桃砧木出苗量均在5000-10000

株之间，25%左右的育苗个体毛桃和山桃砧木出苗量在10000-20000株内，单位面积出苗量

大于30000株的个体很少，这些个体主要以繁育和出售砧木苗为主。

• 同时育苗过程农机化呈度还很低，在播种环节，有87.67%的育苗个体仍然采用人工播种，

机械播种的个体只占到育苗个体数的3.2%，还有9.13%的育苗个体采用半机械或是人畜结合

播种；在起苗环节有85.39%的育苗个体采用人工起苗方式，机械起苗个体只占5.94%，人工

机械结合方式起苗的个体占8.68%，在播种和起苗两个主要育苗环节机械化水平还很低。



人工播

种, 

87.76%

机械播

种, 

3.20%

其他方

式, 

9.13%

亩用工 机械工具
折旧

燃油动力 维护 资金占用
平均成本

合计
（元）

人工播种 353 353

机械播种 10 12 2 2 3 29

备注 100元/工
播种机6000元，按使用5年，每年播种100亩计，可播种桃、李、杏、大蒜
按年利率5%计算



苗圃喷药机

苗圃除草机

起苗机



各类侧挂起苗装置



二、几种桃苗木繁育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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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桃种苗扩繁技术

实生种子 无性系砧木

组培快繁扦插压条繁殖

嫩枝 硬枝

大田播种

大田移栽

工厂化嫁接

无性系砧木苗

成苗

实生砧木苗

大田嫁接

大田/容器培养

微嫁接

砧木来源

砧木繁殖方法

砧木苗类型

嫁接方法



主要省份
新疆、甘肃、宁
夏、陕西

河北、山东、河南、
山西、北京

江苏、浙江、上海、安
徽、江西、湖南、湖北、
四川

广西、广东、
福建

主要病害
立枯病、流胶病、
缩叶病、细菌性
穿捆孔病

细菌性穿孔病、炭
疽病、流胶病、根
瘤病、线虫病

立枯病、流胶病、根瘤
病、线虫病、炭疽病

根瘤病、缩叶病、
细菌性、穿孔病、
立枯病

主要虫害 蚜虫、梨小食心
虫、红蜘蛛、苹
小卷叶蛾、蛴螬、
蝼蛄

蚜虫、梨小食心虫、
红蜘蛛、苹小卷叶
蛾、蛴螬、蝼蛄

梨小食心虫、红蜘蛛、
蚜虫、蛴螬、蝼蛄

蚜虫、红蜘蛛、
梨小食心虫、蛴
螬、蚧壳虫

我国桃苗木繁育中的主要病虫害
立枯病、流胶病和穿孔病是我国桃产区苗木普遍发生的病害种类。蚜虫、梨小食心虫、红蜘蛛和蛴螬是我

国桃产区苗木普遍发生的虫害种类。这几种常见的病虫害中，蛴螬和立枯病是典型的地下病虫害。



桃砧木应用种类、区域和方式

• 在我国，毛桃应用最为广泛，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湖
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贵州、四川、云南、广东、江
西、新疆均有应用；

