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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桃是世界公认的绿色保健食品。全理县核桃资源较为丰富，种植规划逐年增大，但乡土核桃良种嫁接苗

使用率始终不高，阻碍了核桃产业的健康发展。本文就乡土核桃良种嫁接苗推广过程中的困难因素进行了初步分

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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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dur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Grafted Seedlings of Improved Juglans regia in Huili County

LUO Tian-fa1 LUO Xiao-hua2
( 1． Huili Country Forestry Bureau，Huili 615100，Sichuan; 2． Sichuan Academy of Forestry，Chengdu 610081，Sichuan)

Abstract: Juglans regia is one of world-recognized green and health foods． Huili county has rich resources
of Juglans regia and the planting scale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bu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Juglans
regia industry has been hindered by low usage rate of local grafted seedlings． In this paper，a brief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difficult factors dur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local grafted seedlings of Juglans regia，and
some corresponding solution method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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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别名胡桃，为胡桃科核桃属( Juglans regia
Linn． ) 落叶乔木。在国际市场上核桃与扁桃、腰果、
榛子一起，并列为世界四大坚果。现代医学研究认

为，核桃中的磷脂，对脑神经有很好保健作用。核桃

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有防治动脉硬化的功效。核

桃仁中含有锌、锰、铬等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
核桃的药用价值很高，中医应用广泛。中医学认为

核桃性温、味甘、无毒，有健胃、补血、润肺、养神等功

效，其卓著的健脑效果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已经为越

来越多的人所推崇。

1 研究区概况

会理县隶属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

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南部，地理位置介于东

经 102°23' ～ 102°27'，北纬 26°53' ～ 26°56'之间。会

理县幅员面积452 008. 9 hm2，林地面积313 187. 5
hm2，占幅员面积的 69. 3% ; 辖 49 个乡镇，303 个行

政村，农业人口 35. 6 万人。
会理县地处横断山脉断带，康滇台背斜，古老的

川东地台( 扬子准地台) ，西部的康滇古陆。县境内

以山地为主，低山深丘约占 60%，高山约占 35%、河
谷坝区约占 5%，主要分布于普隆河( 城河) 沿岸。

会理县属中亚热带西部半湿润气候区，气候温

和，冬暖无严寒，夏短无酷暑，四季如春，素有“小春

城”之美誉。会理县雨量充沛，但季节、地域差异较

大。多年平均降水量1 140. 682 mm，历年最大降水

量1 735. 1 mm，历年最小降水量为 588. 5 mm，年降

水量相差1 146. 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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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理县核桃产业发展现状

会理县地处四川省西南部，境内海拔跨度大，高

山峡谷、河流湖泊、坝地高原等形成独特气候资源，

由于自然分布以及栽培历史悠久，核桃资源较为丰

富。
全县随着国家“长防”工程、退耕还林、林业产

业以及“天保”工程的逐步实施，据统计已种植核桃

面积达11 100 hm2 ; 2012 年 10 月召开的凉山州核桃

产业大会更加鼓舞和坚实了发展信心，规划“十二

五”期达到20 000 hm2，将核桃产业做成会理县继石

榴产业之后的又一支柱产业，实现林业资源大县向

林业经济强县跨越式转变。
随着全县核桃产业的发展，良种核桃苗木需求

量愈来愈大。但全县核桃产区几乎采用实生苗繁

殖，生产中没有改良形成稳定的栽培品种，嫁接苗良

种使用率低，造成后代分化严重、个体差异大、品种

良莠不齐、品质不一，果籽产量低、品质差，商品化程

度低，加工、销售困难，市场占有率不高，严重阻碍了

全县核桃产业的品牌化、规模化、产业化健康发展。
因此，会理县境内核桃产业发展过程中，正视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重视乡土核桃嫁接苗优良品种的

推广普及势在必行。

3 会理县核桃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 1 良种选育滞后

会理县各乡镇、村组由于区域环境的差异( 海

拔、土壤、温湿度) 较大，某一品种适应范围有限。

会理县 2010 年才开始核桃大规模优树初步选

择工作，2012 年才开始进行筛选和品种认定工作，

而自 2000 年至今核桃栽植每年以1 000 hm2 的进度

推进，良种需求大，故良种选育滞后严重影响了产业

的发展。
3． 2 嫁接苗木价格高，农户经济承受能力有限

核桃实生苗木后代分化严重、个体差异大。为

了确保核桃品种的品质稳定一致，通常采用良种穗

条嫁接方式进行良种育苗。由于本地核桃嫁接技术

人员的缺乏，以及对核桃属性缺乏了解、嫁接技术熟

练度低，核桃嫁接苗价格较高，通常在每株 8 元 ～ 15
元之间，而实生苗价格普遍在每株 1 元 ～ 1. 5 元之

间，二者价格差异较大，农户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

往往选择实生苗栽植。例如，益门镇魏家沟村 2012
年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后续产业核桃栽植中设计使用

