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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乌桕是我国优良的乡土树种，在园林绿化、生物制药、工业制造及生物能源等方面具有极高价值。 该文从品

种选育、育苗技术和栽培技术等方面总结了乌桕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开展乌桕育苗、栽培及选育等方面研究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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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 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 Ｒｏｘｂ．）又名蜡子树，是
大戟科乌桕属落叶乔木，喜光，对土壤要求不严，具
有一定的耐盐性，在土壤含盐量 ０ ３％的盐土地可

以正常生长，能耐积水。 原产黄河流域以南，在华

北南部至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均有栽植。 叶菱形，
入秋后随着温度下降，叶色逐渐变红、紫或黄，冬季

种子外被白蜡，经冬不落，远看宛如满树白花。 园

林用途广泛，适于丛植、群植、孤植，或混植于常绿

林中点缀秋色。 乌桕种子出油率高达 ４１％，是值得

大力发展的能源树种。 近年来，乌桕的应用价值逐

渐被重视，现将乌桕的育苗与栽植技术研究进展作

如下总结。

１　 品种选育

我国乌桕良种选育工作始于 １９６２ 年，由林刚等

率先对浙江乌桕主要分布区开展乌桕品种调查和

优株选择工作，初步把浙江乌桕划分为 ２６ 个品种类

型，并从中选出了 ２５ 株优树［１］；１９９７ 年，广西植物

研究所对我国 １６ 省 ８２ 县乌桕主产区进行了品种资

源调查，通过性状比对划分了 ４４ 个农家品种和 １１
个无性系品种，并分别描述了这些品种的分布和性

状，为我国乌桕的选育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２］。
此后，在乌桕良种选育方面，科研工作者们逐

渐加大了研究力度，尹娟等［３］ 对影响乌桕品种结实

量的因子分析表明，优良单株结实量远大于较差品

种，良种为主要影响因子，其次才是土壤因子和立

地条件的影响，说明了品种选育的重要性。 金雅琴

等［４］对乌桕 ２７ 个种源 １ 年生苗生长性状进行了横

向比对发现，贵州开阳、四川广元、江西上饶、贵州

榕江等地的种源可以作为抗逆性种源选择的材料。
张敏等［５］以鲜果产籽量和全籽含油率 ２ 个指标为

主要选择性状，通过综合性状分析，从贵州乌桕主

产区初选的 １５０ 株候选株中，最终选出 １２ 株优良单

株。 在乌桕观赏性选育方面，近几年，国内科研院

所及园林公司也有所突破，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以叶色观赏性为选育方向，从实生苗中选育出秋季

叶色呈亮红色的“秋艳 １ 号”和绛紫色的“紫燕”，并
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通过省级认定。 ２０１６ 年

浙江森禾种业公司从叶色天然变异乌桕中，选育出

秋叶黄色的“黄金甲”和红色的“红翡翠”２ 个乌桕

新品种，并获得植物新品种权［６］，丰富了优良乌桕

种质资源。
从各地乌桕良种选育的目标性状来看，主要集

中在结实率、含油量、出籽率、抗逆性等性状上，近
几年以观赏性作为选育目标的报道逐渐出现，可以

作为今后乌桕良种选育的重要方向之一。

２　 育苗技术

２．１　 有性繁殖技术

２．１．１　 采种及处理　 为确保所采种子质量，应选择



树龄在 １５ ａ 以上，立地条件良好、生长旺盛、无病虫

害、结实量大、采光较好的优良母株作为采种母树。
一般 １１ 月中旬，乌桕果壳大部分开裂，露出种子，此
时为最佳采种期。 可用剪刀、高枝剪采下种子，经
筛选、去除杂质及劣质种子后，晒 １，２ ｄ 即可干藏

待用。
乌桕种子具有明显的休眠习性，一般认为乌桕

种子表皮被较厚的蜡是致其休眠的重要原因，但是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认识正逐渐被打破，顾庆

