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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杆月季具有优良的外形，深受人们的喜爱。本文介绍了高杆月季的特点，针对其培育技术，从砧木的

选育、接穗的选择、嫁接方法以及管理事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以期为高杆月季栽培和管理提供理论建

议和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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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stem rose has excellent shape and is deeply loved by peo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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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teristics of high stem rose, and discusses its cultivation technology from the aspects of roots-
tock breeding, scion selection, grafting method and manage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ggestions and technical guidance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 stem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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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月季(Rosa hybrida L.)是蔷薇科(Rosaceae)蔷薇属(Rosa)植物，原产中国，栽培历史悠久，被冠以“花

中皇后”的美称，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现代月季品种丰富，高达 25,000 余种[1]，月季花期长，四季均

能开放，且花色艳丽繁多，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是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国花，也是我国 50 多个城市

的市花[2]。 
高杆月季(Rosa standards)也称树月季或树状月季，是通过人工嫁接、修剪整形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月

季应用形式，树冠常为球状、塔状、伞状、倒钟状等。一般选用长势旺盛、繁密多花的一个或几个品种

作为接穗进行嫁接，形成繁花似锦、欢快明朗的观赏效果[3]。我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对高杆月季

进行研究，一些栽植试验显示，高杆月季比其他种类的花卉、草坪具有更好的社会效益和景观应用效果，

更适合被广泛运用于道路绿化、园林景观中[4]，虽然近年来我国对高杆月季的引进和培育有所发展，但

生产的专业化不足，规模化程度也偏低，难以满足国内园林应用的需求[5]，因此需要对高杆月季的栽培

和管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深入研究高杆月季的栽培和管理技术有助于促进高杆月季品种的研发，为取

得更良好价值效益的月季建立重要基础，也为将来更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和培育高杆月季提供理论参考。 

2. 高杆月季的特点 

2.1. 观赏效果好 

高杆月季株高 0.8~2.5 m，为单干，可以做直立树干园艺，根系发达，耐移植，树干粗壮木质坚硬，

木质化程度较高，干上生有树冠，冠幅 1~2.5 m。高杆月季枝干为绿色，光滑无毛刺，花朵在枝头生长，

花簇紧凑且富有立体感。高杆型月季整体有形，色彩丰富，不论是单株，又或是同其它类型的花卉进行

组合，都具有良好的观赏性[6]。 

2.2. 适应能力强 

高杆月季除了外形优美，其适应能力也很强。高杆月季根系较为发达，可以从土壤中汲取充足的养

分，因此成活率较高，可以适应多种不同环境。高杆月季树干偏高，花朵生长于枝头处，花朵距地面有

较长距离，因此高杆月季的病虫害比普通月季要少。 

3. 高杆月季的培育技术 

3.1. 培育圃地的选择 

虽然高杆月季的适应能力较强，但是地势情况、土壤养分、排水状况以及光照条件也会影响高杆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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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的成活率，因此在高杆月季苗圃用地选择时，尽量保证地势平坦、土壤中性微酸养分充足、排水条件

优越且向阳背风，这些可以有效的提升高杆月季培育的成活率。  

3.2. 砧木的选择和培育 

3.2.1. 砧木的选择 
砧木是高杆月季的重要组成部分，砧木的高度、抗性、粗壮程度对于高杆月季的品质有着直接的关

系。良好的高杆月季砧木应该具有一个长势健壮、独立、直挺的无刺主杆，根系深广，抗性突出，亲和

性强，砧木的强壮程度、抗性和亲和性直接决定了高杆月季后期培育成功与否及生长势强弱程度[7]。国

内高杆月季的砧木多选择野生山木香、野蔷薇、粉团蔷薇、荷花蔷薇等，也有引进欧洲法国高杆月季培

育技术，利用日本无刺蔷薇和狗蔷薇作为砧木培育高杆月季[8]，但无论是国外引进砧木还是国内常用砧

木，都不能完全达到理想砧木的要求，存在生长速度缓慢、不抗低温、主杆弯曲且分枝较多等问题，不

是高杆月季最好的砧木材料[3]。近些年，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些蔷薇资源也被发掘利用，如黄蔷薇、扁

