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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小金县核桃资源普查、优树初选、核桃早实特性调查为依据，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介绍了小金

县核桃资源特点、分布、发展现状及生产中存在的栽培管理粗放，良莠不齐，科技含量不高，商品意识淡薄等制约核

桃产业发展的问题。提出充分利用山区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以本地核桃资源为基础，进行产业化基地的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 探寻核桃林的经济、生态双效应经营模式; 提高技术含量，开展核桃丰产栽培; 大力促进科技推广等

措施。从而实现小金县核桃高产、优质、高效的发展，为山区找到一条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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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investigations are conducted on the general survey of walnut resources，the prima-
ry election of superior tree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early fruit of walnut in Xiaojin County，and a descrip-
tion is given of the resource characteristic，the distribution，the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and feasibili-
ty of walnut tress in the Xiaojin County． Besides，an analysis is made of some problems which restrict the
walnut industry development．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local walnut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ditions should be used for improving the distribution，management patterns of walnut trees，aiming to
enhane the technical content and high-yield cultural technique，and realize high production，good quality，

and highly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walnut in the mountain areas in Xiaojin County，thus finding a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way which will coordinate the ecology with the econony for mountain areas．
Key words: Xiaojin County，Walnut，Production status quo，Development strategy，High-yield cultural
technique，Ecological cultivation

核桃( Juglans regia) 是胡桃科( Juglandaceae) 核

桃属( Juglans) 落叶乔木，位列世界 4 大干果( 核桃、
扁桃、腰果、榛子) 之首

［1］，素有“木本油料之王”的

称号。我国是核桃的原产地之一，其栽培面积和产

量均居世界首位，出口居第 2 位
［2］，核桃具有喜温、

喜光、耐寒、耐旱、深根性、适应性强的特点，属于典

型的经济与生态兼用树种。
小金县地处大渡河上游邛崃山脉高山峡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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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端，县境内属

暖温带半干旱河谷气候类型，冬春寒冷干燥、晴朗少

云、日照强烈，夏秋温暖潮湿、昼夜温差大，是核桃生

长的适宜生态区。根据肖千文等
［37，3］

对四川省核桃

的品质生态区划分析，小金县核桃属于川北、川西北

盆周山区，即川西高山峡谷区型。近年来随着山区

“两大工程”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

发展核桃的优势日益突显，核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也备受重视。本文以小金县核桃资源普查、优树初

选、核桃早实特性调查结果为依据，结合该县核桃栽

培现状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在退耕还林与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实施之下，探索全县核桃产业生

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1 小金县核桃发展现状

1． 1 种植规模

自从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实施以

后，小金县利用其河谷中核桃生物资源、光热等生态

资源丰富的优势，在适宜地带 ( 沟谷、道路两旁为

主) 大力发展核桃生产，积极利用核桃资源的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目前，全县核桃种植面积从 1998
年的不足 533 hm2，迅速地发展到1 333 hm2，株数也

由 4 万余株上升到 11 万多株，年产量 48 万 kg，结果

树平均每 hm2
产 750 kg，核桃已成为全县农业发展

的重要产业之一。
1． 2 分布状况

小金县核桃属于川西高山峡谷区型，核桃栽培

主要分布在窝底乡、潘安乡、双柏乡、汗牛乡、美兴

镇、八角乡、日尔乡、沃日乡等乡镇，分布海拔主要在

1 700 m ～3 000 m，分布区主要以沙壤为主、棕褐土

为辅，土层厚为 30 cm ～80 cm，坡度为 15°以上。从

整体分布看，以零星分散与小块集中相结合的方式

分布，形成坡耕地、核桃林粮间种，坡地、沟谷区小片

纯林，林中散生与庭院四旁散生等经营类型。
1． 3 经营管理现状

小金县种植核桃历史悠久、发展初具规模，但是

整体种植水平低，经营管理较为粗放，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方面: ( 1) 绝大多数核桃树为实生苗繁殖，窝底