• 山桃次之，在辽宁、吉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甘肃、河北、
新疆等地有应用；

• 甘肃桃和陕甘山桃主要在陕西、甘肃、四川北部应用；

• 新疆桃和扁桃在新疆有应用；李主要在江苏、四川等地有应用；杏在
甘肃、内蒙古有应用；

• 毛樱桃在浙江、江苏、江西有应用。

• 我国生产上应用的桃砧木，主要是毛桃、山桃、甘肃桃和陕甘山桃的
种子播种苗，几乎全部为实生砧木。其他组培繁殖和扦插繁殖苗在生
产上应用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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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桃砧桃苗木繁育技术
1. 整地：苗圃地播前深翻25~30 cm，结合深翻每亩施基肥4000~5000 kg，深翻后整平。
2. 种子采集：毛桃种子一般在8月份成熟，应在其充分成熟时的8月中、下旬采收，不宜过早。
3. 播种：种子浸泡后，11月上旬至12月下旬，播种机进行播种，其效率是人工播种效率的20倍以上。
4. 砧木苗期管理：出苗后长至4~6片叶后，每月追施尿素1~2次，用量为10 kg/667m2，促进砧木苗的生长。在
砧木苗长到30 cm以上时进行摘心，促进加粗生长。摘心后产生的副梢要尽早抹除，嫁接前摘除砧木基部10 cm
内分枝利于嫁接。
5. 嫁接：夏接在5月中下旬至6月下旬进行，一般砧木苗基部粗度达到0.5cm以上时即可进行嫁接。
6. 嫁接方法：带木质芽接法，即‘一刀法’，包紧包严。
7. 嫁接后的管理：嫁接后在接芽上方保留4~6片砧木叶，其余的剪去或折砧。当接芽生长至10 cm左右时在接
芽上方2 cm处剪除砧木。及时抹除毛桃砧木叶腋中的萌芽以及砧木基部萌蘖，后期视苗情、墒情，适时追肥浇
水，叶面喷肥，防治病虫害。
8. 起苗：起苗前10 d左右对苗圃地浇一次水。采用起苗机起苗可大大提高起苗效率。
9. 分级：根据苗木高度、粗度、根系质量好坏及有无机械损伤和病虫危害等，分成一级、二级和等外。
10. 假植：当苗木不能及时外运或定植时，须进行假植。
11. 检疫：外销苗木需进行检疫，由育苗当地植保部门对苗木进行检疫，并开具检疫证明。
12. 消毒：桃苗木出圃前必须进行消毒处理，防止病虫害的传播和侵染。苗木消毒时可喷洒3~5波美度石硫合剂
进行消毒；或用100倍等量式波尔多液或3~5波美度石硫合剂浸苗10~20 min，再用清水冲洗苗木。
13. 包装：苗木在包装时应分品种、等级，定量50株或100株为一捆，挂好标签。标签须标明苗木生产单位、地
址、联系电话以及砧木、品种、苗龄、质量等级、数量、病毒有无、日期等。运输：长距离运输大量的苗木时
应选择恒温箱式车，运输过程中保持温度在0~8℃之间。尽量缩短运输环节时间，运输过程随时检查，防治苗木
失水、风干、冻害、发热。



北方实生砧木育苗标准化繁育技术

◆苗圃地选择：苗圃地选择地势平坦、土壤疏松、排灌良好、通风透光的地块。

◆播种：秋播前浸泡种子3~5 天，每天换水1次，播种采用双行带状，大行距70 cm，小行距30 
cm，开深10的沟，种子间距10 cm，点播覆土10 cm，播种后灌透水。

◆砧木苗的管理：出苗后灌小水，及时松土除草，追肥1~2次，防治病虫害。嫁接前去除
砧木基部20cm内分枝。

◆嫁接时间：秋季嫁接在8月中旬至9月上旬，春季在砧木萌芽后嫁接。

◆接穗采集：采集品种纯正、发育充实、芽饱满的当年新梢。

◆嫁接方法：采用‘T’形芽接或带木质芽接法。

◆嫁接后绑头：秋季嫁接后将砧木及时绑头，以利通风透光，促进成活。

◆剪砧除萌蘖：萌芽前在接芽上方2 cm处剪砧，萌芽后摸除基部萌孽。

◆出圃：出圃前核对苗木品种，起苗要分品种进行，挖苗过程中尽可能多带侧根、细跟，保留

20 cm以上的根系。

◆分级：一级成苗要求品种纯度≥95 %，侧根数≥4条、侧根粗度≥0.5 cm、侧根长度≥20 cm，苗
高≥90 cm，生长直立，整形带内饱满芽数≥8个，嫁接口愈合良好，苗木无损伤和病虫害。



⚫抗重茬、抗缺铁性黄化、耐旱无性系砧木品

种‘GF677’

⚫国家桃产业技术体系建立组培快繁、绿枝扦

插、硬枝扦插无性繁殖技术体系

欧美应用最广泛的桃无性系抗性砧木



中国未来桃产业的

⚫ 抗重茬、抗缺铁性黄化、耐旱无性系砧木品种‘GF677’

⚫ 欧美应用最广泛的桃无性系抗性砧木

⚫ 国内首次建立组培快繁、绿枝扦插、硬枝扦插无性繁殖技

术体系，商业化应用前景广阔

技术研发单位：
国家桃产业技术体系种苗扩繁与生产技术岗位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林果花卉研究所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农科院新村1号
电话：13919042725; 15193113136

