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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川中丘陵区的核桃栽培发展情况进行了广泛调查，发现存在大量的低产低效园地。通过调查分析，认为
该气候区域低产低效形成的主要原因有品种混杂、立地条件差、病虫严重、管理意识淡薄、管理技术欠缺等。同时，

针对存在的低产低效原因，提出了提高管理意识、推广本地良种、做好产业示范、改进采收加工技术等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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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知名的四大干果之一，核桃的经济、生
态、营养与保健价值得到广泛的认可，已成为国际贸

易中重要的进口物资［１～４］。四川是我国核桃主要产

区之一，资源分布广泛，栽培规模逐年扩大。截止

２０１５年，已发展核桃资源面积约８６７万 ｈｍ２，产量
２４６万ｔ，位于全国第三位［５］。

川中丘陵区主要包括成都（部分）、乐山、内江、

宜宾、泸州、南充、绵阳、德阳、巴中等地区，是四川典

型的干旱区，春旱频率高，降水不均衡［６～７］。该区域

的核桃种植业在林业两大工程实施后得到大规模发

展，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低产

低效、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等问题比较突出。因此，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期间，全面调查分析了川中丘陵区
核桃低产低效原因，分析解决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典

型问题。在对川中丘陵区核桃种植园地开展了全面

调查后，分析归纳了低产低效原因，提出了具体对



策，以便改善丘陵区核桃种植业现状，促进该区域核

桃产业健康发展。

１　川中丘陵区核桃种植现状

１．１　川中丘陵区地理范围
该区是中国最典型的方山丘陵区。又称盆中丘

陵。西迄四川盆地内的龙泉山，东止华蓥山，北起大

巴山麓，南抵长江以南，面积约８４万ｋｍ２。以丘陵
广布、溪沟纵横为其显著地理特征。本区是四川东

部地台最稳定部分，大部分地区岩层整平或倾角甚

微，经嘉陵江、涪江、沱江及其支流切割后，地表丘陵

起伏，沟谷迂回，海拔一般在２５０ｍ～６００ｍ，丘谷高
差５０ｍ～１００ｍ，南部多浅丘，北部多深丘，为四川
省丘陵集中分布区。同时软硬相间的紫红色砂岩和

泥岩经侵蚀剥蚀后常形成坡陡顶平的方山丘陵或桌

状低山，丘坡多呈阶梯状，多达３～４级［８］。川中丘

陵西缘的龙泉山为东北向狭长低山，是岷江和沱江

的天然分水岭，亦是川中丘陵和川西平原的自然界

线，长约２１０ｋｍ，宽约１０ｋｍ～１８ｋｍ，海拔７００ｍ～
１０００ｍ，最高处 １０５９ｍ。
１２　重点调查区气候因子

重点对南充市、乐至县、金堂县、内江市的核桃

低产低效林进行了调查。主要气候因子有年降雨

量、≥１０℃积温、年均气温、７月均温、１月均温、极端
低温等。

表１ 川中丘陵区调查区气候因子表

重点
调查区

年降雨量
（ｍｍ）

≥１０℃
积温

年均气温
（℃）

７月均温
（℃）

１月均温
（℃）

极端低温
（℃）

南充市 １０４５ ５５００ １７．８ ２７．５ ６．５ －４．３
乐至县 ９６６ ５２００ １７．３ ２７ ６．２ －４．６
金堂县 １１２５ ４８００ １６．２ ２５．８ ６．２ －５．９
内江市 １０３８ ５５９８ １７．５ ２７．２ ６．８ －３．６

一般认为，核桃适生温度范围为：年降雨量４００
ｍ～１２００ｍｍ，≥１０℃积温３０００℃ ～６５００℃，年平
均气温为９℃～１８℃，极限最低气温为 －２５℃，极端
最高温度为３５℃～３８℃。无霜期１８０ｄ以上［９］。由

