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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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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1244—2015《国槐育苗技术规程》。与DB11/T 1244—201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范围”的具体内容（见 1,2015 年版的 1）； 

b)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引导语及规范性引用清单（见 2，2015 年版的 2）； 

c)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的养根期、养干期和养冠期（见 2015 年版的 3）； 

d) 将“播种育苗”调整为“育苗地准备”，并修改相关内容（见 4，2015 年版的 4.1、4.2）； 

e) 将“移植育苗”调整为“播种育苗”，并将 2015 年版的有关内容修改后纳入（见 5，2015 年

版的 4.2）； 

f) 修改了“嫁接育苗”部分内容（见 6，2015 年版的 6）； 

g) 增加了“大苗培育”的规定，并将 2015 年版的有关内容修改后纳入（见 7， 2015 年版的 5）； 

h) 将“苗木出圃”、“包装运输”和“检疫”调整合并为“出圃”，并将 2015 年版的有关内容

修改后纳入（见 8，2015 年版的 7、8、9）； 

i) 修改了“苗木档案”的规定（见 9，2015 年版的 10）； 

j) 修改了“土壤消毒常用药剂及使用方法”（见附录 A，2015 年版的附录 A）； 

k) 修改了“种子消毒常用药剂及使用方法”（见附录 B，2015 年版的附录 B）； 

l) 修改了“国槐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见附录 C，2015 年版的附录 C）。 

本文件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绿地养护管理事务中心、北京林木种苗产业协会、北京如景生态园林绿化

有限公司、景天下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森源达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志勇、方志军、徐妍、徐红江、李香、薛敦孟、王敏、童宇航、郭桂凤、司

瑞新、刘春和、李世安、刘克林、王亮、李金苹、焦宇、李艳、周静、李颖、王军、张劲、胡爽、刘洋、

郭智涛、张海侠、亓学明、王敏南、孙利平。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5年首次发布为DB11/T 1244—201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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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槐育苗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国槐的育苗地准备、播种育苗、嫁接育苗、大苗培育、出圃以及苗木档案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地区国槐及其变种或品种的大田育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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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  林木种子检验规程 

GB/T 23473  林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规程 

DB11/T 21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DB11/T 222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DB11/T 476  林木育苗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育苗地准备 

4.1 育苗地选择 

宜选择地势平坦、灌溉方便、排水良好、富含有机质的壤土或沙壤土。 

4.2 秋耕 

秋季翻耕，深度为20 cm～30 cm，耕后不耙。 

4.3 施有机肥 

翌春冻融后施入腐熟有机肥，施肥量为10 m³/667㎡～15 m³/667㎡，进行浅耕，深度为15 cm～20 cm，

随即耙平。 

4.4 土壤消毒 

播种前垄面进行土壤消毒。土壤消毒常用药剂及使用方法见附录A。 

5 播种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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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种子准备 

