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榴梿嫁接苗生产技术规程》

海南省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榴梿嫁接苗生产技术规程。

（二）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本标准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申请，经海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批准，列入海南省 2022 年第二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项目编号为

2022-Z031。
（三）起草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四）单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学院路 4号。

（五）参与起草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口实验站、海南希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儋州联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保亭智农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六）标准起草人：周兆禧，林兴娥，黄晨婧，刘咲頔，党志国，何书强，谢子四，明建

鸿，王会恒，肖诗希，卓斌，王运兴，郭庆辉。

表 1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方式

1 周兆禧

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热带作

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副研究员
组织、协调标准

起草
13637692750

2 林兴娥

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热带作

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 助理研究员
标准起草、资料

收集整理
18889161751

3 黄晨婧

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海口实

验站

- 助理研究员
病虫害鉴定、防

治
13687535349

4 刘咲頔

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热带作

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 助理研究员
水肥管理、数据

记录
13617528950

5 党志国

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热带作

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主任 副研究员 嫁接方法优化 18898956559

6 何书强

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热带作

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 助理研究员 基地管理 18389589888

7 谢子四
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热带作
- 助理研究员 苗圃管理维护 18608967188



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8 明建鸿

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热带作

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 研究员 数据测量、整理 13807556406

9 王会恒

海南希源生态

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

- - 技术指导 18389976123

10 肖诗希

海南希源生态

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

总 经

理
-

田间管理、数据

采集
13876683999

11 卓斌

保亭智农农业

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总 经

理
-

田间管理、数据

采集
17608951766

12 林运兴

保亭智农农业

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总 经

理
-

田间管理、数据

采集
15799075537

13 郭庆辉

儋州联昌农业

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副 总

经理
- 砧木苗繁育 13976808960

二、编制情况

（一）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榴梿（Durio zibethinus Murr.）为锦葵科（Malvaceae）榴梿属（Durio）常绿乔木，原

产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和南亚热带国家。榴梿果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蛋

白质、脂类和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果皮带尖刺，被称之为“热带果王”，深受我国消费

者喜爱。我国是榴梿消费和进口大国，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消费结构的升级，

近年来国内对于榴梿的需求量正逐年上升，2020 年中国榴梿鲜果进口量达 57.57万吨，进

口额为 23.02亿美元。海南具有独特的热带气候条件，尤其是保亭、三亚、乐东等地区，

气候条件与泰国有较强一致性，发展榴梿产业有一定优势，近几年榴梿种植呈现井喷式增

长，目前海南保亭、三亚、乐东和琼海等地种植面积已超过 2万亩，已由零星种植发展到

小规模种植。

2022 年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海南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三年

（2022-2024）行动方案》中，将榴梿产业作为潜力产业进行培育，引进培育榴梿优质品种

资源，科学合理种植规划布局。优良品种及优质的种苗是实现榴梿产业规范化生产的基础

和首要条件，目前海南各地种植的榴梿主要是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地引种种植，国



外引进的种苗不经过引种试种，盲目大规模推广，会出现品种不适应或适应性差等问题；

农户自繁自育种苗质量参差不齐、纯度低，质量堪忧，这对榴梿产业的优质生产和可持续

发展带来隐患。生产上榴梿主要以嫁接方法进行繁育，但目前产业上缺少榴梿育苗的技术

标准，建立规范的榴梿种苗嫁接繁育技术标准，有利于促进海南省榴梿种苗的生产与健康

发展，为我国榴梿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二）编制过程简介

标准起草过程：2022年 9月 5日，收到《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2年第二批地方标准制

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后，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口实验站组织有关单位、相关专业技

术人员成立标准编制小组，成员有周兆禧、林兴娥、黄晨婧、刘咲頔、王会恒、肖诗希等，

并召开了工作组会议，会议明确了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进度安排、任务分工，确定了编制

标准的工作计划。

标准起草过程：首先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和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DB46/T 74-2021）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收集

了国内外榴梿栽培相关的参考文献，并实地调研了海南保亭、三亚、陵水、五指山、琼中

等地区榴梿种苗繁育的实际情况，对海南榴梿种苗生产中的砧木来源、砧木培育、嫁接方

法、嫁接苗管理等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并广泛收集与听取榴梿种植生产相

关的意见与建议，认真总结起草小组近年来在榴梿种苗嫁接技术研究的成果，确定了本文

件框架和主要技术内容，并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标准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进行了试验论证，