乡、潘安乡等还有大量苗木为天然实生，部分乡镇采

用优良嫁接苗，但均为外来引进品种，如新疆早实核

桃。( 2) 本地核桃品种主要采用直播或实生苗栽

植，成活率较高，8 a ～ 10 a 才挂果; 外来引进核桃移

栽后受害较大，成活率低，3 a ～ 4 a 便开花结果。

( 3) 对核桃树的肥、水、土、整形修剪的管理，病虫害

防治等方面的工作较为粗放。( 4) 核桃在海拔2 500
m 以上受冻害程度大，核桃的雌花芽、雄花芽、1 a 生

枝条和 1 a 生定植苗受害严重。不同核桃品种、不

同年龄段的核桃受害程度不一样。晚实核桃品种的

受冻程度较早实核桃品种稍轻; 成龄树的受冻程度

明显较幼树轻，1 a 生枝条的受冻程度随树龄的增加

而递减，新定植的核桃苗受害后，死株率超过 70%。
1． 4 早实核桃

核桃早实特性是自然界存在的一种珍贵基因资

源
［4］，我国仅新疆、陕西有早实核桃资源报道。2000

年黑水县林业局和科技局在开展的《黑水县核桃种

质资源调查与优系繁育技术研究》课题中发现了 8
个早实核桃优系，统称 Hst 核桃，填补了四川无早实

核桃资源的空白。核桃早实特性主要表现在四方

面: 其一、早实核桃有二次花、二次果的特性，这是实

地观察最显著的特征; 其二、实生繁殖后，第 2 年 ～
第 3 年开始结果，早实性特强的，播种当年偶有个别

植株开花( 仅雌花) ［5，6］; 其三、早实核桃分枝力强，

腋花芽结果能力强; 其四、早实类型植株矮小，树冠

开展，干型不明显。
根据核桃分布的区域性，在黑水县发现了早实

核桃，川西北高山峡区也应有早实核桃。小金县依

据“阿坝州早实核桃种质资源普查实施方案”和

“阿坝州早实核桃种质资源普查技术方案”，于 2006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开展实地调查。严格按照

核桃早实“4 大特性”进行选择，发现并标记的类似

早实核桃 9 株( 只有二次花现象，无二次果现象) ，

对初选入单株进行标记、拍照 ( 生态照、单株照、结

果枝照、二次花照、果实照) 、GPS 坐标定位、相关特

征纪录( 各项测定指标见表 1 ) ，并且订购其成熟坚

果、采集叶子样品 ( 每株 1 kg，叶子 50 片) ，以待提

取 DNA，进行内含物分析，测定其品质优劣 。
1． 5 优树调查

大力开展核桃良种选育，积极推进现有良种的

推广利用，是改变核桃生产落后面貌的重要措施之

一。随着核桃产业化建设和大量劣质低产核桃树品

种改良对良种的迫切需求，选择优良单株将成为核

桃遗传品质改良和品种化栽培重要的物质基础
［7］。

各地根据当地不同的气候环境和当地核桃生产状

况，制定核桃优树选择标准及方法，利用其丰富的种

质资源全面开展核桃良种的实生选种工作，并选育

出一大批核桃优良品种( 系) ，对提高我国核桃的坚

果品质，促进我国核桃的良种化生产起到了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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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作用。
本次选优我们以核桃坚果品质和丰产性状为主

要依据，参照核桃优树的国家标准( GB7907 － 87) 和

我省 核 桃 生 产 实 际 状 况，制 定 核 桃 优 树 选 择 标

准
［8］。采用路线( 沿路、沿江河、沟谷) 调查与重点

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到核桃主产区( 窝底乡、潘
安乡、双柏乡、汗牛乡、美兴镇、八角乡、日尔乡、沃日

乡等) 乡镇、村、组，根据群众荐优和实地调查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优树单株外业调查。调查内容包括:

立地条件、生长性状、坚果初查、经营状况等。共实

地调查优树单株上百株，经初步评定，从中筛选出

20 株初选优树( 各项测定指标见表 2 ) ，主要分布在

宅旁，其次为地旁、沟旁、路旁，经营状况较差。同时

每株订购成熟坚果 1Kg，采集树冠中部外围小叶 50
片，以待进一步提取 DNA，进行内含物分析，为复选

作好准备。

表 1 小金县核桃早实特性调查统计表

来源 人工实生 当年生枝平均长度( cm) 12 壳厚( mm) 0． 95
生境 宅旁 顶小叶长( cm) 16

树龄( a) 16 ～ 100 顶小叶宽( cm) 9
树形 伞形 8，疏层 1 小叶数( 片) 3 ～ 9
树势 1 为 4、2 为 3、3 为 10、4 为 3 平均小叶数( 片) 5

坚果大小
( mm)

