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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地区青花椒栽培技术研究初报

杨小兰１，张　菱２

（１．广安市前锋区国有林场，四川 广安　６３８０００；２．广安市岳池县林业局，四川 岳池　６３８３００）

摘　要：青花椒作为我国重要的调味品之一，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本文对广安地区不同修枝整形方式、
结果枝数量调控和栽培模式的青花椒树进行对比试验，结果表明：以采代剪方式比传统方式培育的６ａ生青花椒鲜
果产量高出３３％；采摘效率提高５０％；单株结果枝数量调控于５０～７０枝，结果枝长度８０ｃｍ～１００ｃｍ，有利于提高
产量；不同林农复合模式中，青花椒＋红薯栽培模式的花椒树保存率最高，青花椒 ＋自然草次之，青花椒纯林保存
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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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ａｒｍａｔｕｍ）为芸香科（Ｒｕｔａ
ｃｅａｅ）花椒属（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植物，果实具有清香浓
郁，麻味绵长的特点，是著名的香料、油料树种［１］。

花椒作为传统的调味品［２］，在各类菜肴尤其是川菜

中广泛使用，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此外，花椒在

工业上的需求量也逐年递增，可用于医药、保健、日

化原料和生物杀虫剂等产品的开发，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和巨大的产业发展潜力。近年以来，四川省

花椒种植面积逐年稳步上升，已形成四川金阳、茂

汶、洪雅、蓬溪、汉源、广安等规模较大的花椒产业基

地。由于不同培育技术对青花椒产量的影响较大，

本文通过对青花椒不同栽培和管理方式进行研究，

旨在为青花椒丰产技术提供指导和依据，也为四川

青花椒的产业化发展奠定一定的技术基础。

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基地位于广安市岳池县粽粑乡，属于典型

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１６９℃，最高气温



３９５℃，最低气温－３８℃；７月平均气温３３℃，１月
平均气温３℃；大于１０℃以上的年积温５６００℃；无
霜期３１６ｄ；年降雨量１２００ｍｍ；多集中在５月 ～１０
月份。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不同修枝整形方式

在坡地采用２ｍ×３ｍ的株行距栽植青花椒，采
用２种不同修枝整形方式进行青花椒树形培育，即
以采代剪和传统方式，每个处理方式设置３个小区，
每个小区为３０株青花椒。

以采代剪：造林当年，在青花椒小苗主干距离地

面４０ｃｍ～５０ｃｍ处进行短截，开始定干，促发侧枝，
保留３～５条健壮、且不同方向的主分枝。结果树的
采摘和修剪同时进行，每年６月上旬到７月上旬，从
结果枝条基部８ｃｍ～１０ｃｍ剪断枝条，下部作为基
枝，上部果枝摘取果穗。基枝能促发大量强壮的早

秋梢，即下一年的结果枝，为丰产高产打下基础。

传统方式：以农村的传统方式进行培育，从青花

椒苗开始，任其自然生长，不进行修枝整形，每年果

实采摘时直接从果枝上摘下果穗。

记录以采代剪和传统方式中６ａ生青花椒树的
产量、采摘效率。

１．２．２　结果枝数量调控
对以采代剪修枝整形方式的６ａ生青花椒树的

留枝数量进行对比研究，设置３个处理，每个保留结
果枝条数量分别为 ３０～５０枝、５０～７０枝、７０～９０
枝。每个处理设置３个小区，每个小区为３０株，记
录青花椒树产量。

１．２．３　不同林农复合模式
在坡地采用２ｍ×３ｍ的株行距栽植青花椒，采

用青花椒纯林、青花椒＋自然草、青花椒＋红薯林农
复合３种模式进行对比实验，记录６ａ生林地的青
花椒保存率。每种模式设置３个小区，每个小区为
面积为００７６ｈｍ２，记录青花椒树保存率。
１．３　数据分析

利用数据处理工具 ｅｘｃｅｌ和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并用 Ｏｒｉｇｉｎ８０软件进行图形
绘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修枝整形方式
图１为不同修枝整形方式下单株青花椒鲜果产

量和采摘效率。６ａ生青花椒树在以剪代采技术的

培育条件下，单株鲜果平均产量为９２ｋｇ，较传统方
式提高了３３％。在以剪代采技术的培育条件下，１
个成年人平均采摘效率为４８ｋｇ·ｄ－１，较传统修枝
整形方式提高了５０％，提高了采摘效益，可有效地
节约劳动力成本。