刺蔷薇和复伞房蔷薇等，这几类蔷薇根系和茎干比较粗壮且直立性好，大多生长于高山、森林边缘或草

甸中，因此抗寒能力与抗病能力良好，适合作为高杆月季的砧木，当前正处于驯化与引种阶段[9]。要培

育理想的高杆月季砧木，砧木选育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对砧木资源进行调查收集，为高杆月季砧木选

育和培养做好基础。 

3.2.2. 砧木的培育 
高杆月季砧木的繁殖主要通过播种、扦插法。蔷薇属植物根系发达，但种子发芽率低，且受砧木结

实率的影响较大；利用无性繁殖可以保留砧木品种的优良性状，但易萌生侧芽，且根系不如实生苗发达。

将野生蔷薇种子于秋季洗净后播入苗床中，等待第二年春季萌发，在苗床中培养一年后进行分栽。定植

时，利用直棍或竹竿对小苗进行支撑固定，在砧木生长过程中要及时处理生长的侧芽，根据高杆月季培

育高度在合适高度进行截头，实生苗分栽定植后的第 2 年的 5 月根据砧木生长情况即可进行品种嫁接。 
高杆月季砧木的扦插时应尽量与苗床保持垂直或 45˚，植株之间保持间距 10 cm 以上，扦插的深度与

角度应根据实际的插值长度来决定。通常树杆高度为 65 cm 左右，可以采取直角进行扦插，扦插的深度

在 15 cm 左右；树杆高度为 90 cm、120 cm 左右的，可使用 45˚角倾斜扦插，扦插深度分别是 18 cm、22 
cm。 

3.3. 接穗选择与嫁接方法 

3.3.1. 接穗的选择 
月季品种繁多，应具体结合环境位置及景观效果进行选择，一般选择长势良好、抗性强、亲和力强、

分枝多、色彩艳丽香味浓郁的大花、丰花月季的幼株或中年株外围中部健壮的当年生枝条作接穗。 
月季接穗可以随时采取随时嫁接，但是在不同的季节采用合适的处理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嫁接的成活

率，夏季采接穗时需要及时去除多余的叶片，并用湿布进行覆盖或者将插穗的下部浸入水中，置于阴凉

处。一般月季适宜的嫁接时间是在春季和秋季，但由于南北气候有较大差异，需要根据实际气候情况和

环境条件来决定。石蜡密封可长时间保存接穗，将接穗在石蜡液中快速蘸染，放于湿润阴凉处保存备用

[10]。 

3.3.2. 嫁接方法 
高杆月季的嫁接主要用枝接法、带木质嵌芽接法和“T”字形芽接法等三种主要方法[8]。 
① 枝接法： 
枝接法通常于月季生长季时进行操作，其优势是萌发的比较快，包括劈接、切接。选择合适的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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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用枝剪剪去多余的部分枝条，在砧木嫁接位置剪开一个光滑平整的剪口，用劈接刀在砧木截口中

心竖直向下切 3~4 cm。选择 1~2 年生的半木质化枝条，每 2~3 芽切取一段作为接穗，将接穗生态学的下

部削剪成 3 cm 左右的楔形，尽量保证削面平滑工整，无刀口或毛刺，能与砧木剪口对齐，将接穗插入砧

木嫁接剪口，接入时要对齐接穗和砧木的形成层。接入工作完成后，利用嫁接薄膜或塑料条绑紧嫁接的

位置，这可以使砧木的嫁接口与接穗的形成层贴合的更加紧密，有助于形成愈伤组织，提高嫁接成活率。

绑扎完成后，应在嫁接处做好防水避雨工作，防止细菌感染。 
② 带木质嵌芽接法： 
粗细与长势情况，在砧木距地面 0.8~1.5 m 处截干，用嫁接刀按 30˚左右的方向在截口下 1~2 cm 处开

