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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四川气候特点和青花椒特性，结合生产实际，从苗木繁殖、栽植管理、病虫害防治及采收贮藏等方

面总结了青花椒栽培技术要点，以期为青花椒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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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花椒是四川的特色经济林木，因其果皮有别
于传统的花椒呈碧绿色，是我国极具地方特色的风

味调料和提取香精油的重要原料，是花椒中的一朵

奇葩。青花椒与人们日常食用的红花椒在树体形

态、果实颜色和口感方面有很大差异，其挥发油含量

约为红花椒的２４倍，明显优于红花椒。青花椒作
为农民增收的重要经济树种，在全省林业产业建设

中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２０００年以来，青
花椒带动了我国以麻、辣、鲜为特色的餐饮业空前繁

荣，对花椒的需求量日益增大，青花椒产业得到迅速

发展。目前全省青花椒面积约６７万 ｈｍ２，主要分
布在四川省凉山州、遂宁市、广安市等地，年产鲜青

花椒近１０万ｔ，年产值３０亿元以上，已经成为四川
省山区群众重要的经济来源，青花椒产业也成为全

省当前扶贫开发的重要抓手。为了促进当地产业的

健康发展，对省内主要青花椒产区连续开展系统调

查研究，总结出适宜四川省的系统丰产栽培技术，目

的是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指导。

１　种子繁殖技术

１．１　种子采收，处理及储藏
用于育苗的种子应采自５ａ生以上，品质好，生

长健壮，丰产性稳定，无病虫的优良母树；９月份采
种，采摘后不宜在阳光下暴晒，应摊放在通风干燥的

地方阴干，待果实自然开裂，轻轻敲击使种子脱落，

除去杂质，种子获得后，采用

种子与沙层积储藏法（种子与沙比例按１∶４），
每５～７天翻一次，或立即进行播种。
１．２　苗圃地的选择

育苗地宜选在向阳背风，交通方便、水源条件较

好的地方，要求土层深厚、疏松透气、肥沃、排灌条件

良好。

１．３　播种
以采收后立即播种为宜，时间在９月下旬至１０

月上中旬，适宜点播或条播。苗床开厢１５０ｃｍ，厢
面宽１２０ｃｍ，厢沟宽３０ｃｍ。按每公顷施腐熟的农
家肥４５０００ｋｇ～６００００ｋｇ、草木灰７５０ｋｇ做底肥。
种子播种前，首先进行选种，选种主要有两道工序。

首先用竹筛筛去果实外皮果梗等杂物，留取种子，完

成粗选，然后用清水浸泡选种，将浮于表面的空壳与

不饱满的种子去掉，留取下层种子进行种子播种前

处理。选种完毕进行制种，制种主要有浸种与水洗

等步骤，首先用１％的碱水或洗衣粉浸泡种子两天，
用手搓洗掉种皮表面油脂，用清水冲洗２次 ～３次，
放置于阴凉通风处将水晾干。

播种前首先应对土壤进行洒水，充分湿润后才

可播种，播种量为７５０ｋｇ～１０００ｋｇ·ｈｍ－２，播种后
覆土１ｃｍ左右，用９０％的敌百虫或甲氰菊脂兑水
３０００倍喷洒，以杀死地下害虫，撒施稻草拱膜覆盖。
１．４　播种后的管理

播种后的主要管理措施有间苗、锄草施肥、病虫



害防治和灌排水。间苗在苗高５ｃｍ～１０ｃｍ时进
行，让幼苗均匀分布。苗期施肥按照少施勤施的原

则，适时施肥，以清粪水适量加入尿素施入。地下害

虫有蝼蛄、金龟子幼虫、蚜虫、凤蝶等。地下害虫用

甲氰菊脂３０００倍液灌根；叶面用敌杀死８ｍｌ，加多
菌灵２５ｇ或甲基托布津２０ｇ兑水１５ｋｇ喷雾。

营养杯育苗技术：当幼苗长到 １０ｃｍ～１５ｃｍ
时，进行苗床移栽，促发分枝和根系生长。在翌年的

２月下旬～３月中旬进行幼苗营养土容器栽植。经
过幼苗营养土容器栽植，可促发根系生长，增加须根

量，促发侧根生长，经营养土容器栽植的须根可达

３０根～５０根，是直播苗根系的３倍以上的根系，大
苗栽植易成活，树冠矮化，容易形成矮化分枝，对今

后的矮化树形创造了条件，提早挂果，提前进入盛果

期。苗圃地的选择：选择砂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

水源条件好的的坝地，进行土地深翻，整平整细，加

入４０％的营养肥混合均匀，苗床按标准开箱，进行
定距将营养土容器杯排放于厢面，装入营养土，排栽

青花椒幼苗于营养土容器杯内。００６７ｈｍ２排栽青
花椒幼苗３００００株左右，栽后灌水，增强成活。

苗木成活返青后立即追肥，生长期可根据幼苗

长势施肥３～５次，以速效氮为主，每次按尿素７５ｋｇ
·ｈｍ－２，结合中耕除草施入，整个生长季需施肥 ３
次～４次。亦可用０５％尿素、０３％磷酸二氢钾进
行叶面施肥。