腹径 32． 45
缝径 33． 21
果高 40． 72
平均 35． 46

树高( m) 5 ～ 13 平均丛生果数( 个) 3
干高( m) 0． 5 ～ 2． 0 最多丛生果数( 个) 6

花果期
花期 4 月上中旬

果熟期 9 月

冠幅( m2 ) 80 产量( kg) 80
经营管理 较差 ～ 差 坚果外观 点沟 3、沟点 2、点 2

透光率( % ) 32 缝合线 微突 7、平 2
落果情况

落果率 8%
落果期 6 月下旬、7 月上旬

落果原因 风，人

果枝率( % ) 75 取仁难易 易 4、极易 5 病虫害 食心虫少许

表 2 小金县优树调查统计表

来源 人工实生
当年生枝平均

长度( cm)
11 壳厚

( mm)
1． 01

生境
宅旁 15 株，沟旁 3 株，路旁、

地旁各 1 株
顶小叶长( cm) 16

树龄( a) 10 ～ 20 顶小叶宽( cm) 10
树形 伞形 17，疏层 3 小叶数( 片) 3 ～ 9
树势 1 为 4、2 为 3、3 为 10、4 为 3 平均小叶数( 片) 7

坚果大小
( mm)

腹径 32． 68
缝径 33． 26
果高 38． 65
平均 34． 86

树高( m) 5 ～ 16 平均丛生果数( 个) 3
干高( m) 0． 5 ～ 3 最多丛生果数( 个) 5

花果期
花期 4 月

果熟期 9 月

冠幅( m2 ) 90 产量( kg) 60
经营管理 较差 ～ 差 坚果外观 点沟 6、沟点 7、点 3、沟 2

透光率( % ) 45 缝合线 微突 17、平 2、突 1
落果情况

落果率 8%
落果期 6 月下旬、7 月上旬

落果原因 风，人、虫害为

果枝率( % ) 55 取仁难易 易 13、极易 6、较难 1 病虫害
食心虫、

卷叶虫等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小金县种植核桃历史较悠久，面积也较广，尤其

是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在小金县地方政府和林业

主管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核桃产业正快速发展。但

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不足，极大的

制约着核桃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2． 1 栽培管理粗放，单产水平低，低产林比重大

小金县地处四川西北高山峡谷区，属暖温带半

干旱河谷气候类型，干旱、冻害、雪害等自然灾害频

繁发生，水肥土条件较差，一部分核桃生长立地条件

不足，致使发育不良，成为小老头树。加之在全县核

桃生产发展过程中，轻管理的现象极其普遍，绝大多

数农民在种植核桃后，任其发展，只等着果实成熟采

收，而不开展基本的栽培管理，基本上是靠天收获。
正是在自然环境恶劣和栽培经营措施不到位的双重

因子作用之下，核桃树体内腔空虚、坐果效率低、果
实质量差、受冻害程度大、病虫害较严重。全县 573
hm2

的核桃投产林中，结实晚、品质差、产量低的劣

树所占比例大，虽然均为投产大树，但每 hm2
产量

还不足 900 kg，需改造的低产林达 333 hm2
以上，占

投产总面积的 58%。
2． 2 优劣混杂，品种老化

一方面，全县幅员面积广，在核桃的栽培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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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叉引种传播和自然杂交实生繁殖，形成变异纷

繁、优劣混杂的品种和类型，虽然有近似的 HST 优

良早实核桃品种，但有待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受

核桃品种、繁殖材料、嫁接成活率等因素的影响，全

县核桃优良品种推广范围十分有限。实生繁殖仍占

主体，良种化程度很低，特别是近年来，盲目从省外

大量引入核桃种苗。而受核桃的生物学特性及生态

环境条件差异的影响，或受日灼、或受冻害，成活率

极低，更谈不上核桃产量、品质的提高。此外，目前

全县结果核桃大部分是品种老化且较为混杂的树

种，尤其是在核桃主要分布区的潘安乡和窝底乡，原

有的盛产树多数已经处于衰退状态，结果逐年变少、
变小，必须加以行之有效地改良。
2． 3 科技含量低，推广工作薄弱

核桃相对与其他经济树种而言，很难适应产业

发展对科技的要求，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核桃产业

的发展。如: 不少核桃树从不进行抚育管理，采取

“只收果，不管树”的经营方式。县林业主管单位虽

然进行了相应的配套技术支撑，如组织县、乡 ( 镇)

