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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县引种云南核桃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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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中县 2010 年从云南省引进了 5 个核桃品种: 漾杂核桃、云新核桃、三台核桃、大泡核桃和美国山核桃。通

过对核桃引种栽培的研究，筛选出适宜资中本地栽植的漾杂、云新、三台等品种，并总结提出了核桃引种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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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中县地里位置、主要气候特征及核桃的

发展现状

1． 1 地里位置、主要气候特征

资中县地处四川盆地“腹心”，位于成都东南

部，沱江中段，地里坐标东经 104°27' ～ 105°07'，北

纬 29°34' ～ 30°02'，海拔 30 m ～ 420 m 之间，属亚热

带湿润季风气候。其特点是: 四季分明，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春早、夏长、秋冬季短，夏无酷热，冬无严

寒，无霜期长。县城年均降雨量 837 mm，年均气温

17. 8℃，年均风速 2 m·s － 1，主导风走向西北风，适

合核桃的推广种植。
1． 2 核桃的发展现状

核桃在资中县栽培种植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核

桃种植的分布范围较大，几乎各乡镇均有栽植，大多

数核桃树产生了品质退化，结果晚，产量低，大小年

现象严重。长期以来资中核桃均以实生播种和多渠

道采种繁育为主，现存核桃品种混杂，优质种源退

化，中间差异大，造成经济效益低，市场竞争力弱。
因此引进适合资中本地栽植的核桃品种，增加核桃

经济效益，提高核桃市场竞争力，成为资中县核桃生

产急需解决的问题。

2 引种栽培

2． 1 引进品种的特性

2． 1． 1 云新核桃

“云新”是一个仁饱满、黄白色、味香甜、无涩味

的品种，由方文亮、陈振邦等于 1979 年种间杂交育

成，1900 年定为优系。该品种具早实性，坚果扁圆

球形，壳面刻点大而浅，缝合线中上部略隆起，紧密;

单果重 9. 2 g ～ 13. 5 g，仁重 5. 6 g ～ 7. 0 g; 壳厚约

1. 0 mm; 内隔和内褶薄或退化，纸质; 可取整仁，出

仁率 52% ～61%，白露节令，果实成熟。
2． 1． 2 漾杂核桃

“漾杂”是一个仁饱满、黄白色、味香的品种，20
世纪 80 年代初培育而成，2000 年定为优系。该品

种树势强壮，内膛充实，树冠紧凑，为中长果型，坚果

扁圆球形，基部较平，顶部渐尖，尖端钝尖或锐尖; 壳

面麻点多，有大有小; 缝合线有宽有窄，单果重 12. 2
g ～ 13. 5 g，仁重 6. 1 g ～ 7. 0 g; 壳厚约 1. 2 mm; 內隔

和内褶退化，纸质; 取仁容易，可取半仁或整仁，出仁

率 50. 00% ～56. 56%，秋分节令，果实成熟。
2． 1． 3 大泡核桃(又名绵核桃、茶核桃、麻子)

“大泡”是一个仁饱满、味香、黄白色、丰产性

好、适应性强的品种，1979 年在全国核桃科技协作

会上被评为全国优良品种之一。该品种树势强，高

达 30 m，树冠呈半圆球形，中果枝率达 94%，果枝为

中短枝型; 坚果扁圆球形，顶端突尖; 壳面麻点多，且

较深大; 缝合线较隆起，紧密; 单果重 8. 0 g ～ 17. 1
g，仁重 6. 0 g ～ 9. 4 g; 壳厚 0. 4 mm ～ 0. 9 m; 内隔壁

和内褶壁退化，纸质，取仁容易，可取整仁，出仁率

50% ～76%，白露节令，果实成熟。
2． 1． 4 三台核桃( 又名长果)

“三台”是一个仁不够饱满，黄白色，风味佳的

品种，1979 年在全国核桃科技协作会上被评为全国

优良品种之一。该品种树势强，高达 30 m，树冠呈

半圆球形，结果枝呈中长型; 坚果卵圆形，顶部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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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壳面麻点较多，但较浅，缝合线较隆起，紧密; 单