的为核桃良种嫁接苗，全村 8 个组 255 户1 057人，

共栽植 261. 4 hm2 86 262株，以 10 元·株 － 1计算，初

植需苗木经费862 620元。户均需经费3 383元，人

均需 816 元。而如果按实生苗 1. 5 元·株 － 1 计算，

初植需苗木经费129 393元。户均需经费，共需经费

507 元，人均需 122 元。两者差异分别为: 2 876元、
694 元。如果考虑到补植率 ( 死亡率) ，按补植率

15%计，栽植实生苗每 0. 067 hm2 补植率 3. 3 株，损

失金额 5 元，而嫁接苗则损失金额 33 元。
作为山区农业大县，农户收入相应较低，嫁接苗

与实生苗的价格差异较高。如果没有政府补助投

入，从经济角度考虑，农户基本会选择实生苗，放弃

良种嫁接苗。就目前而言，高接换种核桃在 5 元·
株 － 1左右( 定植后 2 a ～ 3 a) ，且包成活，因此，在没

有政府投入的情况下，农户宁愿选择实生苗进行定

植，然后当其成活后再嫁接改造的方式。

表 1 核桃嫁接苗与实生苗价格分析表

组名 户数 人口
面积

( hm2 )
户均

( hm2 )
人均

( hm2 )
株数

嫁接苗金额
( 元)

实生苗金额
( 元)

差值
( 元)

含补植率差值
( 元)

魏家沟村 1 组 59 252 61． 20 1． 04 0． 24 20 196 201 960 30 294 171 666 197 416
魏家沟村 2 组 33 148 53． 47 1． 62 0． 36 17 644 176 440 26 466 149 974 172 470
魏家沟村 3 组 15 54 8． 27 0． 55 0． 15 2 728 27 280 4 092 23 188 26 666
魏家沟村 4 组 15 52 6． 67 0． 45 0． 13 2 200 22 000 3 300 18 700 21 505
魏家沟村 5 组 34 159 51． 33 1． 51 0． 32 16 940 169 400 15 410 143 990 165 589
魏家沟村 6 组 14 67 21． 67 1． 55 0． 33 7 150 71 500 10 725 60 775 69 891
魏家沟村 7 组 28 103 15． 33 0． 55 0． 15 5 060 50 600 7 590 43 010 49 462
魏家沟村 8 组 57 222 43． 47 0． 76 0． 19 14 344 143 440 21 516 121 924 140 213

合计 255 1057 261． 40 1． 03 0． 25 86 262 862 620 129 393 733 227 843 211

3． 3 盲目引进品种造成的失败阻碍了良种推广的

积极性

在核桃产业刚起步前期，个别乡镇盲目引进北

方新疆核桃、山东核桃品种，对后期核桃产业的健康

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例如会理县金雨乡的核桃

优良品种，其所处地理位置海拔较低 ( 1 200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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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00 m) ，属于高温干热河谷地区，农户将其引种到