龙［７］从乌桕种子形态解剖特征的观察认为，可能是

由于胚珠发育时期形成的珠孔塞造成种子萌发阻

碍；而李淑娴等［８］通过乌桕种皮透水性实验及乌桕

种子的离体胚发芽实验发现，乌桕种皮具有较好的

透水性，种皮透水性并不是造成乌桕种子休眠的主

要原因，乌桕种子的胚在离体条件下没有休眠现

象，而乌桕种子的种皮及胚乳浸提物对种子发芽有

显著抑制作用，因此认定乌桕种子的种皮及胚乳存

在发芽内源抑制物，可能是造成乌桕种子休眠的主

要原因。 乌桕种子休眠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

究探讨，解除休眠的方法一般采用湿沙层积催芽法。
２．１．２　 播种 　 播种应选土壤深厚、疏松肥沃、排水

良好、阳光充足的圃地，圃地应深耕，施足基肥，做
成高床，宽 １ ２ ｃｍ 左右。 乌桕播种冬、春均可，冬播

（１１，１２ 月），采种后即可进行，次年 ４ 月中下旬出

苗；春播（２，３ 月），播种 ４０ ｄ 左右可全部出苗。
播种采用条播，条距 ４０ ｃｍ 左右，每公顷播种量

７５—１２０ ｋｇ，覆土厚度约为 ２—３ ｃｍ。 幼苗出土后，
间苗 ２，３ 次，最后 １ 次按株距 １５ ｃｍ 左右定苗，每平

方米保持在１２—１５ 株［９］。 进入 ６ 月后苗木生长加

速，需及时除草、浇水和施肥，加强苗期管理。
２．２　 无性繁殖技术

乌桕种源变异性大，而有性繁殖不能充分固定

杂种优势，后代差异性较大。 乌桕是容易无性繁殖

的树种，在筛选优良种质资源的基础上，可通过无

性繁殖技术快速扩繁。 目前，乌桕无性繁殖的方法

主要有扦插、嫁接和组织培养等方式。
２．２．１　 扦插育苗 　 扦插具有生根快、成苗早、操作

易、成本低等优点。 乌桕扦插在南方全年都可以进

行，以春天较好，春季扦插的苗木当年生长期较长，
苗高当年可达 ８０ ｃｍ，地径 ０ ６ ｃｍ 以上，翌年春可出

圃造林。 选择结果多、种粒较大、无病虫害或经良

种认定（审定）的乌桕品种为采穗母树，早春在枝条

萌动前，剪取母树上生长壮实的枝条作插穗条，随

采随插。
曾宏才［１０］、郭华［１１］对乌桕扦插繁殖试验表明，

枝条在庇荫处晾干 ４ ｄ 后，剪成插穗条进行扦插，成
活率 ９５％以上。 景春华等［１２］ 报道利用分层沙藏对

插穗进行催根，沙藏 ６７ ｄ 后插穗发根率达 ９０％，将
生根的插穗扦插到圃地中成活率达 ８０％。 邓先珍

等［１３］通过不同龄级、木质化程度的乌桕插穗快蘸处

理研究对比，发现幼树硬枝扦插用 ９１１ 生根剂 ５００
ｍｇ ／ ｋｇ 快蘸 ５ ｓ 或嫩枝扦插用 ９１１ 生根剂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
浸泡 ２０ ｈ，平均生根率达 ８２ ２％ 和 ７２ ２％，郑龙

