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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述了泸定花椒丰产栽培技术规程，包括建园、移栽、养护管理、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采收与晾晒，为标
准化管理生产花椒提供技术指导，以此提高泸定花椒的产量和质量，增加和其他产区的竞争力，促进当地农民增收

致富，为花椒产业可持续发展及更大规模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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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椒属芸香科花椒属落叶小乔木，是我国特有
的一种香辛料，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泸定花椒有

口皆碑，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以“穗大粒多、皮厚

肉丰、麻味适中”而闻名［１］。近年来，泸定花椒出现

了密度大、树形差、老龄化、管理技术差、病虫害重的

现象，导致泸定花椒产量降低，品质下降，失去产品

竞争力，降低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为了促进泸定花

椒产业的快速发展，笔者针对泸定花椒在管理生产

中存在的问题，系统地提出了泸定花椒丰产栽培技

术规程，为标准化管理生产花椒提供技术指导，提高

泸定花椒的产量和质量，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为花椒

产业可持续发展及更大规模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１　花椒生态学特征

花椒的适应性很强，喜温、喜光、耐旱、较耐寒，

抗病能力强，隐芽寿命长，耐强修剪，适宜年平均气

温在８℃ ～１６℃，年日照时数在１６００ｈ以上，年降
水量在４０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的气候条件。花椒开花
期和成熟期，要求光照条件充足，此期如遇阴雨、低

温天气，会导致大量落花落果；生长前、中期需充足

的水分，此期如遇干旱天气，会严重影响花椒的营养



生长，导致生殖生长受到限制。花椒属于浅根性树

种，根系不耐水湿，土壤含水量过高或者排水不良，

会严重影响花椒的生长和结果；同时，花椒根系喜

肥、好气、喜钙，最适宜在 ｐＨ值为６．５－８．０的砂壤
土上生长。

２　建园

２．１　园地选择
选择温凉低湿、背风向阳、土层深厚、土质疏松，

肥力中等、易于排灌、ｐＨ值为６５～８０、交通方便
的山坡地段建园。瘠薄地段应进行土壤改良，通过

深翻耕、增施有机肥、秸秆还地等方式熟化土壤并提

高土壤肥力。高温、高湿、多雨和土壤粘重的地方不

适于花椒的丰产栽培和产业化发展。

２．２　苗木选择
根据建园地的立地条件和当地实际情况，选择

最适宜的花椒品种建园。确定好品种之后开始采购

苗木，花椒苗木应选择无检疫性有害病虫害、生长健

壮的１ａ～２ａ年生嫁接苗，要求苗木健壮，根系完
整，苗高３０ｃｍ以上，根径粗０５ｃｍ以上，组织充
实。长途运输起苗后，应在根系上打泥浆，定量包

装。

３　移栽

３．１　移栽密度
移栽密度根据移栽方式、立地条件、移栽品种和

管理水平的差异而不同。对集中连片的纯椒园来

说：如果土层深厚，株行距可采用４ｍ×５ｍ或３ｍ
×４ｍ；如果土层较薄，株行距可采用３ｍ×４ｍ或２
ｍ×４ｍ。对坡改梯的山坡地，应灵活掌握：当梯面
宽度小于４ｍ时，只需栽植１行即可；当梯面宽度大
于４ｍ时，可种植２行；株距一般为３ｍ～４ｍ，行距
视梯面宽度而定。如需椒粮间作，株行距宜大不宜

小，而且间作应选择洋芋、小麦、豌豆等矮杆农作物

为宜。

３．２　移栽穴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好株行距后，按规划好的株

行距放线挖移栽穴（沟），深宽各 ５０ｃｍ。移栽穴
（沟）内施入腐熟农家肥１０００ｋｇ·６６７ｍ－２，过磷酸
钙肥１００ｋｇ·６６７ｍ－２；贫瘠土壤的农家肥施入量应

加倍。在移栽穴（沟）底部分三层混合压入肥料和

土壤，表土在下，心土在上，上面回填表层土，踏实，

浇水，再用行间表土堆成高出地面１０ｃｍ～２０ｃｍ馒
头状或鱼脊状的移栽点。土壤回填可提前２个月完
成。

３．３　移栽
移栽时间需根据灌溉条件来确定。灌溉条件好

的可于１０月下旬至１１月下旬移栽，灌溉条件差的
于次年２月栽植。移栽前应对苗木根系进行处理，
剪除受伤根，然后放入水中浸根１ｈ～２ｈ，再用１０％
的ＡＢＴ溶液蘸根５ｓ；栽植时在移栽点上挖出苗木
根系能自然伸展开的穴坑，边回填细土边轻摇树干，

