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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茂县核桃资源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茂县核桃栽培发展存在的系列问题，并
提出了茂县核桃栽培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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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古称胡桃或羌桃，属胡桃
科（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胡桃属（Ｊｕｇｌａｎｓ）植物，是世界四
大干果之一，栽培历史悠久（见文献［１，２］）。核桃
仁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具有温肺润肠、润燥化痰、补

气养血、健脑益智等功效，是一种集脂肪、蛋白质、糖

类、纤维素、维生素等五大营养元素于一体的优良干

果类食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

提高，核桃核仁、果（青）皮、种壳、枝条、花序、花粉

的药用价值和开发利用技术均取得新的进展，显现

出了核桃开发利用（见文献［３～８］）的广阔前景。
经过实地调查，简要地对四川省茂县核桃资源

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茂县核桃栽培发展存在的系

列问题，并提出了茂县核桃栽培发展的建议。

茂县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南

北宽 ９４８ｋｍ，东 西 长 １１６５ｋｍ，幅 员 面 积
４０６４３３ｋｍ２。高山耸峙、峰峦叠嶂、河谷深邃、悬

崖壁立，北有岷山、南有龙门山、西有邛崃山诸山脉，

有“峭峰插汉多阴谷”之称。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山脉海拔多在 ４０００ｍ左右。西部最高峰万年雪峰
海拔 ５２３０ｍ，东部土门河下游谷底海拔８９０ｍ为
境内最低点。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分析茂县核桃的资源情况，

第二部分指出茂县核桃栽培目前存在的问题，第三

部分提出关于茂县核桃未来发展的建议。

１　资源情况

１．１　茂县核桃的历史及资源现状
根据《茂县志》相关资料，茂县在上世纪５０年

代以前无大规模栽培核桃的历史，老百姓多以四旁

栽植核桃为主，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自然灾害期间，
茂县老百姓有依靠核桃充饥和将核桃榨油的历史，



表明当时地方品种产量较大，通过走访调查，当时的

老品种总面积在 １３３３ｈｍ２，总产量在２万 ｔ左右。
本世纪初，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茂县以发展生态

林为目的栽培６６６６７ｈｍ２核桃，该部分核桃品种主
要为铁核桃，经过１０多年生长大部分没有挂果，挂
果部分由于核桃壳厚度较厚不能食用，虽然没有发

挥经济价值，但该部分核桃发挥了显著的生态价值。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后，通过灾后重建项目和退耕还林
后续产业相关项目，茂县陆续栽植核桃近６００ｈｍ２，
高接换优核桃１３３ｈｍ２。２０１６年，通过对走村入户
调查，摸清了茂县核桃资源现状和存在的众多问题，

为下一步规范茂县核桃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田间调查，全县核桃资源总量有 １３３４
ｈｍ２，全县核桃产量 １０００ｔ左右。其中核桃超过５ａ
的挂果大树有 ｄ８００７２ｆ株，折合面积２６６ｈｍ２；未挂
果５ａ以内核桃幼树林 １０７４ｈｍ２。核桃结果树在
全县５个片中中分布不均，以土门片区和凤仪片区
相对较多，分别为 ２０８６０株和 ２５２０６株，土门片区
为涪江水系上游，雨水相对较多，年降雨量超过

２０００ｍｍ，年日照时数在 １０００ｈ左右，海拔在
１０００ｍ到１８００ｍ都有核桃分布；凤仪片区为岷江
流域上游，海拔 １５００ｍ到 ２０００ｍ均有核桃栽培
分布，以河谷分布相对集中，阳光充足，年日照时间

超过 ２０００ｈ以上，雨水较少，年降雨量仅为４００多
ｍｍ，该区优质核桃单株较多，核桃风味较好。
１．２　茂县核桃的特色

通过对茂县全境进行核桃资源调查，凤仪片区

的南新镇分布的“乌米子”核桃在茂县享有盛名，现

在由于地震影响、品种老化等因素，原有大树多数已

死亡，现存“乌米子”核桃已为数不多，通过调查，该

区域现存“乌米子”核桃仅５００株左右，该品种风味
香，油脂含量重，深受市场认可。茂县分布较多的主

要为引进品种，通过近年栽培相关资料，品种以香

玲、辽核、元丰、新疆核桃、米核桃、云南大泡核桃等

为主，多为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后引种发展，现存新栽
植面积 １０６７ｈｍ２全为新引进品种，挂果性状不好，
存在露仁，坚果大小不均匀，大小年现象，冬季冻害

等情况。在土门片区有２７ｈｍ２集中栽植区品种问
题尤为明显。

茂县本地核桃与引进品种比较，引进品种优于

本地品种的特点：外观光滑、取仁易、壳薄（部分露

仁）、大小均一；本地品种优于现有引进品种的特

点：味香，油脂含量高、抗性强、适应性强、海拔分布

更高。

１．３　茂县核桃分布区划
茂县地处青藏高原向川西平原过渡地带，气候

具有干燥多风，冬冷夏凉、昼夜温差大、地区差异大

的特点，区域全年平均降雨量４００ｍｍ左右、蒸发量
１３３２ｍｍ，为降雨量的２７倍，年均相对湿度６５％
～７２％，属典型的干旱河谷地带，焚风效应明显。在
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下，茂县核桃分布主要分成３
个区类，第一区类为最佳实生区，海拔 １５００ｍ～
１８００ｍ左右，该区域是沿岷江主流河道沿岸及支
流沿岸分布带，该分布带核桃占茂县核桃分布的绝

