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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植物育种历史的早期阶段，包括移栽、分棵、枝条扦插、嫁接和原始驯化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这些

技术为植物的繁殖和改良提供了基础，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移栽和分棵技术使植物能够在不同环境中生长，

并扩大了种植范围。枝条扦插和嫁接技术使植物能够繁殖和保持优良特性，促进了品种的多样化和改良，这也是野生植物逐

渐向着栽培植物发展的原始驯化，人类开始通过有意识的选择驯化和培育优良的植物品种，使其适应人类需求和环境变化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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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arly stages of plant breeding history,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iques

such as transplantation, division, cutting, grafting, and primitive domestication. These techniques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plant

propagation and improvement, promo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ocietal progress. Transplantation and division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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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d plants to grow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expanded the range of cultivation. Cutting and grafting techniques allowed

plants to reproduce and maintain desirable traits, promoting variety divers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This also marked the primitive

domestication where wild plants gradually transitioned into cultivated plants, as humans began consciously selecting and cultivating

superior plant varieties to adapt to human need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Keywords Plant breeding; Transplantation; Division; Cutting; Grafting; Primitive domestication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原始的躲避恶劣气候条件的游

居生活，到追随水源和草原的游牧生活，再到利用丰富的植物资源实现定居，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对食物的

获取方式都在逐渐演变。定居的方式使得人类有可能在居住地周围栽培植物，以供自己和牲畜食用。这种

改变标志着人类步入了农耕社会。

然而，人类对食物的需求并未止步于此。随着人口的增长，单纯依赖原地保护和迁地种植的植物食

物资源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于是人类开始扩大迁地种植的规模。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慢慢地学会了整株移

栽、分根移栽、分枝扦插以及嫁接等农耕相关的技术，这些技术大大扩大了“种”源，使更多的植物得以繁

衍和传播。

这些方法和技术不仅帮助人类满足了食物需求，也改变了植物自身。经过人工选育和繁殖，许多植

物逐渐从野生状态转化为被人类驯化的状态，这或许就是人类最早的繁种或育种的实践。这一阶段可以被

称为人类的原始育种阶段，它标志着人类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影响和改变植物的演化过程。

1原始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植物的关系

原始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起初，人类像许多动物一样，随着季节和环境

的变化，游走在广大的地球上。他们为了追逐食物和水源，以及逃避恶劣的气候条件，而不断地改变居住

地。然而，随着对环境理解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人类开始了从游居生活到定居生活的转变。他们开始在

一处地方长时间地定居，以利用这片土地上的资源，特别是植物资源。

当人类发现通过保护和种植植物可以获取更多食物时，定居的方式得以进一步发展。他们开始在居

住地周围进行原地保护和迁地种植。例如，他们会留下某种喜欢的植物的种子或块根，以期待它在下一个

生长季节再次生长。而迁地种植则需要人们将植物或植物的一部分移至新的地方，使得这种植物可以在更

广阔的地域内生长。

定居生活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对植物的利用方式。在原始的游居生活

中，人类主要是通过采集植物获取食物。而在定居生活中，他们开始主动地进行植物的种植和繁殖，以便

获得更多的食物。这就需要人类对植物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例如了解其生长周期、适宜的环境条件等。

此外，人们也会通过选择性种植，将更为优质的植物种类引入到他们的居住地，比如高产的谷物或口感好

的水果。这种对植物的有意识利用，可以被视为人类最早的育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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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栽、分棵、扦插、嫁接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随着人口的增长，食物需求逐渐增大，原始人类开始试图扩大迁地种植的规模。他们开始尝试在更

大的区域内种植更多的植物，尤其是那些能够提供大量食物的植物，如谷物和豆科植物。但是，仅仅依靠

迁地种植，人类很难满足食物需求的增长，他们需要找到新的方式来提高植物的产量。

面对食物需求的压力，人类开始探索新的种植技术。他们逐步学会了整株移栽(Transplantation)、分

根移栽(Division)、分枝扦插(Stem Cuttings)和嫁接(Grafting)等技术。

移栽是最直接的种植方式，其意义在于它允许人类将植物从原生地带到新的环境进行生长，扩大了

植物种类的分布范围。例如，水稻是在亚洲首次被驯化和种植的，通过移栽的方式，水稻的种植范围扩展

到了全球各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稻田耕作的地方之一。古代中国人将稻田分为小块，每块地都种上水稻。当

水稻长大到一定程度时，就将其移植到水分充足的地方，使其得到更好的生长。这种移栽实践有助于提高

水稻的产量和品质。古代中国农民通常在初春时播种，然后在天气转暖时，将生长得比较良好的蔬菜苗移

栽到田地里。这种方法既保证了蔬菜的生长，又提高了蔬菜的产量。

分棵是一种有效的繁殖方法，对于一些能通过根部生长新植株的植物，如草莓和薰衣草，这种方法

非常有效。通过分棵，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大量同源的植物，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率。分棵为人类提供