5.1.1 种子选择 

宜选用种源清楚、上年成熟、种粒饱满并经调制后的种子。 

5.1.2 种子质量检验 

应按照GB/T 2772的规定检测种子的千粒重、净度和发芽率，检验结果应满足千粒重≥110 g、净度

≥95%和发芽率≥80%。 

5.1.3 种子消毒 

种子催芽处理前应进行消毒，种子消毒常用药剂及使用方法见附录B。 

5.1.4 种子催芽 

宜在播种前7 d～10 d对种子进行高温浸种催芽。按照体积比1﹕2的比例准备种子和70 ℃左右的热

水，先把热水倒入桶内，再将种子倒入水中，边倒边搅拌，直到水温降至35 ℃～40 ℃；浸泡12 h～24 

h种子吸水膨胀后，捞出种子用清水淘洗2～3次，移至背风向阳处，覆盖湿麻袋、草片等物，不定时向

覆盖物上喷水，保持温度和湿度。每天早、中、晚各翻动一次种子，并用清水冲洗。约30%的种子露白

时即可播种。 

5.2 平地作垄 

作垄前3 d～5 d灌足底水，平整育苗地后作垄。垄距70 cm，垄高25 cm～30 cm，垄面宽15 cm～20 

cm，垄长视播种区大小而定，宜间隔15 m～20 m垂直设一灌水沟，兼作排水沟。 

5.3 播种 

5.3.1 播种时间 

宜在3月下旬至4月上中旬播种，适时早播。 

5.3.2 播种量 

播种量15 kg/667㎡～20 kg/667㎡，计划产苗量以15 株/㎡～20 株/㎡为宜。 

5.3.3 播种方法 

宜采用条播。在垄面正中开沟播种，沟应平直，沟深2 cm～3 cm，沟宽8 cm～1 0cm。按照播种量，

将种子均匀撒播于沟底。播种后覆过筛细土，覆土厚度宜为1 cm～2 cm，厚薄一致。覆土后镇压。 

5.4 播后管理 

5.4.1 灌溉 

幼苗出土前视土壤墒情及天气情况可少量多次喷水，保持垄面湿润。苗高5 cm～7 cm时，灌一次小

水稳苗。5月中旬至7月中旬，应根据天气和土壤墒情保证水分供应，间苗或追肥后及时灌水，浇匀浇透，

土壤浸湿深度应达到主根分布层。灌溉宜在早晨和傍晚进行，避免在气温最高的中午灌溉。8月下旬，

停止灌溉。土壤封冻前灌足防冻水。 

5.4.2 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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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地如发现积水，应立即排水。 

5.4.3 间苗 

应经过2～3次间苗才可最后定苗。苗高5 cm～7 cm时宜进行第一次间苗，苗高10 cm～15 cm时宜进

行第二次间苗。间除过密、受病虫危害、生长势弱、机械损伤的幼苗，保留健壮幼苗，并保持均匀株距。

保留苗木数量应达到计划产苗量的1.2～1.3倍。 

5.4.4 追肥 

5月中旬、6月中旬、7月上中旬，应根据生长情况适时追肥，以施氮肥为主。每月追肥1次，追肥量

为10 kg/667㎡～25 kg/667㎡，均匀撒施。施肥后及时浇水，或根据天气情况，结合下雨及时撒施。8

月以后，应停施氮肥，适量追施钾肥。可于8～9月，每隔半月喷施磷酸二氢钾进行一次叶面施肥，浓度

为0.3%～0.5%，选择在早晚或阴天，以叶面均匀着肥为宜。 

5.4.5 中耕除草 

降雨或灌水后，及时松土。第一次松土深度为1 cm～2 cm，以后逐渐加深至2 cm～4 cm。松土时，

不伤苗、不压苗。除草时避免带苗或伤根，可在地面上覆盖黑色地膜，防除杂草并保墒。 

5.4.6 病虫害防治 

播种苗病虫害以立枯病、国槐尺蠖和槐蚜为主。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见附录C。 

6 嫁接育苗 

6.1 砧木准备 

砧木应健壮、无病虫害、枝干平滑。 

6.2 接穗准备 

6.2.1 采穗 

宜在春季苗木发芽前采集，选用优良变种或纯正品种、无病虫害、生长健壮的一年生枝条作为接穗。 

6.2.2 制穗 

穗长10 cm～12 cm,粗0.4 cm～0.6 cm,每穗保留3～4个芽,整个接穗进行蜡封处理,将接穗在含10%～

20%动物油脂温度为60 ℃～80 ℃的溶解石蜡中速蘸后低温储藏备用。 

6.3 嫁接时间 

宜在4月中旬，苗木发芽前进行。 

6.4 嫁接部位和方法 

6.4.1 高位嫁接 

适用于繁殖高干品种苗木。嫁接高度宜在2 m以上。砧木选用胸径大于3 cm的国槐苗木。嫁接方法

宜采用宜劈接或插皮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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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劈接：将接穗下方约 3 cm 处两侧削成 2 cm～3 cm 长的楔形削面，注意勿使接穗削面沾染泥土；