踏实土壤，使根系与土壤紧密结合并呈自然生长状

态，做到“三提三抖”。移栽深度以原苗圃土印为

准，不得超过嫁接口，移栽后灌足定根水，并覆盖１
ｍ２的黑色地膜或者铺一层１０ｃｍ～２０ｃｍ厚的稻草
进行保温保湿。

４　养护管理

４．１　土壤管理
在平地建园时，可采取全园整地，深翻３０ｃｍ～

５０ｃｍ，翻前施足基肥，耙平耙细；或移栽后结合秋、
冬季施基肥逐年深翻，３ａ～５ａ后达到全园深翻熟
化土壤的效果。在山坡上建园时，可按等高线修成

水平梯田或反坡梯田，并深翻３０ｃｍ。为增加椒园
土壤有机肥，保持树盘墒情，夏季采用绿肥、杂草以

及作物秸秆覆盖树盘，厚１０ｃｍ～２０ｃｍ，其上撒土，
以保持湿度；秋、冬季结合施基肥、深翻时，将覆草翻

入土中，也可选用地膜覆盖地盘。每年生长季节中

耕除草２次～３次。
４．２　施肥管理

施肥方式一般采用放射状沟施、条沟施和多点

穴施等方法，施肥量应根据树势、树龄、产量、土壤肥

力状况等综合分析确定。

４．２．１　基肥
移栽当年，结合挖移栽穴（沟）施入腐熟的农家

肥和硫酸钾复合肥；此后每年９月下旬至１０月结合
土壤翻耕时，施入腐熟的农家肥和硫酸钾复合肥，施

用量占全年用肥量的７０％左右。
４．２．２　追肥

栽植当年不需要施追肥，但要进行６次叶面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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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用３％的磷酸二氢钾和０５％的尿素混合液。在
花椒开花期喷施１次，花谢后１０ｄ喷１次，隔１０ｄ
再喷１次；７月上、中旬和果实采收后各喷１次。

第２年及以后，每年施追肥３次。第１次在３
月初，用多点穴施按１ｋｇ·株 －１的标准施煮熟并经

过腐熟的黄豆；第２次在采果后，用一侧开沟断根按
１ｋｇ·株 －１的标准施硫酸钾复合肥，促进根系更新

和生长发育，提高树体营养生长和花芽分化水平；第

３次在９月中旬后，用多点穴施按１０ｋｇ·株 －１的标

准施腐熟农家肥。生长季节酌情进行叶面施肥３次
～５次，肥料前期以尿素为主，后期以磷酸二氢钾为
主，施用方法同上。

４．３　越冬管理
在进入冬季前，用主干培土和幼苗整株培土的

措施，加强对树体的保护；在主干涂抹护树保温防冻

或进行树干涂白保护，用生石灰∶硫磺∶食盐∶植物油
∶水＝５０∶５∶２０∶１∶２００的比例配制成保护剂进行树
体涂干。在越冬期间对树体喷洒 １％防冻剂的溶
液，可有效防止树枝的冻害。

５　整形修剪

５．１　整形
花椒树的主要树形有丛状形、自然开心形、多主

枝开心形３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适合的树形，
从幼苗就开始培养树形。

（１）丛状形。此树形没有明显的主干，由根部
萌发出的３条 ～５条方向不同、位置分布均匀的枝
条培养而成。

（２）自然开心形。此树形具有明显的主干，在
主干上３０ｃｍ～４０ｃｍ处选取分布均匀的３个枝条
培养而成。

（３）多主枝开心形。此树形具有明显的主干，
在主干上分生３个 ～４个枝条，按不同方向分布培
养而成。

５．２　修剪
花椒为喜光植物，发枝力强，容易造成树冠枝叶

稠密，内膛光照不足而影响产量。通过整形修剪，改

善树冠的通风透光条件，恢复树势，以提高花椒的产

量和质量［２］。修剪时间主要在秋季，采收花椒后进

行。

５．２．１　幼龄树的修剪。
对新移栽幼苗进行修剪，主要任务是培养骨干

枝和结果枝，形成好的树形，定植后２ａ～３ａ属于此
期。修剪的主要内容为：移栽后第１年秋季，当幼树
长至６０ｃｍ高时，及时截顶定干；次年在基部或树干
４０ｃｍ～６０ｃｍ处选留３个 ～５个生长健壮的枝条，
培养成骨干枝。修剪原则是轻剪多放，尽量利用，开

