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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槐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槐（Sophora japonica cv.'Jin Huai'）的苗木繁育、栽植、抚育管理、整形修剪、有

害生物防控、高接换种及槐米采收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西南地区金槐苗木繁育、栽培管理和槐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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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槐米  Sophora flos Immaturus  
豆科植物国槐（Sophora japonica Linn.）在夏季花蕾临近开放前采收其花序，即时干燥，除去枝、

梗及杂质后的干燥花蕾。 

4  苗木繁育 

4.1  砧木培育 

4.1.1  种子采集与处理 

金槐嫁接苗培育以国槐为砧木。国槐种子 10月～12月成熟后，选择树势强、无病虫害的优良母树

采集果实。采种后去除杂质，用清水浸种 10 d左右，去除果皮，晾干水分。  

4.1.2  苗圃地选择  

苗圃地应选择地势平坦、交通方便、背风向阳、易灌易排、土壤深厚肥沃的沙质壤土，土壤 pH 值

5.5～7.5之间。 

4.1.3  土壤消毒 

用生石灰处理土壤，用量 100㎏/667㎡。 

4.1.4  整地 

秋冬深耕 20㎝～30㎝，耕前浇足冬水，翌年早春施入腐熟有机肥 2000 ㎏/667㎡或复合肥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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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浅耕，平整作畦，畦宽 1.0 m～1.2 m，畦长 6 m～10 m，畦埂高度 15㎝～20㎝，步道宽 35㎝～

40㎝。 

4.1.5  种子消毒 

用 0.5 %高锰酸钾溶液浸泡净种 2 h，捞出后密封 0.5 h，用清水冲洗干净，阴干。 

4.1.6  种子催芽 

2月上旬用 60℃～80℃热水浸种 24 h，然后将已膨胀的种子捞出，混沙层积催芽。沙与种子的体积

比为 3：1，沙含水量 60 %，手握成团，触之即散。混沙时，掺拌要均匀，在室内用容器或在地势较高、

排水良好处挖 30 ㎝深的坑层积，上面应覆以湿透的棕包片或麻袋片。沙藏期间要倒翻 1 次～2 次并保

持湿润，7 d～12 d后，当 50%的种子发芽时即可播种。 

4.1.7  播种 

2 月上旬～3 月上旬采用条播。播幅宽 10 ㎝～25 ㎝，行距 20 ㎝～25 ㎝，播种量 5 ㎏～8 ㎏/667

㎡。播后覆过筛细土 2㎝～3㎝，压实，覆盖稻草。 

4.1.8  苗期管理 

4.1.8.1  水肥管理 

播种后保持土壤湿润。幼苗长至 10㎝高后，适量浇水稳苗。5月份后进入生长旺季，5月～7月每

月追施尿素 1次，每次用量 10㎏～25 ㎏/667㎡，均匀撒施，施肥后及时浇水，也可结合下雨及时撒施。

8 月中下旬叶面追施一次浓度 0.3 %～0.5 %磷酸二氢钾溶液，早晚或阴天叶面喷施，以叶面均匀着肥为

宜。 

4.1.8.2  间苗 

幼苗长至 5㎝～7㎝高时，及时间苗 2次～3次。定苗时株距 10㎝～15㎝，留苗量 30株～50株/

㎡。 

4.2  嫁接 

4.2.1  枝接 

4.2.1.1  砧木选择 

选用 1年～2年生国槐实生苗，地径 1.5㎝以上，苗高 1 m以上。 

4.2.1.2  采取接穗 

春季萌芽前二周采取成年高产金槐的一年生枝条，枝径 0.8 ㎝～1.0 ㎝，穗长 40 ㎝～50 ㎝，放入

地窖中，用含水量约 60 %的湿沙埋好。一般埋到三分之二高度，上面用塑料布盖好。 

4.2.1.3  嫁接时间 

春季日平均气温达到 18℃以上、苗木发芽前为枝接最佳时段，一般最适期在 3 月中旬至 4 月中下

旬。 

4.2.1.4  嫁接部位和方法 

嫁接高度宜在 0.6 m～0.8 m，选择光滑平直面作为嫁接面。枝接方法采用切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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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芽接 