个切口，切口长度约 2 cm，形成一个舌形断面，在接穗上选择饱满充实的接芽，将接芽嵌入砧木切口上，

选择具有一定弹性与宽度的塑料带由下到上缠好，接芽要露在外面，接芽大小尽量与砧木断面大小相同，

使形成层对齐，不让砧木木质部露出。带木质嵌芽接法不需要对砧木和接穗剥皮，操作简单快捷，成活

率较高，但砧木和接穗之间留有木质部薄片，形成层接触较少，因此愈合不完全，接口不牢固，且此方

法技术性较强，需要经过一定的练习。 
③“T”字形芽接法： 
“T”字形芽接法也是月季嫁接生产常用方法。在砧木预留嫁接位置横切一刀，将皮层切断，深度刚

好达木质部，再从横向道口中央向下竖直切取一刀，使皮层切口形成 T 字形。从母株上剪下穗条，去除

叶片，选择充实饱满的接芽，在芽上方约 0.5 cm 处横切一个切口，切口达木质部 0.3 cm 左右，再在芽下

方约 0.5 cm 处连同木质部向上削到接芽上方切口处，去除芽片上的木质部。将芽片插入砧木 T 字形切口

中，嵌入后要进行微调，使接穗与砧木的形成层对齐，利用嫁接薄膜或塑料带绑扎包严。芽接在砧木上

位置较小，一个砧木上可以选取 2~3 个嫁接点，这样可以更好的培育出丰满的树冠，达到更好的高杆月

季观赏效果[6] [8] [10] [11]。 

4. 高杆月季的管理事项 

4.1. 水肥管理 

高杆月季嫁接后要加强水肥管理，当土地处于干旱状态时，需立即浇水，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让土壤

长期处于太湿或积水状态。当温度和湿度太大时，需要通风处理，当温度偏低时，需及时采取升温保温

措施，夏天要防止强光曝晒。嫁接 25 d 左右要检查嫁接苗成活情况，如果接穗已经萌发或者接穗鲜绿则

说明嫁接苗成活了，否则应及时补接。通常在嫁接后 20 d 内，砧木与接穗中储存有充足的营养以供应需

求，不需要进行施肥。嫁接成活后直至长出树冠之前属于成型阶段，这段时期树体生长速度快，需要补

充充足水分及营养，所以应调高浇水和施肥频率，施肥应做到薄肥勤施。 

4.2. 抹芽与去蕾 

随着月季嫁接后穗芽的生长，砧木自身的蘖芽也会随之而出，由于刚嫁接的接穗与砧木之间还没有

充分愈合，砧木自身的蘖芽的萌发生长速度会比接穗快，造成养分大量转移与消耗，导致接穗生长状况

较差，因此需要及时抹芽。通常每间隔 3~5 d 应进行一次抹芽，等到接穗生长至足够成熟后，植株的生

长会重新偏移会接穗上，蘖芽生长就会逐渐减少。 
接穗枝条顶端的花蕾生长开裂时应及时去除，防止花蕾分走大量营养导致枝条的承重过大。 

4.3. 整形修剪 

高杆月季嫁接成活后，应对其进行整形修剪，其修剪一般分为休眠期修剪(冬剪)和生长季修剪(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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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休眠期修剪需注意时机，不宜过早，否则易引起新枝萌发，使植株遭受冻害，修剪时先将枯死病

死或者生长发育较弱的枝条剪去，再按照植株的生长状况进行修剪，应注意每条枝干之间的主从关系。

生长季修剪时应遵从强枝轻剪、弱枝重剪的原则，让树形生长发育保持均衡。为了集中营养，萌发新枝，

在第一次开花后应及时修剪，在枝条充实处留一壮芽剪断，一般枝上可保留 3~4 个芽。培育时侧重于对

嫁接月季树冠的修整，并注意协调好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关系，使树冠向着饱满整齐、浑圆紧凑的方

向成长发展。 

4.4. 病虫害防治 

虽然高杆月季树冠远离地面，病虫害的发病率和发病程度都要低于普通月季，但是在生长发育过程

中还是免不了受到病虫害的影响，需要仔细观察，及时防治，尽可能的将病虫害在初发阶段就消灭掉。

针对不同的病状使用不同的药剂进行喷洒，如遇蚜虫和红蜘蛛，可采用 40%的氧化乐果或 50%的亚胺硫

磷，兑水 1300~1500 倍喷洒，每周喷一次，连续喷两周。 

5. 结语 

本文针对高杆月季的培育和管理经过整理提出了一些建议，高杆月季培育核心在于圃地的选择、砧

木的选择与培养、接穗的选择、嫁接技术、嫁接后的管理等，它具有良好的观赏性和较强的适应性，对

城市环境美化、园林装饰等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明显的提升效果，值得被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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