定干短切：在苗高 ４０ｃｍ进短切摘心，促发分

枝。

２　栽植技术

２．１　栽植
青花椒以每年２月～３月和秋季的９月～１０月

栽植为好，选择海拔１５００ｍ以下，排水良好，土层深
厚，土壤肥沃的高钙土壤，紫色页岩风化土栽植。选

择主干粗壮，枝分散，皮色绿，刺少，叶数９叶，叶片
正面腺点多而明显，叶宽、叶绿、叶厚、根鲜色白、主

根５～１０根，须根３０～５０根的一年生青花椒营养土
容器苗带土栽植。（具体方法：将青花椒营养土容

器苗杯用刀划开，用手撕去营养杯，将青花椒种苗带

土移栽到备好的窝里，用细土填后踩实，灌足定根

水，栽后进行垒土，做好树盘，保温、抗旱、防涝、增强

成活）。栽后进行垒土，做好树盘，保温、抗旱、防

涝、增强成活。按照行株距３ｍ×２２ｍ栽植（密度
为１５００株·ｈｍ－２）。穴状整地，穴宽 ５０ｃｍ、深 ４０
ｃｍ。

在生产中采用容器苗栽植，成活率，树体生长及

产量增加均较传统裸根有大幅的提高，栽植成效明

显。表１表明使用容器苗较传统裸根苗成活率平均
提高６７％、树高生长年平均提高３５１％、地径生长
年平均提高１０１５％；容器苗栽植后较裸根苗前期
产量大幅提高，在第２年、第３年平均单株产量增幅
分别为８６７倍和２３３倍。

表１ 容器苗和裸根苗栽植成效比较

龄级
（ａ） 苗木类型

成活率
（％）

树高
（ｃｍ）

地径
（ｃｍ）

冠径
（ｃｍ）

鲜果产量
（ｋｇ） 生长势 备注

１ 容器苗 ８９ ７４ １．５５ ８７．５ ０ 较强

裸根苗 ５２ ５９．３ ０．８９ ８５ ０ 一般

２ 容器苗 ８８ ９６．１ ２．３ ８７．５ ０．７８ 较强

裸根苗 ５５ ６９ １．０９ ９５ ０．０９ 一般

３ 容器苗 ８５ １２２ ３．９５ １９５ １．６１ 较强

裸根苗 ５０ ８６．５ １．８ １２７．５ ０．６９ 一般

２．２　整形修剪
青花椒为喜光植物，主要采用自然圆头形；开主

干或低干（１０ｃｍ～２０ｃｍ），呈丛壮形，主枝３～５个。
幼树修剪（定干矮化培育技术）：在主干４０ｃｍ

～５０ｃｍ处进行定干，促发分枝，保留３～４条主分
枝，长度达到２０ｃｍ～３０ｃｍ时可进行短截，１ａ可进
行３～４次摘心短截，促发分枝数量，尽快形成树冠
且利于今后采摘。表２表明，连续科学修剪促进树

表２　连续修剪的青花椒生长、结果情况调查表
龄级
（ａ）

树高
（ｃｍ）

地径
（ｃｍ）

冠径
（ｃｍ）

鲜果产量
（ｋｇ）

１ ７４ １．５５ ８３．５ ０
２ ９６．１ ２．３ １１３ ０．７８
３ １２２ ３．９５ １９７．５ １．６１
４ １４３ ５．１ ２２６．５ ４．２２
５ １９７ ８．０５ ２２８．５ ８．８９３
６ ２０１ １０．４４ ２２９．５ ９．３２