果重 7. 2 g ～ 11. 6 g，仁重 5. 0 g ～ 6. 8 g; 壳厚 0. 5
mm ～0. 8 mm; 内隔壁纸质，内褶壁退化，取仁极易，

可取整仁，出仁率 51% ～ 65%，白露节令，果实成

熟。
2． 1． 5 美国山核桃( 又名薄壳山核桃、长山核桃)

美国山核桃是一个核仁可食，味美榨油供食用，

材质坚韧，可作军工用材的品种。桃树干端直，树冠

近广卵形，根系发达，耐水湿，可孤植、丛植于湖畔、
草坪等，宜作庭荫树，行道树，亦适于河流沿岸及平

原地区绿化造林，为很好的城乡绿化树种和果材兼

用树种，种仁含油量达 70%以上。
2． 2 引种表现

引种表现见表 1。

表 1 引种表现分析表

时间
( 年) 引种地点 栽培地点 引进品种类型 引进数 成活数

引种成活率
( % )

次年平均株高
( cm)

次年平均侧枝
长度( cm)

次年平均
单株挂果数

2010 云南 新塘房 漾杂核桃 508 359 70 130 11 1
2010 云南 新塘房 云新核桃 288 253 87 160 92 5
2010 云南 新塘房 三台核桃 196 159 84 140 79 0
2010 云南 新塘房 大泡核桃 188 165 83 152 71 0
2010 云南 新塘房 美国山核桃 93 52 45 30 0 0