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快速繁殖植物，扩大种植面积，以及保留和传承珍稀植物。这种方法在全球范围内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百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花卉，古巴比伦人早在公元前 3 000年就开始利用分棵技术进行百合的繁殖，

扩大了百合的种植范围。罗马人将葡萄树分棵，以获得新的葡萄藤。这种分棵的技术使得罗马的葡萄种植

业得以迅速扩展。古印度的农民将香料植物，如生姜和姜黄等，进行分棵，以获得更多的植株。这种方法

极大地增加了香料的产量。

枝条扦插是一种将植物的枝条切下，插入土壤或其他生长介质以促进其生根并生长出新植株的技术。

枝条扦插的主要目的是快速繁殖植物，保持遗传性状的稳定性，以及创造新的植物品种。例如，葡萄种植

者通过扦插，可以确保新的葡萄树保存与母树一致的果实品质。另外，某些花卉，如玫瑰和菊花，常常通

过扦插进行繁殖，以保持其特定的颜色和形状。

古代波斯人通过枝条扦插技术成功地繁殖了玫瑰。他们将成熟的玫瑰枝条插入土壤，几周后，枝条

生根并开始生长，形成新的玫瑰植株。古罗马人在果树上使用扦插技术。他们将苹果、梨和桃等果树的枝

条插入土壤，创造出新的果树品种。古中国的农民将竹子的枝条扦插在土壤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便

形成了新的竹子植株。

嫁接是一种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植物结合在一起的技术，通常是将一种植物(被嫁接部分)的枝条

或芽接到另一种植物(砧木)的茎或枝条上。嫁接的主要目的是结合不同植物的优点，加快植物成熟和果实

产量，以及改良抗病性和适应性。例如，葡萄种植中，人们常常将品质优良的葡萄品种嫁接到抗病的葡萄

根部，以此获得既有优质果实又有较高抗病性的葡萄。另一种例子是苹果，种植者可能将具有特别好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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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苹果品种嫁接到具有强大生命力和适应性的砧木上，既保证了果实的品质，又增强了植株的生长能力。

据史书记载，古代巴比伦人已经掌握了果树的嫁接技术。他们将优质的果树品种嫁接到适应力强的

砧木上，产生出具有高产量和优质果实的新果树品种。古希腊人将优质的橄榄品种嫁接到既能适应当地土

壤和气候又有强壮生命力的砧木上，从而得到了优质的橄榄果实。古中国的农民采用嫁接技术，将品质上

乘的果树品种嫁接到抗病性强、适应性广的砧木上，成功地改良了许多果树品种。

这些技术的出现，使人类得以扩大植物种源，大大提高了食物产量。整株移栽和分根移栽使得植物

可以在更广阔的区域内生长，提高了单一地区的产量。分枝扦插和嫁接则让人类能够“创造”出新的植物种

类，比如通过嫁接，人类可以将两种不同的植物结合起来，创造出既有优质果实，又有强壮根系的新植物。

这些技术大大提高了人类的食物来源，也为人类的农耕社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3植物驯化的过程和影响

移栽、分棵、扦插和嫁接等初级育种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植物驯化的过程。这些技术使得人类能够

有意识地改变和利用植物的遗传性状，使它们更好地适应人类的需求。通过移栽，人类能够将植物带到新

的地方并使其繁衍生息。分棵、扦插和嫁接则使人类能够繁殖和改良优质的植物品种，增加食物产量，改

善食物质量，丰富人类的食物来源。

植物的驯化，特别是粮食作物的驯化，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了稳定和丰富的食物来源，

人类开始定居并建立村落，进而形成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文明。驯化的植物也推动了手工业和工艺的发

展，比如纺织、染料、建筑和医药等。

人类的活动不仅改变了植物的遗传特性，而且也影响了植物的分布。例如，移栽使得植物能够扩散

到全球各地。而且，人类的农业活动，如灌溉、施肥和除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植物的自然环境，

影响了植物的演化过程。此外，人类对优质植物品种的选择和繁殖，也在植物种群中产生了方向性的演化

压力，推动了植物的演化进程。

4结语

植物驯化是人类漫长而丰富的历史中的重要里程碑。从原始人类躲避恶劣气候条件的游居，到定居

并利用植物资源生存的过程中，人类通过移栽、分棵、枝条扦插和嫁接等初级育种技术，不断改变和利用

植物的遗传特性，推动了植物的驯化和农业的发展。

这些初级育种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扩大了植物分布范围，改善了植物的适应性，还提高了农作

物的产量和改良了品质。植物驯化对人类社会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定居生活的形成、社会

组织的发展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的兴起。

同时，人类的活动也反过来影响了植物的演化和分布。人类通过移栽、分棵、枝条扦插和嫁接等技

术将植物引入新的环境，改变了植物的遗传特性，并通过农业活动改变了植物的自然环境，对植物的演化

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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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植物的原始的选择和简单技术的使用，直接推动了植物的驯化进程，从原始选择到驯化育种

的过程，展示人类如何通过选择和改良优良的植物品种，推动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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