体生长和树冠扩大，利于提前丰产，并能保持树体健

４３１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７卷



壮和产量稳定，４ａ～５ａ树体冠径可达２３ｍ，平均
单株产量可达９ｋｇ。

成年结果树：一般在７月上旬到７月下旬采摘
和修剪同时进行，实现“以剪代采”。即将结果枝从

枝条基部１０ｃｍ～２０ｃｍ处整枝剪下后再逐枝剪下
果穗；外围枝条采用从５０ｃｍ～７０ｃｍ处短截。这样
不但采摘方便，而且修剪后能促发大量早秋梢抽发，

并形成结果母枝。及时疏除内堂密弱枝，保留中庸

枝和外展枝，形成外展内空的树冠，为来年丰产稳产

打下基础。

采用以剪代采技术与传统采摘方式比较，前者

当年生新梢数目增加１４５％、平均每新梢果序数增
加２４０％、单株产量增加１３６％、采摘效率提高３倍
以上（表３）。

表３　５ａ生青花椒“以剪代采”与传统采摘效果比较

采摘技术
当年生
新梢数
（枝）

平均每新
梢果序数
（个）

单株鲜椒
产量

（ｋｇ·株 －１）

采摘效率

（ｋｇ·人 －１·ｄ－１）

以剪代采 ９８ １７ ９．２ ５０
传统采摘 ４０ ５ ３．９ １５

２．３　管理技术
２．３．１　幼树管理

中耕除草：栽植当年中耕除草３次、第２年２～
３次、第３年１～２次。

施肥：一般在每年的３月 ～６月进行追肥３次，
追肥以速效氮为主，施肥量为尿素１２０ｋｇ·ｈｍ－２～
１５０ｋｇ·ｈｍ－２，于下雨天气进行撒施或距树干３０ｃｍ
～５０ｃｍ挖浅穴施入；每年秋季按照１００００ｋｇ·
ｈｍ－２施用农家肥做基；提倡林间间种绿肥或豆科作
物。

２．３．２　盛果树管理
每年追肥３～４次，第１次在春季萌芽前，按照

有机复合肥０２ｋｇ·株 －１的标准沿树冠滴水线处挖

２０ｃｍ施入；第２次在果实迅速膨大期（５月上旬～６
月中旬），以氮、磷、钾配合使用，每株施用０２ｋｇ～
０３ｋｇ复合肥；第３次在采摘花椒修剪短截枝条时
施用（７月上旬 ～７月下旬），每株施用尿素肥２００
ｇ，以快速促发早秋稍抽发成为第２年的良好结果线
枝；可在花期施用尿素０５％、磷酸二氢钾０３％、硼
砂０２％进行根外追肥；

秋季基肥以农家肥为主，按每株农家肥２０ｋｇ～
３０ｋｇ、有机复合肥０１ｋｇ～１ｋｇ沟施。

３　病虫害综合防治

青花椒的病虫害较少，主要有锈病、白粉病、螨

类、蜗牛、蚜虫等。

３．１　锈病
主要为害叶片，叶片染病叶背面现黄色。发病

前喷施０１°～０２°石硫合剂；发病初期用７０％甲基
托布津８００倍液、５０％多菌灵６００倍液、１５％的粉锈
宁可湿性粉剂１０００倍液交替使用。
３．２　白粉病

在高温、高湿、通风透光不良的情况下易发生，

导致落叶落果，枝条干枯，树势衰弱，严重时整株死

亡。冬末春初，彻底清除枯枝落叶，集中烧毁；修剪

过密枝条，以利于通风透光。发病初期可采用２５％
粉锈宁可湿性粉剂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倍液、５０％苯来特
可湿性粉剂１０００倍液、５０％退菌特可湿性粉剂８００
～１０００倍液交替防治。
３．３　蜗牛

可以树干基部为中心在窝盘上撒一层麦壳（稃

片），利用麦壳上的毛茸和芒阻止蜗牛上树。于发生

始盛期使用２％灭旱螺毒饵（６ｋｇ·ｈｍ－２）、梅塔颗
粒杀螺剂（７５ｋｇ·ｈｍ－２～９０ｋｇ·ｈｍ－２）、或８％灭
蜗灵颗粒剂（１２ｋｇ·ｈｍ－２～１５ｋｇ·ｈｍ－２）均匀撒施
到林地内进行防治。

３．４　螨类
在花椒发芽时开始危害；第１代幼虫在花序伸

长期开始出现，盛花期危害最严重。在４月 ～５月，
严重发生时，在害螨盛孵期、高发期可用２５％杀螨
净５００倍液、７３％克螨特３０００倍液、４０％速扑杀８００
～１０００倍液交替使用防治。
３．５　蚜虫

危害青花椒嫩枝梢、幼芽、花等，严重时可造成

提前落叶，少结椒或不结椒，树势生长减弱。早春孵

化期及时用２５％敌杀死２０００倍液、蚜虱净２０００倍
液交替防治。

４　采收与贮运

青花椒商品果采收一般在 ７月上旬 ～７月下
旬，果实为绿熟期，晴天无露水时人工采收。

采摘时注重以剪代采技术的运用，即通过短截

５３１４期 卿　泉，等：青花椒繁殖与栽培技术要点 　　



的方式将结果枝整枝剪下，逐枝从果穗总柄处整穗

剪下，轻放在采果篮中，但不宜装得太多，厚度不要

超过３０ｃｍ，以防压破果实表面的油胞（腺点），影响
果实的色泽和品质。鲜果用透气性良好的竹筐包

装，内铺植物叶片，装载时也要保持车厢内的透气性

良好，以免发热烧熟果实。采收的果实及时摊晾在

竹席或草席上，于晴天晒干，干品用编织袋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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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制度的赔偿标准，体现出不同地区经济、环境条

件的差异。

６　结语

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制定一部有法律

效力和内容全面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将生态

环境损害与公民损害列入赔偿范围。建立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机制，合理鉴定、测算生态环境损害范围和

程度，为落实环境责任提供有力支撑。加强行政执

法与司法部门的衔接，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对排放

污染物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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