砧木断口面应削平，在断面中心劈开，劈口深约 3 cm；撬开劈口，立即插入接穗，接穗和砧

木必须保证有一边的形成层对准；立即用保鲜膜缠绕绑缚。 

b) 插皮接：在接穗下部芽的背面削一个 3 cm～5 cm 长的削面，削面略平直并超过髓心，厚 0.3 cm～

0.5 cm，再在削面背后削成一个小斜面；砧木断口面应削平，在砧木皮光滑的地方，由上往下

垂直划出一个长约 1.5 cm 的开口，深达木质部；将接穗长削面朝向砧木木质部插入开口，使

之与形成层紧密贴合，留白 0.2 cm～0.3 cm；立即用保鲜膜缠绕绑缚。 

6.4.2 低位嫁接 

适用于繁殖丛生或低干品种苗木，嫁接高度宜在0.5 m以下，砧木选用1年生或地径小于3 ㎝的国槐

苗木。嫁接方法采用基部劈接、插皮接或带木质芽接。 

a) 劈接：见 6.4.1 a）。 

b) 插皮接：见 6.4.1 b）。 

c) 带木质芽接：接芽从穗条上自上而下切取，先在芽的上部往下平削一刀，再在芽的下部横向斜

切一刀，连同木质部一起取下牙片，芽片长 2 cm～3 cm，宽度依接穗粗细而定；在砧木选好

的部位，先在下部从上往下斜切一刀，深至木质部，作为下切口，再在下切口上方约 2 cm 处，

由上而下连带部分木质部往下削至下切口，切出砧木，最后将芽片嵌入，两个切口大小应相宜，

形成层能左右两边对齐，并露芽绑缚。 

6.5 嫁接后管理 

6.5.1 灌溉 

嫁接后应及时灌透水。 

6.5.2 排水 

见5.4.2。 

6.5.3 成活检查及松除捆扎物 

劈接和插皮接嫁接后20 d～30 d检查成活情况，带木质芽接嫁接后7 d～10 d检查成活情况，适时

松绑或解除捆扎物。 

6.5.4 补接 

接穗未成活时，待砧木萌生新枝后，于夏末、秋初可用芽接方法补接。 

6.5.5 去蘖及剪砧 

嫁接成活后及时去除砧木萌蘖。低位嫁接成活后的芽接苗，接芽萌芽前及时剪砧。 

6.5.6 绑杆 

当高位嫁接苗新梢长出30 cm左右、低位嫁接苗新梢长出50 cm左右时，应立支柱或培土，防止苗木

弯曲或风折。 

6.5.7 追肥 

见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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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 控制杂草 

在苗木生长季节应及时控制杂草。 

6.5.9 病虫害防治 

国槐苗期病虫害以腐烂病、国槐尺蠖、蚜虫和害螨为主。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见附录C。 