根据海南省地方标准的编写要求起草形成了标准讨论稿，经起草小组和相关专家反复讨论

修改形成了《榴梿栽培技术规程》标准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情况：2023年 6月～9月以函件、现场等方式向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

所、海南省优旗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保亭智农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柔鸣农业有限

公司、海南希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大学等科研、教学、生产单位的专家以及企

业、农户等征求意见，收到回复意见 45 条，对征求到的意见进行汇总、整理，进一步完善。

征求意见情况：2023年 7月～11月以函件、现场等方式向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

所、海南省优旗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保亭智农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柔鸣农业有限

公司、海南希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大学等科研、教学、生产单位的专家以及企

业、农户等征求意见，收到回复意见 45 条，对征求到的意见进行汇总、整理，进一步完善。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制定标准的原则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了“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

注重了标准的“适用性、可操作性、针对性和通用性”，以保证种苗质量为目标，力求做

到科学规范、指标准确、可操作性强，既与国家、农业部相关标准接轨，又符合海南省榴

梿育苗产业发展实际，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海南省地方标准《DB 46/ T 74—2021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给出的

规则起草。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参照了 GB /T 6001—1985《育苗技术规程》，在结合查阅

资料及检测数据的基础之上，编制本标准。

2、制定标准的依据

充分调研保亭县的榴梿种苗繁育情况，认真访问并征求榴梿种苗生产者的意见，总结

实践经验，参考榴梿种苗繁育科技文献，并分析了保亭县主栽区气候条件特点，结合实用

性，因此，确定本文件主要内容与主要适用技术指标。

3、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规章，经过国家市场技术

监督管理局中国标准网检索，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标准的名称、内容及指标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的标准没有冲突，不存在包含、重复、交叉问题，与相关的各种

基础标准相衔接，遵循了政策性和协调同一性的原则。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主要条款

本文件的章节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苗圃地选择与规划建设、品种选择、砧木苗

培育、嫁接苗培育、苗木出圃、技术路线组成。其中苗圃地选择与规划建设、砧木苗培育、

嫁接苗培育、苗木出圃是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榴梿苗圃地选择与规划建设、砧木苗培育、嫁接苗培育、苗木出圃等技

术要求。

2、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苗圃地选择

年均温≥22 ℃，最冷月均温≥15 ℃，绝对最低温＞5 ℃，年降雨量≥1 000 mm，相对湿

度 80%。

宜选择交通便利、水源充足、排灌方便、背风向阳的缓坡地或平地作育苗地。苗圃地

环境质量符合 NY/T 5010的规定。



说明：榴梿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 22℃以上，最冷月平均温度 15℃以上，喜日照充足、