图１　不同修枝整形方式下青花椒产量和采摘效率

２．２　结果枝数量调控
图２为青花椒结果枝数量对单株鲜果产量的影

响。６ａ生青花椒结果树枝条数量调控在５０～７０枝
最有效，平均单株鲜果产量可达９５ｋｇ；３０～５０枝
次之，平均单株鲜果产量可达７３ｋｇ；７０～９０枝最
差，平均单株鲜果产量为５６ｋｇ。在生产中，合理调
控枝条数量，有利于促进枝条和叶片的光合作用、通

风透气和水肥吸收，单株挂果量大。青花椒树枝条

太密，内膛光照不良［３］，则会导致大量枝条不挂果、

单枝挂果数量少、果串数量降低、花椒颗粒小等现

象。

图２　结果枝数量对单株产量的影响

２．３　结果枝长度
图３为青花椒结果枝长度对单株鲜果产量的影

响。青花椒结果树枝条长度调控在８０ｃｍ～１００ｃｍ
最有效，平均单株鲜果产量可达９３ｋｇ；６０ｃｍ～８０
ｃｍ次之，平均单株鲜果产量可达８１ｋｇ；１００ｃｍ～
１２０ｃｍ最差，平均单株鲜果产量为７３ｋｇ。结果枝
条长度为８０ｃｍ～１００ｃｍ最优，枝条粗壮，单枝挂果
量好且果粒较大；虽然６０ｃｍ～８０ｃｍ枝条较粗壮，
但挂果量仍少于８０ｃｍ～１００ｃｍ；１００ｃｍ～１２０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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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枝条较纤细，不利于挂果，单枝挂果数量较少。

图３　青花椒结果枝长度对单株产量的影响

２．４　不同林农复合模式
图４为不同林农复合模式对青花椒保存率的影

响。６ａ生青花椒林地，以纯林的保存率最低，仅为
６５％；而青花椒＋自然草的保存率较高，为８２％；青
花椒＋红薯的保存率最高，为９６％。青花椒每年死
亡率较高的季节主要集中在夏季，由于青花椒造林

一般采用土层厚度为３０ｃｍ～６０ｃｍ之间的丘陵山
地，土层较瘠薄，林下植物稀少而青花椒纯林的土壤

直接露在地表，保水能力较差，在降雨量大的季节，

雨水直接冲刷土壤流失严重，保留在土壤的水分较

少，且夏季太阳光照直接蒸发土壤水分，该栽培模式

难以抵抗夏季干旱；而青花椒 ＋自然草中具有大量
的野草，草叶和草根可以降低雨水对土壤的直接冲

刷，根系与土壤间的空隙可有效地贮存大量的水分，

有效地抵抗夏季干旱；青花椒＋红薯的栽培模式中，
红薯叶片繁茂，可有效降低雨水冲刷，降低土壤水分

的直接蒸发，有利于土壤的贮水和保水，在夏季增加

了青花椒林地的土壤含水率，提高了青花椒的保存

率。

图４　不同林农复合模式对青花椒保存率的影响

３　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得出６ａ生青花椒林地中，以采代剪

方式下的鲜果产量和采摘效率均高于传统方式，这

与杨建雷等［４］的结论相一致，传统方式培育的青花

椒树的枝条多呈现杂乱生长，主侧枝混乱，弱枝病枝

与健壮枝共存，不利于树体的通风透气和果实采摘；

以采代剪方式每年更新结果枝，枝条整齐健壮，分布

均匀，有利于树体通风透气和合理利用光照，有效地

提高了果实产量和采摘效率［５］。

６ａ生青花椒单株结果枝数量调控在 ５０～７０
枝，枝条长度调控在８０ｃｍ～１００ｃｍ，可有效地提高
果实产量。树体养分有限，结果枝数量过多或枝条

过长，会导致枝条粗度过于纤细，花椒单穗粒数较少

或颗粒变小，不利于提高花椒的质量和产量；而结果

枝数量过少，虽然枝条粗度和花椒颗粒大小有一定

的提高，但全株产量较低。因此，合理地调控枝条数

量，有利于提高青花椒果实的质量和产量，使其经济

效益最大化。

不同林农复合模式中，青花椒＋红薯、青花椒＋
自然草栽培模式的树木保存率均高于青花椒纯林。

据调查青花椒树的死亡主要集中在８月，由于夏季
持续的高温天气，坡地土层较薄，不利于保水。青花

椒纯林模式中，土壤直接暴露在外，土壤的贮水和保

水能力均较差，难以经受夏季持续的高温；青花椒＋
红薯、青花椒＋自然草模式中，草本根系有利于改善
土壤的孔隙组成［６］，增强土壤的保水能力，叶片有

利于降低土壤水分的蒸发和调节土壤温度。秦树高

等［７］的研究也表明，在干旱季节林草复合模式中草

本可以增加空气湿度、减小土壤和空气温度的变化

幅度，调节林地微气候，对林木起到一定的保护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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