7 大苗培育 

7.1 移植时间 

宜于土壤解冻后苗木萌芽前或苗木落叶后土壤封冻前进行移植，避开大风天气。 

7.2 移植准备 

7.2.1 种植穴准备 

种植前根据土球或根幅大小挖种植穴。种植穴直径应比裸根苗根幅或苗木土球直径宽15 cm～20 cm，

种植穴深度应比裸根苗根幅或苗木土球高度深10 cm～15 cm。坑穴上下口径大小应一致，挖出的表土和

底土分别放置。 

7.2.2 起苗 

起苗前2 d～3 d灌足水，待土壤稍干后起苗。早春或晚秋可裸根起苗，应保持根系完整，生长季带

冠移植应带土球。土球上部直径应为苗木胸径的8～10倍，土球高度应为土球上部直径的2/3，土球底部

直径应为土球上部直径的1/3。 

7.2.3 苗木分级 

起苗后，按照DB11/T 222的规定进行分级。 

7.3 移植密度 

一年生播种苗，第二年春季进行第一次移植，株行距宜为50 cm×60 cm。当苗木高度达到3 m～3.5 

m，胸径3 cm以上时，进行第二次移植，株行距宜为100 cm×100 cm或150 cm×150 cm。根据苗木长势

或郁闭度适时出圃；或进行第三次移植，加大株行距到200 ㎝×200 ㎝。 

7.4 苗木栽植 

7.4.1 裸根苗栽植 

将苗木放入穴中，扶正回土，胸径3 cm以下苗木回土同时向上提苗踩实土壤，再回土踩实；胸径3 cm

及以上的苗木边回土边踩实。最后用松土覆盖地表。 

7.4.2 土球苗栽植 

放苗入种植穴，扶苗使其直立，剪开并取出包装材料，填入表土至一半时，将土球周围回填土踩实，

再填到满穴并踩实，保持土球不碎不散。 

7.5 移植后管理 

7.5.1 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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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当日浇灌第一次水，3 d内浇灌第二次水，10 d内浇灌第三次水，之后根据土壤墒情适时浇水。

每年3～4月浇一次返青水，11月中旬浇一次越冬水。每次浇水应浇足浇透。 

7.5.2 排水 

见5.4.2。 

7.5.3 养根 

一年生播种苗移植后，当年不宜修剪，培养健壮根系。 

7.5.4 养干 

经过养根培育的苗木，宜在翌年春季发芽前平茬，平茬高度宜距地面以上4 cm～6 cm，剪口应平滑、

不劈裂。用土把剪口埋好，加强肥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萌条长至15 cm～20 cm时，保留一个健壮且直

立生长的枝条做为苗木主干，抹除萌蘖。 

7.5.5 养冠 

第二次移植后应进行定干，定干高度宜为2.5 m～3.0 m。定干后，待截干处萌发的侧枝长至20 cm

左右时，选留3～4个分散均匀的壮枝做为主枝，抹除多余侧枝。主枝长至60 cm时，进行摘心。侧枝长

至50 cm左右时，再摘心。 

7.5.6 追肥 

见5.4.4。 

7.5.7 控制杂草 

见6.5.8。 

7.5.8 病虫害防治 

见6.5.9。 

8 出圃 

8.1 出圃时间 

裸根苗应在春季苗木萌动前或秋季苗木停止生长后进行出圃；带土球苗木可在生长季进行出圃。 

8.2 出圃起苗 

按照DB11/T 476执行。除生长季带冠出圃应带土球起苗外，其它时间段可裸根起苗。 

8.3 包装和运输 

8.3.1 包装 

裸根苗木运苗前根系应进行蘸泥浆处理。土球苗包装按照DB11/T 212执行。 

8.3.2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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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苗后应及时运输，防止苗木暴晒、风干及机械损伤。运输时随车附带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复

印件、产地检疫合格证或植物检疫证书（出省）原件、北京市林草种子标签。 

8.4 苗木假植 

8.4.1 临时假植 

起苗分级后，不能立即栽植或外运时，应进行临时假植。假植沟与主风方向垂直，沟的深度和宽度

均为30 cm～40 cm，沟的长度依据苗木数量确定。假植时，苗木倾斜摆放，用湿土或沙覆盖根系和苗茎

的下部，踩实。若假植时间超过3 d，应及时灌水或向苗干喷水保湿。 

8.4.2 越冬假植 

秋季起苗，翌春栽植的苗木，应进行越冬假植。假植沟深40 cm～60 cm，沟的宽度和长度根据苗木

根系长度和苗木数量确定。将苗木散开埋入假植沟中，露出苗梢，踩实，浇透水，使根系与土壤接触密

实。 

8.5 检疫 

按照GB/T 23473执行。 

9 苗木档案 

应符合DB11/T 47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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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附 录 A 

（资料性） 

土壤消毒常用药剂及使用方法 

表A.1给出了土壤消毒常用药剂及使用方法。 

表A.1 土壤消毒常用药剂及使用方法 

药剂名称剂型 使  用  方  法 用      途 

农业级硫酸亚铁颗粒 
用 3%的水溶液 2 L/㎡，播种前 7 d

均匀地浇淋土壤 
灭菌和改良土壤酸度 

40%福尔马林水溶液 

用 35%～40%的福尔马林 50 ml/㎡，

兑水 6 L～12 L，在播种前 5 d～7 d

均匀浇淋土壤，浇淋后用塑料膜盖 3 

d～5 d，翻晾无气味后播种 

灭菌 

96%恶霉灵可湿性粉剂 3 g/㎡，混拌适量细土，撒混土壤 灭菌 

50%辛硫磷颗粒 2 g/㎡，混拌适量细土，撒混土壤 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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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B 