高温多雨的环境，怕涝怕旱。

（2）苗圃规划

根据苗圃地规模、地形地势规划道路系统（主干道、支道和田间小道）、排灌系统、

荫棚和生产管理用房等设施。生产用地不低于苗圃总面积的 75%，并规划为播种区和育苗

区。苗圃建设应符合 LY/T 1185的规定。

说明：根据苗圃地实际情况，生产用地占苗圃总面积的 75%，以保证育苗正常进行。

生产区主要分为播种区和育苗区等。按照苗圃建设规范（LY/T 1185）规定建立排灌系统、

道路系统等，配置生产管理用房等。

（3）苗圃建设

育苗区犁翻晒白后反复犁耙 1～2次并耙平，起垄。垄面宽 80 cm～100 cm，高 10 cm～

20 cm，垄间距 20 cm～30 cm。

在播种区建设沙床，沙床一般高 15 cm～20 cm，宽 100 cm，长度根据实际需要以方便

工作为度，铺沙厚度 5 cm～10 cm。沙床走向根据地势确定，以利于排水为宜。播种前在

沙床上和周围进行防虫消毒，用 80%敌百虫可溶性粉剂 800～1 000 倍液喷杀一次，50%多

菌灵可湿性粉剂 800～1 000倍液喷杀一次。

在播种区和育苗区搭建荫棚，高 2 m～2.5 m，宽度和长度因地形、地势而定。棚顶覆

盖遮阳网，遮光度为 70%。

说明：榴梿砧木苗播种、移苗和苗木嫁接时需要一定的荫蔽度，有利于苗木的快速生

长，比不遮荫的可提前 1～2个月嫁接，嫁接时遮荫可提高嫁接的成活率。荫棚高度以方便

田间工作为度。

（4）品种选择



选择新鲜、粒大、饱满、无病虫害的榴梿种子作砧木种子。

选择优质、高产、高抗、适销的优良品种作接穗。

说明：目前国内榴梿砧木种子主要来源于国外，挑选饱满、无病虫害、无霉变、新鲜

的种子留作砧木。目前生产上主要的榴梿品种有猫山王、金枕、黑刺、干尧等。

（5）种子采集与调制

榴梿果实充分成熟后，剥去果皮、果肉，清水洗净种子，选择粒大、饱满的种子作种，

于阴凉处晾干，不宜暴晒。

（6）种子保存

提倡随采、随处理、随播。如短期保存，晾干种子表面水分，于 25 ℃～30 ℃阴凉干

燥处保存 2 d～3 d，避水和阳光暴晒。

说明：作为培育榴梿砧木的果实必须饱满老熟，种子表皮粘着的果肉和糖分必须清洗

干净，清洗处理不干净很容易引来蚂蚁等虫害。榴梿种子为顽拗型种子，不耐干燥和零上

低温，贮藏要点是防止干燥、防止微生物侵染、防止贮藏中萌发。

（7）播种催芽

推荐种子播种催芽时期为每年 7～8月。

种子采用 5%的高锰酸钾溶液，或 0.3%的硫酸铜溶液浸泡 20 min，或 70%甲基硫菌灵

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浸泡 10 min，将清水冲洗后的种子平铺于沙床上，播种完毕在