大部分资源；第二区类为较实生区，海拔 １８００ｍ～
２２００ｍ左右，该区是河谷以上半山平地分布带，该
分布带多为区域小气候导致，如茂县雅都山上等地，

并且后期发展推广集中在该分布带上居多；第三区

类是雨水相对充沛的土门片区的分布带，海拔

１４００ｍ～１８００ｍ，该片区不属于干旱河谷气候类
型，区域内雨量充沛，树木覆盖率高，相对海拔低，湿

度大，该区域内的核桃从河谷到中高山均有不同程

度的分布，并且在宝顶自然保护区，有上百年核桃老

树，多数已死亡，存量较少。

２　存在的问题

２．１　品种
茂县核桃原有品种壳较厚，且多数内隔膜封闭，

不易取仁，商品性需要改进；其次是引进品种问题

多。引进外来品种混杂，品种纯度低，品质不高，病

虫害多，落果现象严重，在中高海拔存在冬季干稍现

象，生态适应性差，生长后期生态风险大，品种利用

应该考虑生态适应性问题，良种的适应性具有相对

性，需要通过引种实验，区域试种等多重比较才能定

性。现在茂县发展核桃栽培，从外地购买了很多苗

木，存在不挂果或挂果不饱满等现象，打击了当地老

百姓发展核桃的积极性。在调查中发现，在茂县三

龙乡、土门片区，有６６７ｈｍ２左右的核桃树，生长时
间在７ａ左右，树基径有１２ｃｍ左右，未挂果；部分
老百姓种出的砧木用的云南铁核桃，壳厚超过２ｃｍ
以上，无法食用，老百姓在栽种了１０ａ后，又纷纷砍
毁核桃树。再就是对本地品种种质资源保护不足，

自然灾害影响及工厂污染对品种的影响都较大，雅

都、棉簇、斗簇的核桃由于受工厂影响死亡植株较多

等情况。

２．２　适生区域规划
在栽培设计中，茂县现有栽植规划通常以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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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划分，以海拔 ２２００ｍ以下为栽植发展区，海拔
上限为 ２４００ｍ，这一划分考虑海拔单一因子，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但还不全面。例如在第三类栽植区

土门片区，按照这一方法指导的栽植区可以涵盖整

个土门片区，现实中该区核桃相对适宜区在河谷及

中山平台，山顶土层瘠薄，土壤结构差，土壤肥性差，

风大，雨水直接冲刷地表无遮挡，这些因素都是发展

核桃的不利条件，在规划中应考虑多种因子，综合考

虑栽植条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在设计

核桃栽植适生区域的时候，海拔应作为一个优选条

件，还应该综合考虑诸如土壤、光照、风量、坡度、坡

向、雨水等条件。

２．３　技术支撑
从实地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栽植户对核桃栽培

存在管理和技术盲区。对核桃栽培还停留在重栽轻

管甚至无管理的状态。在部分乡镇调查发现，有部

分核桃栽植在荒坡上，杂草丛生，草比树高。由于栽

植环境管理粗放，核桃病虫害严重。很多栽植户对

核桃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技术不了解，盲目发展，

跟风发展现象比较突出。核桃栽植户需要专业的核

桃栽培管理技术指导和培训。

２．４　市场
茂县本地核桃市场体系不完整，产量少，资源分

布分散，在茂县市场上销售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外地

市场，本地核桃供不应求。干果消费量较少，不足

１００ｔ。茂县核桃由于产量限制，还停留在鲜食阶
段，茂县及周边县市没有核桃方面的深加工厂，这对

茂县核桃提高生产附加值是一个限制瓶颈。

３　问题建议

３．１　发展的思路
选择发展核桃产业首先要坚持“适地适树”原

则，准确把握核桃在茂县的适生区域，对适生区域进

行科学规划，集中成片或者充分利用老百姓房前屋

后发展四旁栽植。其次是鼓励和扶持种植大户，种

植大户能有效带动产业向专业化，规模化发展，能更

快更好的做好核桃产业。再就是要相信科学，对核

桃栽植实施区的综合因素进行科学论证，少走弯路，

减少损失。

３．２　品种先行
核桃栽培发展优先考虑品种问题，坚持良种化

战略，以质取胜，赢得未来的市场。品种优化途径：

一是利用科研院所已选育的良种。二是在区域内自

行选育申报的良种。一般选择靠近发展区域生态环

境的品种。适合本地方发展的品种就是好品种，综

合考虑引进品种或自选品种的生态适应性、丰产性、

稳产性、抗逆性等因素，“选好一个品种，带动一方

发展”。

３．３　完善技术支撑体系
经济林栽培俗语有“三分种，七分管”，管理是

关键。完善技术支撑体系，就是要解决老百姓怎么

管的问题。完善技术支撑体系有几点建议：做好现

有在岗技术管理人员技术培训，做好各林业、农业服

务站技术指导，做好种植大户及重点种植村镇的技

术指导培训、做好媒体宣传指导等。

３．４　探索市场
发展经济林栽培的落脚点是市场，经得起市场

检验的品种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茂县应做好现

有资源的市场规划。从产业区位优势上茂县得天独

厚，未来交通优势愈加明显，可以规划以茂县为集散

中心的阿坝州核桃产业资源的综合开发。结合四川

核桃资源分布的情况，探索深加工厂的建设，提高种

植户的生产附加值，带动深加工产业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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