表可知，调查区气候条件能够充分满足核桃的生长

条件，降雨量偏多，营养生长旺盛。

１．３　核桃栽培现状
川中丘陵区主栽品种主要包括香玲、川早系列

（川早１号、川早２号）、辽核系列（辽宁１号为主）、
云南泡核桃、新新２号、川香、川核早等［１０］。种植分

布比较零星，呈块状、点状、带状的种植区，且种植的

品种各异。栽植年限不同，生长结实情况差异较大。

多数园地管理粗放甚至放任生长，病虫害严重，挂果

株率低，挂果数量少，不足以形成“产量”。

１．４　核桃加工现状
在调查区内，核桃产品（坚果）以初级产品流入

市场为主。商品化采收处理、分级、包装等相对滞

后，培育了一些从事核桃干果、核桃仁、烘焙核桃、核

桃添加食品（核桃糖、核桃饼等）、核桃油销售的小

微企业和农民专合组织，但生产规模较小。

２　低产低效形成原因

２．１　品种混杂
２．１．１　造林品种不纯

川中丘陵区作为我省核桃的一般栽培区，核桃

乡土栽培以零星分布种植为主。随着后期两大工程

和产业建设的扶持和推进，核桃种植面积大规模发

展，一个县区在一个造林年度核桃新栽植株数少者

几十万株，多者超过百万株。这就造成种苗采购过

程中监管缺失和困难，品种杂乱，品种纯度不高。同

时，过度发展早实品种，多数表现为适应性差，树势

早衰，“小老头树”、弱树、病树所占比重较大，造成

低产低质低效。

２．１．２　盲目高接换优
由于退耕还林期间积累的一些品种问题，劣质

实生苗、假冒嫁接苗较多，种植户具有强烈改良核桃

品种意愿和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县区

开展了低产低效核桃树改良工作。由于川中丘陵区

缺乏主导性、优势性的核桃良种，核桃的改良品种以

从北方引入优质早实良种良种为主。由此造成嫁接

改良的品种混乱，表现出坚果品质差、病虫严重、亲

和性不良、生长衰退甚至枯死。

２．２　立地条件差
２．２．１　土壤瘠薄

种质核桃的县区以浅丘、深丘地貌为主，区域内

土壤主要为紫红色页岩发育成的紫色土和山地黄

壤，土层厚度普遍较浅，土壤有机质含量偏低，土壤

肥力较差。而通过工程造林发展的核桃多数规划栽

植在退耕还林地、坡地、开垦荒地内，土壤瘠薄，生长

情况不良。

２．２．２　雨热条件差
根据近几年的降雨量和日照时数统计，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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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约为 ９００ｍｍ～１２００ｍｍ，日照时数约为
１２００ｈ～１６００ｈ。由于雨热同期，夏季降雨量达到
全年的５０％左右，不利于干物质积累和花芽分化，
核桃结实量、产量和坚果品质均受到不利影响，经济