（资料性） 

种子消毒常用药剂及使用方法 

表B.1给出了种子消毒常用药剂及使用方法 

表B.1 种子消毒常用药剂及使用方法 

药剂名称剂型 使用方法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水溶液浸种 15 min 

80%退菌特可湿性粉剂 800 倍水溶液浸种 15 min 

79%～89%高锰酸钾颗粒 
0.2%～0.5%的水溶液浸种 2 h，捞出，密封 0.5 h，清水

冲洗，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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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C 

（资料性） 

国槐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 

表C.1给出了国槐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 

表C.1 国槐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 

病虫害名称 发生时间 症状及危害 防治方法 

立枯病 
播种后至幼

苗木质化前。 

出土之前表现为种芽腐烂，

幼苗在木质化前根茎基部产

生水渍状褐色斑并凹陷溢缩

呈猝倒状 

1.未发病时，可喷施 800～1000 倍等量式波尔多

液防治；发现病株及时销毁并对土壤进行消毒；  

2.可用 70%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或 70%代森

锰锌可湿性粉剂 400～600 倍液喷洒防治，药物交

替使用 

白粉病 
5～6 月， 

8～10 月 

主要危害叶片,叶片上有灰

白色霉层白斑。严重时导致叶

片大量枯黄、脱落 

1.休眠期喷施 5波美度的石硫合剂； 

2.可喷洒 2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液或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轮换用药 

腐烂病 3～5月 

主干或枝干出现黄褐色湿

腐状病斑，稍凹陷，有酒糟味。

引起枝枯或使苗木枯死 

加强苗木检疫，增强苗木抗性。发病后刮除病

斑，用 500～800 倍 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溶液

涂干 

国槐尺蠖 5～9月 

主要为害叶片，可将叶片蚕

食一光，并吐丝排粪，扰民和

影响卫生 

在幼虫初期喷洒 50%灭幼脲Ⅲ号胶悬剂 1 500倍

液或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2 000 倍液，轮换用

药防治 

槐蚜 5～9月 

主要为害新梢嫩叶，引起新

梢弯曲，嫩叶卷缩，枝条不能

正常生长，同时其分泌物常引

起煤污病 

可用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2 000倍溶液或4.5%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2 000 倍液，轮换用药防治 

锈色粒肩天牛 3～10 月 

主要为害枝干，被啃食后留

有孔洞。使苗木生长不良，树

势衰弱，枝枯折断 

可用 8%氯氰菊酯微胶囊悬浮剂（绿色威雷）  

1 000～2 500 倍液或者 2%噻虫啉微囊悬浮剂 1 

000～2 500 倍液防治。成虫期及时喷施药液，间

隔 15 d 喷施 1 次，连续防治 3次 

截形叶螨 5～8月 
叶片出现黄白色斑点，严重

时叶片枯黄脱落 

加强监测，做到早发现，早防治。控制虫害的

关键是防治早期危害。可用 20％甲氰菊酯乳油  

2 000 倍液或 20％螨克乳油 2 000 倍液，轮换用

药防治 

 
 

_____________________ 
 



 
 
    
   HistoryItem_V1
   InsertBlanks
        
     Where: after current page
     页数: 1
     与当前相同
      

        
     1
     1
     1
     274
     206
            
       CurrentAVDoc
          

     SameAsCur
     AfterCur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Item_V1
   InsertBlanks
        
     Where: after current page
     页数: 1
     与当前相同
      

        
     1
     1
     1
     274
     206
    
            
       CurrentAVDoc
          

     SameAsCur
     AfterCur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