锦［１４］通过在全光照自动间隙喷雾中乌桕扦插繁殖

试验表明，不同龄级母树的扦插生根差异不显著，
但不同激素及质量浓度处理间扦插生根效果存在

显著差异，５００ ｍｇ ／ Ｌ 的 ＮＡＡ 处理乌桕幼树嫩枝的

扦插生根率达 ８３ １％，８００ ｍｇ ／ Ｌ 的 ＮＡＡ 处理乌桕

大树嫩枝的扦插生根率达到 ９２ ９％。
在实际的生产中，可参考以上处理进行区域试

验，筛选出合适的扦插促生根处理方案，再依此进

行大规模的生产。
２．２．２　 嫁接育苗 　 嫁接是乌桕良种资源繁育的重

要手段之一，嫁接苗具有生长快、病害少等优点。
方占营［１５］ 通过乌桕嫁接试验发现，接穗粗度以

０ ７５—１ ０ ｃｍ 为好，最佳嫁接时间是乌桕树液刚开

始流动，２，３ 月的阴天为宜，采用切接法和腹接法的

成活率较皮接法高。 邓先珍等［１６］ 通过研究乌桕嫁

接技术发现，不同嫁接方式对成活率影响差异不显

著，接穗与砧木同品种，或者砧木为鸡爪桕、接穗为

葡萄桕时，有较高的成活率。 潘涛渊［１７］ 认为用方块

芽接、单芽腹接和削芽接这 ３ 种芽接方法进行乌桕

春季嫁接，成活率较高，且接后发育良好。 另外，影
响嫁接成活的因素，除了嫁接方法，气候条件也是

主要因子。
嫁接过程中，须选用与接穗同品种的砧木。 嫁

接操作比较细致，要求技术比较熟练。 为了能达到

较高的成活率，在嫁接过程中应选用熟练程度高的

技术工。
２．２．３　 组织培养育苗 　 国内乌桕组织培养研究可

以追溯到 １９８２ 年，史忠礼等［１８］ 首次报道通过乌桕

嫩枝茎段组织培养诱导形成完整植株。 到 ２０ 世纪，
学者们逐步深入研究影响乌桕组织培养的关键因

素，以期筛选最优方案。 郄亚微等［１９］ 通过对乌桕茎

段的离体培养研究发现，１ ／ ２ ＭＳ＋０ ５ ｍｇ ／ Ｌ ＩＢＡ 的

生根诱导培养基可使离体培养的单芽生根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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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３％。 陈剑勇等［２０］ 通过乌桕茎段组织培养试验

筛选出适宜茎段愈伤诱导、增殖及生根最适培养

基，将组织培养生根苗移栽到珍珠岩、蛭石混合基

质中，成活率 ９０％以上。 乌桕的组织培养大多都采

用茎段做外植体，Ｓｉｒｉｌ 等［２１－２２］ 利用乌桕的茎段快繁

发现，茎段外植体诱导直接产生不定芽最多达 １１
个。 毕君等［２３］选取乌桕叶片和茎段作为外植体成

功诱导愈伤并生根，试管苗在 １ ／ ２ ＭＳ ＋ ０． ５ ｍｇ ／ Ｌ
ＩＢＡ 培养基中生根率达到了 １００％，平均主根数达到

１３ 条 ／株。
采用组织培养快繁技术，可在短期内获得大量

优良无性系试管苗，解决扦插或嫁接繁殖系数较低

的问题，促进良种推广进程，对于乌桕保存种源和

变异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　 栽培技术

３．１　 造林方法

乌桕造林主要以裸根苗造林为主，于 ２ 月中下

旬至 ３ 月中上旬，选择阴天、湿度大的天气起苗、造
林为佳。 苗木选用 １，２ 年生的 Ｉ 级（苗高 ７０ ｃｍ 以

上，地径 ０ ７ ｃｍ 以上）嫁接苗或实生苗。 苗木运输

距离不宜太远，尽量做到随起随栽植，保证根系完

好，运输前根需蘸泥浆，避免蒸发失水。 定植时做

到苗正、根舒展且与土壤密接，表层覆土高出苗木

根际 ３—５ ｃｍ 为宜［２４］。 王晓光等［２５］ 通过试验表

明，乌桕栽前用 ２００ ｍｇ ／ Ｌ“９１１ 生根素”蘸根处理，
相比对照，平均高生长增加 １９％，成活率提高 １４％，
值得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对于山地乌桕造林，为有