2011 年，漾杂开始挂果，挂果株率为 3. 1%，单

株挂果树 1 个 ～ 2 个; 云新开始挂果，挂果株率为

18. 5%，单株挂果树 1 个 ～ 13 个。株高在 21 cm ～
258 cm 之间，侧枝长度在 0 ～ 180 cm 之间，径粗在

0. 7 cm ～ 4. 4 cm 之间。生长势和适应性最好的是

大泡核桃和云新核桃，三台核桃和漾杂核桃次之，美

国山核桃最差。由此可见，漾杂核桃、云新核桃、三
台核桃和大泡核桃适合在资中栽植，而美国山核桃

则不适合。
2． 3 影响核桃引种因子

由于品种、适应性等多方面的原因，引进的 5 个

品种表现各异。美国山核桃对资中本地气候不适

应，长势弱，2011 年，植株生长缓慢。引种失败的主

要原因: 一是不能安全越冬，过冬后的幼树枝条自上

而下干枯，俗称“抽条”。抽条严重的植株上部分全

部枯死。二是适应性差。引种时一定要注意引进适

应性较强的优良品种。
2． 4 栽培技术

2． 4． 1 建园要点

遵循适地适树和品种区域化的原则，搞好园地

的选择、规划设计、苗木的定植和栽后的管理。丰产

核桃园需具备条件: 适宜气候，合适地形地势，保水、
透气良好的土壤，排灌方便，无环境污染等。
2． 4． 2 苗木选择

种苗要选择粗壮而直，上下均匀，无冻害风干，

充分木质化，色泽正常，根系发达，主根较短，嫁接口

处愈合良好，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有较多侧根和须

根的健壮苗。

2． 4． 3 栽植时间

栽植核桃的时间以冬末为好，一般在立春节令

以前。本试验栽植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2． 4． 4 栽植方式

苗木的栽植方式一般要根据山势及地形而定，

凡山势平缓，坡度不大的，可以按长方形栽植; 如果

坡度大台面窄，则以三角形为宜。选择一块好地，选

用一株合格的优质核桃嫁接苗，挖一个长宽各 80
cm，深 60 cm 以上的定植塘，施入一担农家肥，浇一

桶定根水，覆盖一块薄膜，有条件可设一个防护笼。
2． 4． 5 栽植技术

栽植技术可概括为“摆正，方向，直立，埋土，轻

提，踩实，做盘，浇水，盖膜”。
栽植时将苗木放于准备好的塘中央，前后左右

对正; 苗木定在苗木移栽前的方向上; 扶直苗木，让

根系向四周展开; 以拌合过肥料的营养土覆盖; 根系

全部埋完后，将苗木轻轻提动一下，使根系舒展并与

细土紧密结合，然后逐渐填土; 填土过程中，边填边

踩，填一层土踩一遍，直至土填到高于地表 5 cm ～
10 cm 为止，以所填的土再回落后，嫁接口必须高于

原地面为准; 在塘周围筑一环形的土埂，最上面覆盖

一层厚度约 3 cm 的细生土; 浇足定根水，每株 50 kg
～80 kg; 每株覆盖一块 1 m ×1 m 的农用地膜，膜中

心剪成直径 6 cm 左右得小孔，膜四周需埋入地面表

土以下。
2． 4． 6 栽后管理

2． 4． 6． 1 灌水

在定植时已浇足定根水并用地膜覆盖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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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定植后的几个月内可不必浇水，但如果发现有

旱情的定植塘时，要及时浇水保苗。对未盖地膜，或

盖了后损害的，要及时检查，发现有旱情应及时浇

水。
2． 4． 6． 2 防人蓄危害

人蓄活动影响大的地方要在苗木周围立防护笼

或篱笆，以防损害。
2． 4． 6． 3 追肥

夏季追肥 1 次 ～ 2 次，每株平均施肥量( 有效成

分) 氮 50 g、磷 20 g、钾 20 g，采用穴状或圆盘状施肥

法，让肥料靠近根部，或者在根部浇 1 次 ～ 2 次清粪

水。
2． 4． 6． 4 除草

在核桃园喷洒化学除草剂，使用百草枯、杂草

油、果尔、草甘膦等。1 a 喷洒两次，5 月 ～ 6 月份 1
次，消灭杂草，保障核桃树正常生长; 8 月 ～ 9 月份 1
次，清除杂草，保护核桃树正常生长，便于果实采收。
每年进行两次人工除草，保证核桃树正常得水分和

养分供应。
2． 4． 6． 5 间作

为提高幼龄核桃园的经济效益，实行间作，以薯

类、豆科、禾谷类等低秆作物为主。
2． 4． 6． 6 病虫防治

主要虫害有: 核桃扁叶甲淡足亚种、核桃豹蠹

蛾、核桃缀叶螟、绿尾大蚕蛾、大蓑蛾、白囊蓑蛾、黄
刺蛾、樟蚕、草履蚧、云斑天牛、核桃棕色金龟子等。

主要病害有: 苗木菌核性根腐病、核桃干腐病、
核桃枯梢病、核桃丛枝病、核桃细菌性黑斑病、核桃

炭疽病、核桃膏药病、核桃桑寄生、卵叶槲寄生、缺素

症等。
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防治方针，

以改善核桃园生态环境条件和加强栽培管理为基

础，提高树体抗病虫的能力。采用农业技术措施和

人工、物理方法相结合的措施，进行综合防治。综合

防治措施如下:

( 1) 在冬季剪除病虫枯枝，集中烧毁，消除病

原。用 3 度 ～ 5 度石硫合剂喷雾植株。
( 2) 定时排除定植塘的积水，防根腐病发生。
( 3) 人工捕捉成虫和虫卵。
( 4) 在苗木栽植前用根癌宁生物农药 30 倍液