林业科技人员在核桃的各个生长期进行肥水管理、
病虫害防治等科技咨询和现场指导工作，但没有形

成较好的科技服务体系，其系列配套服务并没有得

到有效的推广，加之全县核桃种植专业技术人才严

重不足。因此，虽有农户极希望发展核桃种植，但苦

于没有技术支持，科技推广工作任重道远。
2． 4 核桃在退耕还林区栽植比例问题

从经济角度分析，生态林的收益短期内低于经

济林
［9］，当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时，在谋生阶

段，群众最重视的是经济收益和眼前利益，其次才是

生态效益和长远的发展
［10］。因此，在退耕还林实施

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户收入问题

和劳动力剩余问题
［11，12］; 树种选择和栽培管理则是

主要问题
［13，14］。

核桃是作为生态型经济林——— 即具有很高的

经济开发价值，又还有较高的生态价值，在处理好生

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上理应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但

以核桃为主的经济林的冠层结构、枯落物和根系特

点使其产生的生态效益低于生态林
［15］，特别是在退

耕还林区经营不善的情况下，往往引起核桃园地的

水土流失和土壤退化。因此，如何协调好山区核桃

发展中所面临的经济利益与生态建设的关系，以实

现小金县核桃的“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建设生态

化”的可持续发展，此举涉及全县乃至更广人民的

切身利益。
2． 5 商品意识淡薄、经验不足

大多数农民观念较陈旧、商品意识淡薄，对核桃

种植的认识不到位，栽植、管理等基本上是按传统经

验进行，没有科学的依据，没有把核桃种植与经济效

益统一起来，造成核桃品种得不到显著更新，产量没

法上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核桃种植的进一步发

展。
经验不足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地方政府或个人

在引种过程中出现不少“假苗真价格”或“真苗假价

格”的现象。此外，在退耕还林过程中，如何处理好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的关系，还仍需探索与实践，这关系整个产业发展。

3 核桃产业化发展对策

在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战略、全面落实“惠

民行动”中，小金县根据其自然生态条件和社会经

济条件，应大力发展核桃生态栽培模式。即: 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在认真

总结以往各地核桃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的基础上，转变观念，实现数量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

的跨越，稳步推进核桃基地建设，促进现有核桃种植

基地的增产增效，以扩大其产业规模。在此过程中，

必须加强以下几方面建设，才能推动小金县核桃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3． 1 科学规划布局，强化基地建设

小金县河谷地带是核桃的适生区，在产业化发

展应逐步从量的扩张转移到质的提高上来，实现从

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的转移，向集约经营和质量管

理要效益。全县应根据核桃资源分布特点，按照

“适地适树”的原则，通过科学合理布局，积极融入

川西高山峡谷核桃经济产业带中。在这一过程中必

须作好三大布局:

一是抓好区域布局，通过潘安乡、美兴镇、八角

乡、达维乡、双柏乡、沃日乡、窝底乡、汗牛乡等主产

乡的逐步发展，辐射和带动其它地区的发展; 二是抓

好品种布局，按“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充分

考虑最适宜的发展条件，采用本地优良品种与外来

引进品种相结合方针; 三是抓好时空布局，紧紧抓住

退耕还林( 草) 工程和调整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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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时机，在确保生态效益前提下，在一些地质较好

的土地上合理种植核桃。在整个布局过程中，必须

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因地制宜地选择良种，必须采

用科学的栽培技术推行合理的种植模式，逐步实行

核桃栽培优质化、生产集约化、管理园艺化、质量规

范化，使之成为真正的丰产高效核桃商品基地。
3． 2 探寻核桃林的经济、生态双效应经营模式

经济水平低下是生态环境退化的原因之一，贫

困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体现得更为直接和具体，

这因为贫困人口维持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必须直接

依赖周围的生态环境。对于不发达的地区，发展应

当是第一位的。通过纵向的历史考察可以认定，在

贫困和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贫困是问题的主要方

面，否则，很有可能陷入到贫困 － 人口 － 环境的怪圈

中，要冲出这样的怪圈，必须从治理贫困着手。
环境不可能在贫困的条件下得到改善，虽然经

济林在生态防护功能方面存在固有缺陷，但它在推

动山区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明

确、处理好退耕还林区种植核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应的关系，采取经济、生态双效应经营模式

无疑给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和提高山区人民收入带来

新的契机和希望
［16］。在核桃双效应经营模式中，应

紧密结合国家实施的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生态

林业工程项目，灵活、科学、合理地理解和实施退耕

还林区营造生态林与经济林面积规定为 8: 2 的关

系。从核桃发展的规划设计，种苗供应，到整地栽

植、经营管护，都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技术标准执行，

并实行监理制，对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
［17］。此外，

加强在混农林业、生草栽培、灌木护埂、自然集水、肥
料穴施、疏枝定果等丰产防护栽培技术的有机结合

研究，探索适用于山地核桃经济与生态效益兼顾的

增效技术，以求实现核桃林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的最佳体现。
3． 3 提高技术含量，开展核桃集约栽培