效延长造林时间， 提高成活率， 可采用营养钵

育苗［２６］。
从乌桕与竹柏混植造林效果来看，在相似的郁

闭度下，５ 株乌桕与 ５ 株竹柏混植区组单位面积种

子产量和种子产油量最大，可以为乌桕的混植树种

选择提供参考［２７］。 对于低产林改造密度可定为 ６
ｍ×５ ｍ，配以中草药材或农作物套种，如耐阴药材品

种半夏、天南星等，可提升林地经济效益。
３．２　 抚育管理

乌桕林的抚育管理包括水肥管理、间作套种、
整枝修剪等。 根据天气状况，当土壤干燥时，需及

时灌水。 研究表明，在干旱胁迫条件下，圆叶乌桕

的苗高净生长量比对照减少 ２％—５％［２８］，因此要避

免因干旱而影响苗木的生长。 乌桕喜湿润气候环

境， 且能忍受较长时期的浸泡［２９］，但连续降雨造成

积水时，仍需及时排水，以免因积水影响土壤的透

气性，从而阻碍苗木根部呼吸，造成烂根、叶黄脱

落，甚至枯死。 此外，幼龄期适当施肥，可促进提前

开花结果。
在幼林地间种农作物，以耕代抚，间种作物以

豆类、绿肥等为宜，也可与茶叶、药材套种［３０］，不宜

间种高秆作物。 唐光旭等［３１］通过 ４ 个结构层次和 ５
个套种模式试验表明，乌桕农林复合经营，可使单

位乌桕籽产量比纯林提高 ２０％左右。 可以看出，实
行乌桕农林复合套种，是提高乌桕林地经济效益的

有效途径。
乌桕整枝修剪需根据乌桕分枝生长的情况而

定，选留需分布均匀，修剪重叠枝、下垂技、枯衰枝

和病虫枝等，每年结合乌桕采种时修剪，培养树冠

为伞形、圆形或开展形等，逐步增加乌桕的产量，实
现高产稳产［３２－３３］。

张敏等［３４］通过对我国乌桕主栽培区不同造林

密度、造林时间、施肥量及配比、套种方式等抚育措

施进行了对比试验研究，形成了乌桕较系统、规范

的丰产林抚育管理技术体系。
乌桕种子含油率高，工业原料林的抚育管理应

更加注重种子丰产和便于采摘，需对其幼林矮化，
向珊珊等［３５］通过乌桕矮化控冠试验表明，多效唑施

用可有效控制 ２ 年生乌桕苗树高，选用亲和力好的

砧木和矮化品种接穗嫁接育苗，也可定向培育乌桕

矮化苗木。 乌桕矮化丰产树形的培育可采用抹芽、
修剪、截干等措施，使主干呈开心形，控制树高生长

和 ２，３ 级分枝的数量，促进其矮化。 乌桕能源林施

肥管理应注重关键节点，冬季深挖环状沟并施有机

肥；春梢萌发前施速效氮肥和钾肥，改良土壤结构，
促进根系更新，促进春梢生长和花序形成；７ 月进入

种子发育时期增施磷肥和钾肥，保证工业原料林种

子丰产［３６］。

４　 展　 望

乌桕树冠整齐，秋季其叶色红艳，叶形秀丽，树
形优美，是集观形、观叶、观果于一体的优良园林绿

化树种，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木本油料树种，经济

价值极高。 在育苗方面，为实现优良种苗快速繁殖

与工厂化大规模生产，需要利用乌桕不同的外植体

建立一套完整的乌桕高效离体培养体系，这仍是需

要深入研究的重点。 在栽培方面，为营造城市绿化

景观效果，可开展乌桕与枫香树、紫薇、红叶石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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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灌木混交模式的探索；为提高农村低产林的经济

效益，可开展乌桕林下套种耐阴中草药或经济作

物，开展农林复合式经营。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可再生能源的需

求越来越迫切，乌桕作为能源油料树种之一，其梓

油的低热值与柴油相近，可作为柴油机新型的替代

燃料［３７］，从而使乌桕的开发利用价值倍受关注。 我

国乌桕分布极其广泛，种源及个体间差异较大，是
具有广阔利用前景的树种之一。 广大科研工作者

应充分利用乌桕资源丰富和种间变异的遗传优势，
结合当地立地条件，开展种源试验，将抗逆性强、籽
含油率高、矮灌化作为乌桕良种选育的重要方向，
深入开展乌桕选育及相关研究，必将对我国生物能

源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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