进行根系消毒 5 分钟，防止根癌病发生。
( 5) 释放天敌抑制害虫。

( 6) 用 40 ℅的乐果乳液 600 倍 ～ 800 倍液防治

核桃扁叶甲淡足亚种。用 20% 的西维因可湿性粉

剂 500 倍 ～ 800 倍液核桃缀叶螟。用 80% 敌敌畏

1 000倍 ～ 2 000倍液防治绿尾大蚕蛾。
( 7) 树干涂白，防治干腐病。涂白剂配方: 生石

灰 15 份，食盐 6 份，植物油 0. 3 份，豆面 0． 3 份，硫

磺粉 0. 8 份，水 60 份。
2． 4． 6． 7 定干

按整形修剪的要求定干，一般定干高度较高，以

便实行林粮( 经) 间作。
2． 4． 6． 8 其他管理措施

核桃栽后管理还应配合其它管理措施: 幼树管

理，在树干周围培土或套直径为 20 cm ～40 cm 的塑

料带装湿土越冬; 疏除雄花，保证主栽品种授粉有足

够花粉的前提下，除去正待发育的雄花，以雄花芽未

萌动前进行，有利于提高核桃产量; 疏除幼果，在生

理落果以后( 盛花后 20 d ～ 30 d) ，约在核桃幼果直

径长至 1 cm ～1. 5 cm 时，疏除多余幼果; 环剥技术，

在 4 月中下旬对 3 a ～ 8 a 生幼树进行环剥( 在主枝

适当部位剥去 1. 5 cm ～2. 0 cm 宽 1 圈皮) 处理能促

进结实。

3 资中县核桃产业所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3． 1 存在问题

品种混杂，良莠不齐。已建成的核桃果园中，既

有晚实品种，又有早实品种，嫁接苗和实生苗混杂，

补栽的植株树体小，株间差异大，园貌不整齐。
技术普及不够，示范园少。在核桃生产中，样板

示范园少，品种搭配、栽植密度、整形修剪、土肥水管

理、病虫害防治、时期采收等技术应用普及不够，缺

乏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和种植技能培训，加之良种化

和产业化经营意识不强，导致核桃不利集中管理，土

肥管理、植物生长调节剂调节、嫁接等栽培技术的推

广往往与实际脱节。
群众认识不够，管理粗放。大部分群众认为核

桃树是结果晚和产量低的树种。资中县不少核桃产

区的栽培管理工作粗放经营，实生繁殖占较大的比

例，而核桃树是异花授粉树种，实生后代变异复杂多

样，个体间差异极大，因此采用实生苗建立的核桃林

普遍存在劣质低产问题，造成有树无果或少果现状，

这种非品种化栽培是造成资中县核桃低产和品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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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同时种植点多在田边地角较分散，放任生

产，重栽轻管问题突出。
果实商品化处理落后。由于品种混乱、管理粗

放、成熟期不整齐，采收、脱皮、晾晒、贮藏等仍采用

传统方法，果实商品率不高。
3． 2 核桃产业发展建议

建立资中县品种园和采穗圃基地，充分保证品

种的纯正和就近供应良种穗条，减少运输等中间环

节，掌握核桃嫁接育苗技术，提高嫁接成活率。
培育良种壮苗，建立标准化果园。选择具有育

苗经验的农户与大型苗圃合作育苗，实行“育苗资

格证”、“良种证”和“苗木合格证”三证管理，确保苗

木质量，逐步实现核桃品种良种化。科学规划，在专

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规范整地、选择良种壮苗、建
立标准化果园，为丰产优质打下坚实基础。

强化果农意识，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大宣传，

增强果农意识，加强技术培训，开展全方位服务。以

科技带动核桃产业的发展，建立健全科技培训机构;

加大科技推广力度，使广大农民掌握核桃种植技术，

改变核桃种植中的自生自灭、粗放管理的传统理念。
重点管理好示范样板果园，真正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积极开展技术研究，解决技术难题。有关部门

开展核桃引种栽培、嫁接育苗等方面的技术研究，解

决生产栽植密度、病虫害防治、低温晚霜冻害、林粮

间作、采后处理和嫁接育苗等环节中出现的技术难

题，为核桃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使核桃引

种栽培及嫁接育苗与退耕还林工程和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相结合。引进优良品种，提高生产率，利用现有

的生产设备及加工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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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分析、损失评估、三维模型等功能也是今后研究

发展的重点，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针对特定重点林区

的构建，各地区，各林区管理上较为分散，研究成果

没有统一共享。目前我国也没有大规模的全国性的

森林防火管理系统，随着 GIS 技术的提高和遥感影

像的精度提高，必将大大促进 GIS 技术在森林防火

管理中的应用，如何实现高效的，准确的，大规模，大

范围，实时的动态监测将成为今后 GIS 相关技术的

发展和应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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