上面均匀铺一层 1.5 cm～2.0 cm 厚的沙，淋足水分。

晴天高温时，每天淋水 1～2次，保持沙床湿润。雨天及时排水。及时清除沙床杂草。

说明：种子先经催芽后再移床育苗，种子发芽率高，生长快而整齐，生产上都采用床



播催芽移栽的方法育苗。播种后要保持沙床湿润，若淋水不足沙床过干，榴梿种子便很快

干燥而失去活力。但如果过湿，尤其是出现连续阴雨天沙床长时间过湿，种子也会霉烂，

因此，要注意掌握床面的湿度。

（8）育苗容器

选择黑色聚乙烯塑料袋或无纺布袋作为育苗容器，规格为直径 20 cm～25 cm、高 25

cm～30 cm，底部有排水孔。

说明：生产上嫁接苗一般用嫁接袋装苗，袋装培养砧木嫁接苗培育的方法，由于从移



芽到定植基本不伤根，成活率非常高，生长非常快，对树体的抗风力有一定的提高。

（9）育苗基质配制

基质配方为充分腐熟农家肥（颗粒 0.5 cm～1.0 cm）或商品有机肥 20%、红壤土（颗

粒 0.5 cm～1.0 cm）80%，充分混匀。

说明：榴梿幼苗根系脆弱，需粘性强的红壤土保护根系。育苗袋的营养土要富含有机

质、保肥保水能力强、微酸性（pH5.5～6.0）。不带病菌和虫卵。

为研究不同基质对榴梿幼苗生长发育的影响，我们以红土为对照，设置 3个处理组合，

分别为红土+椰糠(8:2)、红土+花生壳(8:2)、红土+花生壳+椰糠(7:2:1)，结果表明，以红土+

花生壳+椰糠(7:2:1)做基质，最适宜榴梿幼苗生长，植株性状表现较好。

以红土为基质 以红土和花生壳为基质



以红土和椰糠为基质 以红土、椰糠和花生壳为基质

（10）基质装填和摆放

基质在装填前湿润，含水量 10%～15%，装填后压实，将育苗袋整齐排放在垄上，按

每垄宽放 3～5株，将育苗容器 1/3埋于苗床内。

说明：营养土装填前保持 10%～15%的含水量，根据垄宽和嫁接操作方便紧密摆放育

苗袋，方便水分和肥料吸收渗透。

（11）芽苗移栽

移芽适期：沙床催芽后 20 d～25 d，当芽长至 10 cm 左右，心叶未张开前为移栽适期

芽。晴天移植推荐每天 9:00 前和 16:30后进行，阴天全天可移栽。

移栽方法：移栽时先淋湿沙床，再将带种子和苗根的芽苗轻轻从沙床上拔起，并移植

到育苗袋里，每个育苗袋栽种 1株，用小木棍插出 8 cm～10 cm 深的小洞，随即将幼芽的

根植入洞内，填土盖至种子上面 1.5 cm 左右，在芽头周围用手指轻轻将土压实，并淋透定



根水。

说明：当芽长至 5～10 cm、心叶未张开前移芽，此时在根系生长期，移栽后可使受伤

的根系迅速恢复，每天 9:00前和 16:30 后进行移芽，平均气温 26 ℃左右，空气湿度 70%～

80%。

（12）砧木苗管理

查苗补苗：移芽 7 d后，及时检查苗木，未成活的及时补苗。

光照调节：砧木苗遮荫至第 3～4批新叶老熟后逐步打开遮阳网。

水分管理：移芽后保持容器袋内土壤湿润，晴天早、晚各淋水一次，雨天及时排水。

施肥管理：当砧木苗抽生的第一次新梢老化后，即可开始施肥。每月薄施 2～3次水肥，

用 0.05%～0.1%复合肥（15-15-15）溶液淋施。嫁接前一个月停止施肥。肥料施用应符合

NY/T 496的规定。

除草：及时人工拔除杂草。

病虫害防治：防治对象：炭疽病、藻斑病、木虱等病虫害。防治方法：坚持“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原则，药剂防治应符合 GB/T 8321（所有部分）的规定，施用方法应遵守 NY/T