效益偏低。

２．２．３　径流量偏小
区域内河流短小，径流不足。径流补给几乎全

部依赖于自然降水，属于典型的“靠天吃饭”干旱

区。汛期（夏季）水流量大，常常造成短期的积水，

损伤核桃根系，水量则以山洪的形式泄走。枯水期

（冬春季）小河断流，给园地灌溉带来困难。

２．３　病虫严重
２．３．１　主要病害

危害核桃的主要病害有黑斑病、炭疽病、膏药病

等。普遍表现为早实类品种受害严重。主要特点

为：黑斑病对早实类品种的叶和果实影响较大。主

要危害时期是５月初至９月收果期。核桃黑斑病在
果实上发病速度更快，病情更严重；炭疽病主要危害

果实和叶片，病斑开始为圆形或不规则浅褐色黑斑，

后颜色逐渐加深，中间下陷，产生小黑点，当温度高

湿度大时，病斑中央小黑点溢出橙粉色包子团；该病

在６月初出现明显病斑，７月雨季开始病情加重，病
斑逐渐转黑变大，７月下旬到８月下旬开始大面积
发病，出现大量落叶和烂果，果仁变黑腐烂；膏药病

主要危害枝条，造成树皮疏导组织受损，形成病斑和

枯枝。高温多雨的季节有利发病，潮湿荫蔽和管理

粗放的老果园较多发病，同时，有介壳虫的园地也有

利发病。

表２ 病害对核桃树体的危害程度调查表

病害种类 叶 枝 果 危害说明

细菌性黑斑病 ＋＋＋ ＋＋ 早实品种危害较重

炭疽病 ＋＋ ＋＋ 早实品种危害较重

膏药病 ＋ 早实品种危害较重

注：危害程度分三级，“＋”表示轻度，“＋＋”表示中度，“＋＋＋”表
示重度，空白表示未见或少见，下同。

２．３．２　主要虫害
危害核桃的主要虫害有天牛（云斑天牛、星天

牛）、介壳虫、桃蛀螟、果象甲等。根据虫害调查可

知：天牛作为蛀干害虫，对树体生长有严重影响，幼

虫注入树干后，破坏韧皮部、髓心，造成树势衰退，枯

死。成虫在交配产卵前，危害嫩枝嫩芽，造成枯枝，

传播病原菌；介壳虫常呈现区域性爆发，前期危害底

部树干，后期蔓延开来，枝叶、果实均被吸食汁液，造

成减产绝收，树体枯萎死亡；蛀梢螟以危害植物顶端

嫩枝为主，造成枝条停止伸长生长；金龟子取食嫩叶

和果实，主要造成落果，果实畸形，影响产量，造成减

产减收；发现有果象甲在枝上成虫越冬，未见严重受

害的挂果树。

表４ 虫害对核桃树体的危害程度调查表

虫害种类 叶 枝 果 危害说明

天牛 ＋ 幼虫危害树干基部，成虫咬食嫩枝

介壳虫 ＋＋ 区域性爆发，栽植密度过大更容易
受害

桃梢螟 ＋ 危害嫩枝顶端

金龟子 ＋ ＋＋ 造成果实畸形、落果

２．４　管理意识淡薄
２．４．１　重栽轻管

基层种植者对发展核桃的积极性很高，通过各

种项目途径发放的种苗栽植成活率、保存率较高。

但在传统的管理意识中，核桃多栽植在房前屋后，田

边地角，不需要精细管理也能获得较高经济收入。

同时，在传统农作物种植上推广的“免耕”种植，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通透性。因

此，几种原因综合起来，就造成大面积的核桃种植地

荒芜、放任管理，生长不良，结实少甚至不结实。

２．４．２　过度刻伤
调查中发现，种植的泡核桃品种营养生长旺盛，

刚开始试花试果，即被种植者用刀具砍伤或者刻伤，

感病感虫，生长势在几年之内迅速衰退，造成树体枯

死。这种现象在四旁树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２．４．３　水肥管理不足
由于管理意识低和效益期偏长的因素，核桃树

的水分和施肥管理严重不足。灌溉基本依靠自然降

水；施肥依靠林下、林间间种农作物辅助进行；部分

荒芜的核桃造林地未开展人为水肥管理，甚至出现

与杂草争肥的现象。

２．５　栽培技术欠缺
２．５．１　种植者技术素质偏低

核桃种植者分为农户、专合组织、公司等几种类

型。由于核桃集约化起步晚，比较效益偏低，农户对

种植技术的掌握程度和学习积极性都不高，而公司

和专合组织是有意愿投身核桃事业团队组织，学习

技术的积极性高，但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和团队，对

栽培技术的掌握有一定局限，不够系统和全面。

２．５．２　科技服务体系不健全
近年来，随着林业产业建设、新型经营组织的发

展，林业科技服务整体水平有较大提升。但是，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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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区属于传统的农业种植区，林业基础薄弱，县、