4.2.2.1  砧木选择 

选用一年生普通国槐，地径 1.0㎝以上。 

4.2.2.2  采取接穗 

采取成年高产金槐当年生新鲜枝条，采后立即去除叶片，只留一小段叶柄，随采随接。 

4.2.2.3  嫁接时间  

秋季芽接一般在 10月上中旬进行。 

4.2.2.4  嫁接部位和方法 

嫁接高度距地面 20㎝左右，选择光滑平直面作为嫁接面。芽接方法用丁字形芽接或木质嵌芽接。 

4.3  嫁接后的管理 

4.3.1  解除包扎薄膜 

春季嫁接后，在嫁接口全面愈合情况下，及时解除包扎薄膜，愈合期一般为 4周左右。秋季芽接苗

在来年春季萌芽前后解开包扎薄膜。 

4.3.2  固定新梢 

当新梢长到 30㎝时，对新梢进行固定，以防折断，直到新梢完全木质化时，再去掉支撑物。 

4.3.3  除萌及剪砧 

嫁接成活后及时除掉萌蘖。每年除萌 4 次以上，直至完全清除。对于芽接成活的苗木，要适时剪砧。 

4.3.4  田间管理 

4月～6月每月叶面喷施一次 1 %-2 %尿素溶液，7月～9月每隔 10 d～15 d喷一次 0.3 %～0.5 %磷酸

二氢钾溶液，早晚或阴天叶面喷施，以叶面均匀着肥为宜，促使苗木充实健壮。 

4.4  苗木出圃 

4.4.1  起苗 

宜在春季苗木萌动前或秋季苗木生长停止后进行起苗。起苗时少伤侧根、须根，保持根系完整。  

4.4.2  分级 

按照 GB 6000《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中国槐Ⅰ级和Ⅱ级苗木要求，根据地径、苗高、苗木

根系及主要综合控制指标进行分级。分级过程中，剔除病苗、废苗，修剪过长主根和侧根受伤部分。 

4.4.3  苗木假植 

4.4.3.1  临时假植  

起苗分级后，不能立即栽植或外运时，选背阴、背风、排水良好的地方挖假植沟。假植沟与主风方

向垂直，沟深宽各为 30 ㎝～50㎝，长度不限。将苗木成捆地倾斜排列在沟内，苗梢朝南。用湿土覆盖

根系和苗茎下部，踩实，以防透风失水。若假植时间超过 3 d，应及时向苗干喷水保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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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2  越冬假植  

秋季起苗，翌春栽植的苗木，应进行越冬假植。选地势高、背风、排水良好的地方开挖与主风方向

垂直的沟，沟宽 100 ㎝～120 ㎝、深 60 ㎝～70 ㎝，长度不限。将苗木散开顺沟斜放，苗梢朝南，再用

湿土将苗木根和苗茎下半部盖严，露出苗梢，踩实，使根系与土壤接触密实。寒冷多风的地区，苗木的

地上部分用稻草覆盖。 

4.4.4  包装和运输 

苗木每 10 株一捆包装，包装后应附苗木标签。运输时保持根部不失水，随车附带林木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苗木检疫证。 

5 造林技术 

5.1  造林地选择  

造林地选择在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地段。 

5.2  整地 

整地在栽植前 1个月进行。整地方式为穴状整地，规格 40㎝×40㎝×40㎝以上。挖穴时应将表土

和心土分别堆放。土层较薄、重粘土、砂砾土地区，应采取培土或换土的方法，以利于苗木健康生长。

每个种植穴用复合肥 0.2㎏与细土搅拌均匀后，再覆盖表土至接近地表处。 

5.3  栽植密度 

在水肥条件较好的平地、山丘地初植株行距以 3 m×4 m 为宜，在肥水条件较差的山丘地初植以 2 m

×3 m为宜。5年～6年后每亩按 6 m×4 m或 4 m×3 m保留 27株～56株。 

5.4  造林季节 

春季造林在 2月～3月，秋冬季造林在 10月～12月。干热河谷区宜在雨季造林。 

5.5  苗木栽植 

定植时将苗木根系舒展放入穴内，扶正，覆土，避免触及肥料，覆土到一定高度轻轻向上提苗，使

土壤与根系充分接触，踏实后浇足定根水。栽植深度以苗圃地印记根颈处略低于地面 2㎝为宜。 

6 抚育管理 

6.1  补植 

幼树发芽展叶后，检查成活情况。如发现死苗，及时补齐。 

6.2  刻芽 

第二年 3月中下旬刻芽，萌芽前，在芽或枝的上方刻伤，但不要伤及芽体，下刀用力要均匀，稍微

刻入木质部，向上输送的养分和水分被阻挡在伤口下的芽或枝处，促使其多分枝，多抽穗。 

6.3  补水保墒 

在干旱季节要适当浇水。春季及时修整树盘，接纳雨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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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施肥 