会理县益门镇、白果乡，而益门镇、白果乡适于种植

核桃的地方普遍属于冷凉山区，两地环境差异显著。
虽然初期部分区域引种后效果较好，并不能代表其

适宜于整个地区。随着大面积引种，后期形势不容

乐观。
由于品种引进的盲目性，相当一部分核桃品种

根本没有经过适应性试验就大批引种，造成品种不

适应而失败，耽误了时间，荒芜了土地，给林农造成

了巨大的损失。甚至有部分不法种苗供应商利用林

农相关知识的缺乏，用刻伤苗木方式冒充良种嫁接

苗，林农花大价钱吃大亏，严重挫伤了林农购买使用

良种嫁接苗的积极性。

4 解决措施与建议

4． 1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加快我县核桃产业发展，是进一步转变生产方

式，加强生态建设的需要，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需要，

建议尽快将发展核桃产业的工作列入县上重要议事

日程，以县委、政府名义出台“关于加快我县核桃产

业发展的意见”，规范我县核桃产业建设，鼓励引导

农民发展乡土优良核桃品种，视使用良种积极性给

予项目支持、良种补贴。以良种来保证品质，以品质

来树立品牌，以品牌来赢得市场。
4． 2 加大良种选育投入、通过选、引种的栽培试验

筛选出适合我县的主要栽培品种

优良品种并不是万能的，每个品种都有自身的

生理特性和一定的适应范围。品种在一个地方表现

优良，而引种到立地条件差异很大的另一个地方，就

不一定表现出它的优良特性，甚至还不及当地原有

品种。另外，如果发现的品种过多过杂，不能形成批

量规格一致的高档品种，则在市场上就不能形成竞

争力。
良种选育工作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系统工程，

由于会理县核桃产区地处中高山峡谷区，纬度、海

拔、土壤、温度、湿度差异极其显著。各乡镇，甚至乡

镇的不同村组，对于品种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因此在

品种选育中必须选育更多的品种，所需经费数更多、
时间相对更加长久。

为了选育出适应性品种，县政府应加大良种选

育经费和人力投入，建立一整套切实可行、规范的程

序，使良种选育工作能系统、有序并有效地进行，尽

快选育出适应当地的优良品种。充分利用现有的核

桃种质资源，对全县核桃资源普查进行建档、跟踪调

查记载，以筛选出优株，再从中进行选优，采集接穗，

高接繁殖，在结果 3 a 后进行比较鉴定，以发掘出更

好的地方性良种生产应用。
4． 3 建立一套完善的良种繁育体系和良种示范基

地

推广优良品种，苗木繁育技术是最关键的一环。
而良种苗必须通过嫁接等无性繁育才能保持其优良

性状。核桃树由于本身的生理特点，嫁接技术难度

大，成活率不稳定。要提高嫁接率，生产大量的苗

木，必须要有适宜发展的品种和高质量的接穗。这

就要求我们尽快建立一套完善的良种繁育体系，以

适应当地生产之急需。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的主要内

容包括原材料收集圃、引种试验圃、良种采穗圃、丰
产示范园、嫁接繁育圃及嫁接所必需的设备设施等，

并使之配套。基本程序是将选育、引进的品种进行

择优筛选，然后建立高标准、集约化的采穗圃大量繁

殖接穗，再采取各种有效手段繁殖成品种苗，最后用

良种建立一批丰产示范园，为大面积栽培做出样板。
在益门、太平、鹿厂各建一个母本园、采穗基地

和苗木培育基地，着重培育形成本土名优品种，以

保证统一苗木供应，保证苗木质量，降低苗木采购成

本和避免长途运输造成的苗木损失。只有选育出本

土优良品种，才能为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良种保障。
科学规划，建设核桃优良品种基地。通过林业

部门的精心管理，充分发挥出良种嫁接核桃苗结果

早、质量高、核桃果畅销的优势。请林农到基地现场

参观学习，从而打消林农的顾虑，积极主动使用良种

嫁接苗，发挥基地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4． 4 严把良种接穗质量关和苗木管理关

良种是产品占领市场的基础，只有发展优良品

种，实现产业良种化，才能在较长时间内不被淘汰，

针对当前良种核桃纯度不够的实际，有林业主管部

门对农户所需的接穗品种、数量进行造册登记，并组

织人力到指定地点采集生长健壮、芽饱满、组织充实

的接穗，确保接穗的纯度及质量。
建立品种审定制度和苗木生产许可证制度，严

格执行良种苗木标准。对生产良种苗木的国营、集
体和专业户在生产前要向县级以上业务主管部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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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请，业务部门经过技术培训和考核，合格后发给

生产许可证，并对其生产的规模、品种、方式、数量等

建立卡片，进行管理，在生产过程中业务部门要指定

专人进行指导和监督。若出现品种混杂和掺假苗

木，要立即收回许可证，并从重处罚，对其生产的苗

木不准调运和栽植。对达不到要求的苗木，要留床

或回圃培养。调运时要登记造册。如远距离调苗，

则严把苗木调运关，弄清品种及来源，确定在调入地

的适应情况，然后再进行调苗，同时要求对方在出据

苗木质量保证书和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调入。
4． 5 加大良种嫁接苗木推广使用补助

大力整合林业、农业、水利、畜牧、扶贫等涉农项

目，充分用好“双退”、林业森林植被恢复异地造林、
林业产业、退耕还林成果巩固等项目资金，实施捆绑

投入，集中力量办大事，切实改善核桃产区基础设

施，落实苗木补助、技术培训等工作经费，保证乡土

良种嫁接苗推广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在今后的核桃

产业项目下达时，足额设计预算良种嫁接苗经费，提

高种苗投入补助，使农户能够用得起良种苗木。对

于之前的项目，有针对性地下达一些良种改造项目。
只有通过推广栽培、改良嫁接本土良种，创建自己的

本土良种核桃品牌，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及时赶

上先进地区水平，为今后赢得市场竞争份额打下坚

实基础。
4． 6 加强良种嫁接技术培训

加强林农核桃嫁接技能的培训，聘请科研院所

的专业高级技术人员对当地林农进行嫁接技术培

训。当林农熟练掌握了核桃嫁接技术，嫁接成活率

得以提高后，育苗成本将会大大降低，同时对野生核

桃进行本土良种嫁接改造，让群众尽快见果见钱得

到效益，调动林农积极性，这样，更多林农才有可能

选择核桃良种嫁接苗。

5 结论

乡土核桃嫁接苗具有保持母树良种性能的优越

性，其后代( 商品核桃) 变异性小。过去由于品种选

育滞后、政府投入少以及不法商贩的行为等，制约了

会理县乡土核桃良种种苗使用，良种普及率低。只

要增加政府投入、加强林农相关技能培训和加强职

能部门的监管力度，以上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会理县

乡土核桃良种利用率将会得到大幅提高，核桃产业

将会得以更大的发展，产业富民增收将不会是一句

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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