乡、村三级林业技术人员缺乏，技术服务体系不完

善，种植户在核桃栽培过程中的技术需求、问题诉求

得不到快速有效的解决。

２．５．３　整形修剪不到位
整形修剪是对核桃树形培育、生长调控而采取

的人为干预和操作。幼树以整形为主，培养良好树

形；挂果树宜适度修剪，培养结果枝组，调控树形树

体。在传统种植习惯中，核桃以培养高大的疏层树

形为主，普通种植户未采取修剪管理。但在规模化

的产业推广中，矮化树形的调控与修剪是核桃树提

前投产见效的重要管理措施，但这项技术并未得到

应有的重视。

２．５．４　病虫防治不及时
由于缺乏对常见病虫害的识别和防治技术手

段，防治时间往往偏迟，错过最佳的防治时机。病虫

对树体或果实的伤害已经造成，不可逆转，影响树体

生长和坚果产量。如天牛前期在树干基部进行危

害，不易发现，一旦出现叶色转黄、树势减弱，天牛已

经严重破坏树干的疏导组织，防治效果大打折扣；又

如细菌性黑斑病在发病初期，果实局部变黄发黑，直

到有整个青果皮感染黑斑才会引起种植者重视，而

此时防治即使取得实效，保住了病果周围的感病青

果，但收获后的坚果在饱满度、口感也会受到影响。

２．５．５　青果采摘时机不当
为了鲜果提前上市，抢占市场，争取价格优势，

抢采掠青是种植户常用的方法。青果未转黄、裂口

即被采摘，采用生长素催熟、堆腐等方法脱去青皮，

进入市场销售。这种现象带动着其他种植者争相采

收，提前脱皮、清洗、烘干、入市，造成种仁干瘪、出仁

率低、口感和营养价值均达不到自然成熟的品质标

准。

２．６　气候适应性
２．６．１　花期冻害

由于受冷空气影响，偶遇部分年度花期开花时

会受到极端低温影响，对雌花造成冻害，造成大量的

落花落果。如２０１６年的“倒春寒”，造成川中丘陵
区多数核桃园坐果率降低，结实量下降，直接影响着

核桃收获产量。这种春季极端降温天气，川中丘陵

区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只是危害程度会根据低温时

长、降温温差而有所不同。

２．６．２　昼夜温差小
核桃青果硬核期为６月 ～８月，是坚果营养物

质积累的最佳时机，而这个阶段的该区域昼夜温差

小，坚果有机质的积累会明显低于温差较大的气候

区。这也是该区域生产的核桃坚果在口感、出仁率

方面低于阿坝州、凉山州部分核桃产区的重要原因

之一。

２．６．３　夏季高温高湿
夏季温度最高、湿度最大的暴雨季节，也是核桃

的采摘期。高温高湿的气候造成采下的核桃青果不

能及时脱皮，坚果不能及时晾干，果实商品性状和品

质显著下降。

３　对策分析

３．１　提高管理意识
３．１．１　普及林技培训

结合林业科普培训资料发放、现场培训、咨询热

线、技术服务团等多种形式，逐步促进区域内种植者

对技术的熟练掌握，培育管理意识，提高管理水平。

３．１．２　健全宣传服务体系
技术的熟练掌握是长期反复练习的结果。因

此，建立完善的技术宣传和技术服务体系更加有利

于技术的推广。在体系建设上，要从技术支撑、融资

渠道、专合组织组建、龙头企业带动等多方入手，构

建技术服务体系。

３．２　推广本地良种
３．２．１　淘汰不适用的品种

根据适地适树适品种的原则，将生长和结实欠

佳的品种及时淘汰，改良或换种生长发育优良、丰产

稳产性强，商品性状优、核仁品质佳的优异品种。

３．２．２　调查发掘乡土优良品种
当地优良品种是长期自然和人工选择的结果，

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具备长期人为选择的优良性状，

综合了南北两个核桃类群的部分优良性状，适应性

较强。因此，从当地选育优良品种是最适合的品种

选育途径。

３．２．３　推广乡土良种
良种的推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包括了基

地示范、育苗、推广种植等一系列过程。基地示范是

为了突出当地良种的示范效果，增加种植者推广发

展的积极性和自信心；育苗是推广种植的重要环节，

要保证本地砧木适生性和良种嫁接成活率，提供最

优质的种苗用于推广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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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做好产业建设示范
３．３．１　建立标准化栽培示范基地

产业的良性发展要依靠基地的带动。只有通过

建立标准高效的栽培基地，提高单位面积的核桃产

量，创造更多的产业效益，才能充分树立广大种植群

众信心和热情，辐射带动周边组合组织、种植大户、

散户开展高标准栽培管理，增加产业发展收入，促进

产业提质增效。

３．３．２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基地的发展，需要配套繁育圃、排灌设施、

生产便道等基础性条件。繁育圃是提供优质穗条、

种苗的重要场所，要严格监管和控制育种材料来源

和渠道流向，开展定向育苗；川中丘陵区是典型的雨

热不均衡的地区，旱涝灾害兼有，要做好产业发展区

域的排灌沟渠塘配套建设，有效防范春旱夏涝的发

生；生产便道等提高园地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的

必要条件。

３．３．３　推行市场化的产业模式
产业的良性发展需要建立市场化的发展模式，

促使效益最大化、正常化。这就需要在行业主管部

门的引导下，促进公司、专合组织等产业利益主体走

向市场的最前端，获取供求信息，从坚果产品的多样

化（鲜果和干果，大果与小果等）、加工产品的多元

化入手，紧跟市场动向，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带动

种植业发展，避免出现自产自销、滞销等现象。

３．４　改进采收加工技术
３．４．１　掌握最近青果采收时机

川中丘陵区核桃成熟期一般在９月上旬，但不
同品种、不同年度、不同立地条件下的单株存在成熟

期提前或者延后的情况。一般来说，核桃成熟的外

观形态特征是青果皮由绿变黄，约１／３顶部开裂，青
果皮易剥离，此时的内部特征是种仁饱满，幼胚成

熟，子叶变硬，风味浓香。采收过早，核仁不饱满、出

仁率、含油率低；采收偏晚，果壳和核仁颜色较深，影

响商品外观。

３．４．２　改进坚果初加工方式
传统的方法是通过堆沤脱皮、自然晾晒等措施，

获得的坚果商品外观较差，同时，含水率高，不易长

期保存。要获得品质上乘的坚果，宜采用药剂脱皮

（０．３％～０．５％乙烯利）、及时漂洗、恒温烘晒（３０℃
～３５℃）等步骤，提高坚果的外观，保持合理的含水
率，避免核仁出油，提高商品品质。

３．４．３　适度开展精深加工
传统的坚果销售市场需求有限，利润率偏低。

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可在龙头企业等引领下，开展

炒核桃、核桃仁制品、核桃粉、核桃饮品等产品开发，

逐步建立加工销售平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渐进

发展，改变川中丘陵区核桃生产加工落后的现状，实

现核桃生产、加工配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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