绿枝扦插成活率达到生根率达到98%，总体成苗率达到94.6 

%。

插条采集 绿枝带叶扦插 生根

硬枝扦插生根成苗过程

硬枝扦插生根率90.5%



桃无性系砧木GF677组培快繁技术

无糖组培生根率90%

3.56
增殖倍数

100% 91%
生根率 移栽成活率

GF677 (P. amygdalus×P. persica)桃砧木由法国于20 世纪60 年代杂交选育

而成, 根系发达, 长势健壮, 树冠高大, 与桃/油桃品种间嫁接亲和力强, 并具有抗钙

质碱性土缺铁性黄化、抗重茬、耐旱等优良特性。

GF677 通过无性繁殖的方式才能保持其优良的遗传特性, 法国、意大利、西

班牙、土耳其等国都通过组培快繁大量的GF677 用于生产; 尽管国外GF677 组培

快繁技术较为成熟, 但国内之前还没有GF667 的无性繁殖生产技术体系，因此国

内还没有推广普及。

桃树生产周期较短, 老龄桃树重茬果园及一些碱性土壤的新植桃园年需抗性

苗木近亿株，急需GF677 此类优良抗性砧木苗，支撑产业发展。

组培快繁



项目 要求

品种与砧木纯度/% ≧95.0%

根

侧根数量/条
实生砧

普通桃、新疆桃、
光核桃

≧5

山桃、甘肃桃 ≧4

营养砧 ≧4

侧根粗度/cm ≧0.5

侧根长度/cm ≧20.0

侧根分布
均匀，舒展而不卷

曲

病虫害
无根癌病、根结线
虫和根腐病

茎

砧段长度/cm 10.0~15.0

砧段粗度/cm ≧1.2

病虫害 无蚧壳虫和流胶病

芽 饱满、不萌发、接芽愈合良好，芽眼露出

表1          桃芽苗质量要求



项目 一级 二级
品种与砧木纯度/% ≧95.0%

根 侧根
数量/

条

实
生
砧

普通桃、新疆桃、光核
桃

≧5 ≧4

山桃、甘肃桃 ≧4 ≧3

营养砧 ≧4 ≧3

侧根粗度/cm ≧0.5 ≧0.4

侧根长度/cm ≧20.0 ≧15.0

侧根分布 均匀，舒展而不卷曲
病虫害 无根癌病、根结线虫和根腐病

砧段长度/cm 10.0~15.0
苗木高度/cm ≧90.0 ≧80.0

苗木粗度/cm ≧1.2 ≧0.8

茎倾斜度/(°) ≦15.0

根皮与茎皮 无干缩皱皮和新损伤，老损伤处面积
≦1.0cm2

枝干病虫害 无蚧壳虫和流胶病
芽 整形带内饱满芽数/个 ≧8 ≧6

结合部愈合程度 愈合良好
砧桩处理与愈合程度 砧桩剪除，剪口环状愈合或完全愈合

表2        一年生苗的质量要求



项目 一级 二级
品种与砧木纯度/% ≧95.0%

根

侧根
数量/

条

实生
砧

普通桃、新疆桃、光
核桃

≧5 ≧4

山桃、甘肃桃 ≧4 ≧3

营养砧 ≧4 ≧3

侧根粗度/cm ≧0.5 ≧0.4

侧根长度/cm ≧20.0

侧根分布 均匀，舒展而不卷曲
病虫害 无根癌病、根结线虫和根腐病

砧段长度/cm 10.0~15.0
苗木高度/cm ≧100.0 ≧90.0

苗木粗度/cm ≧1.5 ≧1.0

茎倾斜度/(°) ≦15.0

根皮与茎皮
无干缩皱皮和新损伤，老损伤处面积

≦1.0cm2

枝干病虫害 无蚧壳虫和流胶病

芽

整形带内饱满芽数/个 ≧10 ≧8

结合部愈合程度 愈合良好

砧桩处理与愈合程度 砧桩剪除，剪口环状愈合或完全愈合

表3    二年生苗的质量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