1276的规定。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见附录 A。

说明：移栽后注意保持土壤湿度，以提高保苗率。当苗萌发第 1次新梢老化后，即可

开始施肥。肥料可用人粪尿或豆饼等经过充分沤制腐熟后加少量复合肥，稀水 10～15 倍淋

施。嫁接前一个月停止施肥，以防影响芽接成活率。

榴梿苗期主要病虫害有炭疽病、藻斑病、木虱等。坚持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

则，防治方法汇总后形成附录 A。

移苗后最好适当遮荫，更有利于保苗和生长，比不遮荫的可提前 1～2个月芽接。但在

嫁接前 2个月内一定要彻底拆去遮荫设施，以炼苗准备嫁接。

（13）芽条采集

选择品种优良纯正、生长势健壮的结果树作为芽条的母本树。在树冠外围的中、上部

剪取生长充分成熟、芽眼饱满、无病虫害、粗细与砧木相近的枝条作为芽条，剪去 1/2 叶

片。一般随采随嫁接。如需短期储藏时，芽条用湿布包好于阴凉处不超过 3 d。

说明：接穗中所含养分多少及生命力强弱对嫁接的影响很大。在母树种性优良、生长

健壮的前提下，还要精选能够充分接受阳光、发育粗壮充实、芽眼饱满、顶梢老熟、未萌

芽和萌芽不久的枝条，这类枝条营养丰富、生命力强，是优良的接穗。切忌取营养不良、

生长衰弱的荫蔽枝、下垂枝、病虫害枝做接穗。榴梿接穗不耐久贮，最好采下后立即嫁接。



短期贮藏要做好保湿包装，置于阴凉条件下可保存 2 d～3 d。

（14）嫁接时期

周年均可嫁接，一年中以2月至翌年4月、气温在20～25℃时嫁接为宜。

说明：榴梿嫁接最忌高温多雨或低温干旱天气，芽接位愈伤组织需要一定的温度和水

分，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愈伤组织的形成速度和形成量，甚至还会导致愈伤组织死

亡。接穗只有在一定的湿度下才能保持生命力，湿度过低，接穗很快干死，湿度过高，接

口浸水，影响愈伤组织形成，严重时可使接穗死亡。

（15）嫁接方法

可采用带叶和不带叶切接方法。嫁接时间应选择早晚或阴天，温度过高或低温阴雨天

气不宜嫁接。

①带叶切接方法：

切削砧木：选择砧木茎粗 0.5 cm～1.0 cm，离地 15 cm～25 cm 处截断，截面光滑平整，

光滑、顺直的一侧用刀稍带木质部向下垂直切下，切口宽度和接穗切面相当或稍大于接穗

切面。

削接穗：将接穗下端削成深达木质部 1/3 的平直光滑削面，削面与砧木削面相当，削

面以上留 1～2个芽，再将下端相对的另一侧削成 45 ℃的小斜面，略带木质部。

插接穗：将接穗长削面对准砧木大切面，形成层对准。

缚扎：插接穗后用塑料薄膜带自下而上缚扎至接穗，密封固定。



2）带叶切接

削砧木：选择砧木茎粗 0.5 cm～1.0 cm，离地 25 cm～30 cm处截断，光滑的一侧用刀

纵向间隔 1.0～1.5 cm处切 2刀，挑皮 2 cm～3 cm，挑皮面稍大于接穗切面。

削接穗：接穗留 1个芽，剪去 1/2叶片，将接穗下端，接芽背面一侧，削成长 1.5～2.5

cm、宽约 0.5～1 cm、深达木质部 1/3的平直光滑的斜面，略带木质部，再将下端相对的另

一侧削成 45 ℃的小斜面，略带木质部。

插接穗：将接穗基部的斜削面和砧木挑皮面的形成层对准，砧木挑起的皮包住接穗并

用嫁接膜绑扎固定。

封接穗：用宽 10.0～12.0 cm，长 15.0～18.0 cm 的封口袋将接穗和砧木膜绑扎固定处

密封。



说明：通过对海南省榴梿种植区的调查，经榴梿种苗生产企业/合作社、海南省农垦科

学院等专家咨询，榴梿嫁接成活率高的主要有 2种方法，即切接和挑皮嫁接，嫁接成活率

可达 80%。

（16）嫁接苗管理

光照调节：嫁接后遮荫至接穗第二批新叶稳定后打开遮阳网。

查苗补接：嫁接后 15 d左右检查成活情况，及时补接。

摘袋、解绑与剪砧：接后 20～25 d后带叶切接的苗从下往上逐渐取下套袋。待第一批

新梢老熟后，解除薄膜带。

抹除砧木芽：及时除去砧木上的嫩芽。

水分管理：嫁接后 15 d～20 d内保持袋内湿润，接穗开始萌芽后要及时淋水。



施肥管理：接穗萌发生长的第一批梢老熟后，开始施稀薄的肥水，每隔 7 d～10 d，每

100 kg水加复合肥（15-15-15）0.1 kg～0.2 kg溶解后淋施一次。

除草：及时人工拔除杂草。

病虫害防治：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与砧木苗管理病虫害防治相同。

炼苗：起苗前 3 d停止灌水，15 d停止施肥。穿袋明显的苗木应提前断根。

说明：嫁接后 15 d～20 d内一般不能淋水，接穗开始萌芽后要及时淋水，促进芽的萌

发和生长。当第一批叶稳定后，每隔 7 d～10 d薄施水肥。

（17）苗木出圃

砧穗嫁接口愈合良好，苗木健壮，无病虫害，3～4批叶片老化，苗高 60 cm～80 cm，

袋内土团结实。

出圃前剪除苗木末次嫩梢及穿过育苗袋的根系，并根据苗木高度、苗粗等进行适当分

级。

说明：种苗出圃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有种苗的长势、嫁接口愈合程度、抽梢情况、育

苗袋规格及完好情况等。选择砧穗砧木愈合良好，生长壮旺，3～4批叶以上稳定、无病虫

害的苗木出圃。定植前半个月要事先把荫棚打开炼苗后再定植。

（18）育苗档案管理

建立育苗档案，记录有关育苗信息，育苗档案见附录 C。育苗档案应由专人负责填写

和保管，填列应保证准确、及时，填列后由苗圃负责人或技术人员审查签字，长期保存。

（19）生产技术路线

生产技术路线形成附录 D。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没有涉及专利的情况。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情况。

不适用。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通过举办相关的培训班对标准进行及时的宣贯和推广。

2、建议在实施标准过程中对所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以利于标准后期的修订和完善。



（九）预期效果

生产出优质健康的红毛丹种苗，可促进海南红毛丹种苗及种植产业链的健康发展，规

范生产技术，对于农民增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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