提高核桃产量和质量，促进经济发展，必须依靠

科技，开展核桃集约栽培，真正让核桃产业走上科技

之路。当前小金县发展核桃产业最需解决嫁接繁殖

技术，改造核桃实生低生产林，加强核桃的抚育管

理，特别是树体管理，病虫害防治，冻害防治等。
3． 3． 1 嫁接繁殖技术

核桃实生繁殖在自由授粉情况下，子代变异较

大，个体往往出现表型上的一定差异
［18］，表现为良

莠不齐，且结果迟，已经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目

前，选择优良品种进行嫁接是核桃幼树实现丰产优

质的关键技术措施
［19］，对低产树进行嫁接繁殖也是

实现良种化、早果丰产的主要手段
［20］。但在川西部

高海拔地区，核桃嫁接很难成活，目前仍没有从根本

上改变实生栽培的现状，如何实现该地区核桃生产

的品种化栽培，提高产量和品质，是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
［21］。
付达荣等对川西高海拔地区核桃良种繁育技术

进行深入研究，指出核桃插皮舌接是目前成活率最

高的嫁接方法，影响该地核桃嫁接成活的关键因素

是掌握好时期，其次是接穗质量
［22］。嫁接时期主要

通过温度、湿度、伤流等因子影响其成活率，在川西

高海拔地区，同一地区，不同的海拔高度，其嫁接时

期差异较大，但通常立春以后嫁接较适宜。接穗质

量则通过本身的生理机能、细胞分裂能力影响其嫁

接成活率，接穗主要选择 1 年生营养枝( 长度 1 m 以

上) 的中下部，直径 1. 3 cm ～ 1. 6 cm，髓心要求小，

整体表现为穗条充实，芽体饱满，

这才能保证嫁接成活率高
［23］。嫁接时，要求动

作快速而准确，在削面未变褐黄前完成，绑扎要求

紧、匀、严。嫁接完成后，及时蘸根移栽，移栽后及时

铺设地膜，并注意在根茎部培土，提高成活率，并作

好接后苗期管理。任一环节达不到要求，成活率都

会很低。
3． 3． 2 树体管理

核桃树体的修剪，尤其是低产核桃树的合理整

枝修剪，是促进核桃增产的关键对策之一
［24］。核

桃的适宜修剪期为秋季采果后至落叶前和春季开始

萌动后，尤其是核桃结果大树以果实采收后至叶片

变黄以前带叶修剪最好，此时修剪无伤流发生，但长

势旺的幼龄树，应在春季带叶修剪
［25］。树形以主干

疏层形或主枝自然开心形为宜，整形一般要求在 5 a
～ 7 a 内基本完成。

不同年龄树体修剪，目的不同。对幼树及初结

果树修剪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各级骨干枝，使其尽快

形成良好的丰产骨架
［26］，尤其是幼树应及时进行修

剪，否则易出现早衰现象
［27］; 对盛果期树修剪的主

要目的是及时调整平衡树势，调节生长与结果的矛

盾，延长盛果期年限; 对衰老树修剪的目的是用徒长

枝、新发枝更新复壮树冠。而多年未修剪的放任树

修剪时，应遵循“因树修剪、随枝做形、有形不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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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不乱”的原则。
3． 3． 3 病虫害防治