6.4.1  幼树期 

造林后 1年～4年期为幼树期。每年 4月～6月，每月每株施用 50 g尿素、150 g复合肥。11月～

12月施基肥 1次，每株施腐熟农家肥 10㎏。施肥时在树冠滴水线边缘挖穴施肥，有机肥宜深，化肥宜

浅，施肥后覆土。 

6.4.2  槐米盛产期 

金槐幼树经过 4年左右的抚育后，逐步进入槐米盛产期。每年 4月、6月分别施追肥 1次，视金槐

树体大小确定施肥量，每株施复合肥 0.5 ㎏～2.0 ㎏。9 月下旬再施追肥 1 次，每株施腐熟农家肥 3.0

㎏、复合肥 0.5㎏～1.0㎏。11月～12 月施基肥 1次，每株施腐熟农家肥 15㎏～20㎏。槐米盛产期施

肥方法与幼树期施肥方法相同。 

6.5  中耕除草 

每年结合松土除草 2次～3次，深度 5㎝～10㎝，将树木直径 1.0 m～1.5 m内杂草清除。 

7  整形修剪 

7.1  定干 

栽植当年或次年在树高 0.8 m～1.0 m 处定干。 

7.2  整形 

树形宜用疏散分层形。其树体结构是，有中心主干，培养 6～8个主枝，分为 3 层。第一层 3个主

枝，每个主枝上着生 3 个左右侧枝；第二层 2～3 个主枝，每个主枝上 2 个侧枝，层间距 1.0 m 左右；

第三层留 1～2个主枝，无明显侧枝，层间距 80㎝左右。各主枝相互错开并保持一定间距。树高 3.0 m～

4.0 m。 

7.3  修剪 

    金槐的修剪在落叶完成后到第二年发芽前进行，一般在 12 月～翌年 2月。修剪结合整形要求，选

留培养好主枝和侧枝，合理配置枝群，促进树冠形成。 

8  有害生物防控 

8.1  有害生物种类 

金槐主要病害有溃疡病，主要虫害有蚜虫、国槐小卷蛾虫、国槐尺蠖、蜗牛、天牛。 

8.2  防控方法 

金槐主要有害生物防控方法见附录 A。 

9  高接换种 

9.1  砧木年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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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接砧木一般在 12 年生以下，以 3 年～5 年生较好，其树龄小、树势强，嫁接成活率高，树冠恢

复快，槐米产量高。 

9.2  嫁接部位及方法 

嫁接高度宜在 1.0 m～1.2 m，选择 1个～3个枝的光滑平直面作为嫁接面。嫁接方法采用枝接。 

9.3  嫁接及管理 

见第 4.2条～第 4.3条。 

9.4  抚育管理 

见第 6.2条～第 6.5条。 

9.5  整形修剪 

见第 7.1条～第 7.3条。 

10  槐米采收 

采收时间一般在 7月～8月。当金槐花序上有 80%左右的花蕾完全膨大而又未开放时，是槐米的最

佳采收时间。采收后及时蒸制后干燥，除去枝、梗及杂质，得干燥槐米。 

11  建档 

11.1  档案内容 

包括造林作业设计文件，造林施工、抚育管理、有害生物防控等资料，造林保存率检查情况，各项

工序用工量和投资，以及林木生长情况和槐米产量记录等。 

11.2  档案管理 

确定专人负责，及时收集、整理造林各环节的文件及图面资料，以小班为单位建立造林技术档案。

档案记录应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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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金槐主要有害生物防控方法 

 

表 A.1 金槐主要有害生物防控方法 

有害生物名称 危害部位 防控方法 

溃疡病 皮层 
发病后刮除病斑，露出木质部，用 75 %福美申可

湿性粉剂 100倍液涂干。 

蚜虫 嫩叶、嫩梢、花穗 

1年可发生多代，在蚜虫发生初期喷施 10 %吡虫啉

可湿性粉剂 1000～1500倍液或 25 %吡蚜酮可湿性粉剂

1000～1500 倍液。 

蚜虫发生量大时，可喷 2.5 %溴氰菊酯乳油 3000

倍液或 25 g/L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 800～1500倍液。 

国槐小卷蛾（国槐

叶柄小蛾） 
复叶基部、花穗 

防治的最佳时间为卵孵化盛期，喷施 5 %甲氨基阿

维菌素苯甲酸盐水分散粒剂 5000 倍液或 1.8 %阿维菌

素乳油 1000 倍液。成虫期用黑光灯诱杀成虫。 

国槐尺蠖 叶片 

防治的最佳时期为幼虫初孵期，200 g/L氯虫苯甲

酰胺悬浮剂 1500 倍液喷雾；5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

盐水分散粒剂 5000倍液喷雾；16000 IU/㎎苏云金杆菌

可湿性粉剂 500～600倍液喷雾。 

蜗牛 
幼芽、新梢、树皮、

叶 

    蜗牛一般在 4 月～5 月和 9 月～10 月大量活动为

害。在清晨日出前或者阴雨天，蜗牛活动危害时，及

时在地面和植株上进行人工捕捉，或用 10 %多聚乙醛

颗粒剂 1.5㎏/667 ㎡～2.0 ㎏/667 ㎡，拌细土或细沙

6.0㎏～8.0 ㎏，于晴天傍晚、雨后天晴时撒于树冠下。 

天牛 枝、干 

于每年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成虫活动盛期，对树

冠喷洒 20 %杀灭菊酯乳油 2000 倍液，每 15 天一次，

连喷 2 次；48 %毒死蜱乳油 800～1000 倍液喷雾；5 %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水分散粒剂 5000 倍液喷雾；

对已蛀入干内的中、老龄幼虫，可用 80 %敌敌畏乳油

100～500倍液，40 %辛硫磷乳油 100～300倍液注入虫

孔，然后用药剂拌成的毒泥封口，毒杀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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