张角度，促进挂果。

５．２．２　盛产期的修剪。
对盛产期花椒树进行修剪，主要任务是维持健

壮而稳定的树势，继续培养和调整各类枝组，维持结

果枝组的长势和连续结果的能力，达到树壮、稳产和

高产的目的。修剪的主要内容为：疏去树形杂乱的

大枝；剪去当年抽生营养枝尖端，保留中、下部充实

的芽；对隐芽萌发徒长枝有空间的实行短截，培养成

新枝组；无空间的则一律剪除。修剪的原则是疏外

养内，疏前促后，改善光照。

５．２．３　老龄树的修剪。
对老龄花椒树进行修剪，主要任务是及时而适

度地进行结果枝和骨干枝的更新复壮，延长树体寿

命和结果年限。修剪的主要内容为：疏去重叠、交叉

和衰老的大枝，保留４个 ～５个角度比较好的健壮
大枝；剪去保留骨干枝顶端的衰弱部分，回缩到强壮

枝处；保留主干上萌发的徒长枝中健壮、角度较好的

作为更新枝条；内膛中的徒长枝可回缩作为结果枝

组。修剪的原则是回缩为主，利用徒长枝和强壮枝。

６　病虫害防治

花椒的病虫害较多，要针对性的进行预防和治

理，坚持预防为主、绿色治理的原则。根据有关调

查，泸定花椒的病虫害主要是叶锈病、根腐病、虎天

牛、蚜虫和茎蜂等［３］。

６．１　叶锈病
（１）加强养护管理，铲除杂草，合理修剪。晚秋

时节及时清除并烧毁枯枝、落叶和杂草。

（２）对未发病的花椒树，在３月初喷施０１％～
０２％波美石硫合剂；在 ６月初至 ７月下旬喷施
１５％可湿性粉锈宁剂４００倍液来进行预防。

（３）对已发病的花椒树，喷施１５％可湿性粉锈
宁剂２００倍液来进行治理。
６．２　根腐病

（１）合理布局，改善排水不良、阴湿的土壤条
件，及时挖掉病根，死根，集中烧毁，消除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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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移栽前用生石灰进行土壤消毒，５０％甲基
托布津５００倍液浸根２４ｈ，移栽后用５０％甲基托布
津５００倍液灌根进行预防。

（３）夏、冬两季分别用 １５％可湿性粉锈宁剂
５００倍液灌根，能减缓症状或阻止发病。
６．３　虎天牛

（１）花椒落叶后对树干、茎部进行检查，及时刮
除；集中烧毁当年枯萎、死亡的植株，清除幼虫。

（２）在７月份晴天的早晨和下午，人工进行成
虫捕捉，并集中消灭。

（３）将内吸型和触杀型的杀虫农药配制成高浓
度溶液，用棉球蘸药液塞入蛀食孔；或注入对树无损

害的强力灭牛灵乳剂；后用胶布或泥土封口即可。

６．４　花椒蚜虫
（１）在花椒开花初期和果实膨大期喷施５０％抗

蚜虫可湿性粉剂２００倍液或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
剂２００倍液进行预防。

（２）结合叶面施肥用尿素４００ｇ、洗衣粉１００ｇ、
水５０ｋｇ进行喷雾治理。
６．５　花椒茎蜂

（１）在花椒开花前喷施２５％溴氰菊脂乳油１
０００倍液。

（２）在花椒谢花后喷施 ９０％敌百虫 １０００倍
液，１０ｄ后再喷施一次，以防治幼虫转移危害。

７　采收与晾晒

７．１　采收
花椒果实成熟期一般在７月上旬至７月下旬，

具体采收时间根据花椒颜色和上油情况决定。当花

椒呈鲜红色、油苞饱满、可闻到浓郁的麻香味时，便

是花椒采收的最佳时期。采摘时应注重以剪代采，

通过短截的方式将结果枝整枝剪下，逐枝从果穗总

柄处整穗剪下，然后轻放入采果篮中。对大椒穗来

说，要保护好第一个叶腋间的饱满芽，这是来年的结

果芽，对来年花椒的产量至关重要；对弱枝果穗来，

则该保护第二个或第三个发育较为健壮的芽，来年

可培育成新的结果枝［４］。

７．２　晾晒
鲜花椒晾晒的好坏至关其质量优劣。将摘回的

鲜花椒用垫席晾晒１ｄ～２ｄ，晾晒的厚度约１０ｃｍ～
１３ｃｍ；之后选择大晴天，将花椒薄薄的撒在簸箕或
垫席内，越薄越好（一天晒干最好），待全部裂口后，

花椒自然晾冷，这样花椒的色泽质量最好。若遇久

雨不晴，可用无烟煤火炕干，花椒的色泽质量同样

好［４］。将晒好后的花椒收回，通气存放几天后揉搓

花椒，筛除椒仁，去除枝叶，用麻袋包装好，置于阴凉

环境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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