小金县核桃的主要病虫害有核桃果象、核桃腐

烂病、核桃细菌性黑斑病、核桃举肢蛾、云斑天牛等。
核桃病虫害直接影响核桃的产量和质量，在防治过

程中，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运

用上应加强栽培管理，提高树体抗病重害能力，多采

用农业技术措施和人工、物理方法相结合防治，在进

行化学防治时，一定要根据不同病虫害的生物学特

性发病规律，选择适当药剂种类、浓度、使用时间和

方法。姬生锋
［28］

多年来对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进

行了研究，提出冬季和初春防治应以综合防治为主，

将害虫控制在发生为害之前; 夏季以化学药剂防治

为主，人工防治为辅，直接控制当年为害，减少后期

和来年病虫来源; 秋季以人工防治为主，压低越冬病

虫来源，减少来年发生量。
3． 4 保护与改良核桃种质资源

核桃种质资源是新品种选育和可持续发展的物

质基础
［29］。我国是世界上核桃属遗传多样性最为

丰富的国家之一，其中蕴藏众多优良基因源，如抗

病、抗虫、抗逆、高产、优质等
［30］。丰富的基因资源

不仅是一笔巨大财富和潜在优势，也是这个产业持

续发展的基础和源泉。自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我国

就开始 重 视 核 桃 重 要 遗 传 资 源 的 收 集 和 保 存 工

作
［31］，开展了核桃选优协作和良种培育攻关，为我

国核桃良种化打下较好的基础
［32］。

本次调查源于“四川核桃种质资源的选择与利

用”。其中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发掘核桃 HST 类似品

种。因此，小金县应充分利用本地区核桃种质资源

丰富的优势，积极深入调查、广泛收集整理当地核桃

资源，研究种内遗传变异的大小及其与环境条件的

关系，丰富和发展应用性种质资源库; 同时利用现代

生物技术，对核桃种质资源进行研究，发掘新的优异

基因源，探索优异性状的遗传变异规律，为核桃遗传

改良和高效育种提供优异基因和重要的遗传背景信

息，为开发、研究创造打下良好基础
［33，34］。这为产

业区域、品种布局提供重要科学的决策依据。
生物技术在核桃品种的鉴定和保存方面已得到

应用，显示出广阔的前景，在育种改良研究中能够有

效避免核桃常规育种的不足。利用组培技术繁育苗

木不仅能够大大提高繁殖系数，而且可以获得遗传

上高 度 一 致，具 有 良 好 表 现 型 的 无 病 毒 苗 木 群

体
［35］，为核桃的快速繁殖和组织、细胞水平上的遗

传改良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随着科学的发展和

研究的深人，核桃生物技术所涉及到的许多生理生

化及遗传机理问题也必将逐步得以解决。利用转基

因技术和核桃的组织培养相结合，既可获得核桃的

优良品系又能快速、大量繁育苗木，对促进核桃栽培

业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6］。生物技术必将给

核桃产业化的发展带来更加美好前景。
3． 5 重视政府引导、大力促进科技推广

从根本上消除阻碍核桃产业发展的思想观念和

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结合实际，稳定山林权属，积

极促进政府引导和科技推广，从而逐步增加产量和

提高效益，带动经济增长，为此要注意以下几点:

( 1) 在核桃发展过程中要把握关键，按规律办

事，充分利用退耕还林优惠政策，采取有力措施，不

断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让农民多得实惠、
多得利益。

( 2) 大力促进技术推广，组织技术人员上山下

乡，普及先进的核桃种植技术，综合应用整型修剪、
疏花疏果、合理负载、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病虫防治

等技术，依靠科技进步，结合生态环境的改善，走生

态型、效益型的林果发展的道路。
( 3) 倡导地方与农科单位、高等院校等单位建

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携手开发和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通过资金、土地、技术等整合达到优化配置的

目的。
( 4) 注重人才在核桃产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

用，给予其适宜的发展空间，有效地组织核桃生产建

设，让人才资本转换成生产力，实现育种、繁育、栽培

和开发一体化，并扶持一部分核桃种植大户，起带头

示范作用。

4 结语

核桃生产是当前小金县生态环境建设和农林业

在新世纪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产业，应本着“突出地

方特色、发挥地势，改善生态环境”的方针，实现小

金县核桃高产、优质、高效的发展，为山区找到一条

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此

必须重视以下四方面工作:

第一、结合山区“退耕还林”与“惠民行动”的实

施，充分利用山区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以本地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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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为基础，进行产业化基地的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探寻核桃经济、生态双效应经营模式。
第二、进一步加强高产、丰产的栽培技术研究，

形成组装配套的丰产优质的栽培技术体系。当前小

金县发展核桃应着力解决嫁接繁殖技术，改造核桃

实生低生产林，加强树体管理，病虫害防治，冻害防

治。
第三、保护与改良核桃品种资源，通过本次小金

县核桃资源普查、优树初选、核桃早实特性调查及其

后续工作，结合核桃 HST 研究成果和其他成果，尽

快筛选出适合本地栽培的优良品种，推广应用改良

种; 注重“微观的”、“定量的”深层次的内部机理研

究; 加强遗传基础的研究，进行遗传改良。
第四、政府重视引导，大力促进科技推广，稳定

山林权属，充分协调当地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眼前

利益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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