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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核桃生产概况及中国核桃提升策略

易善军
（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北京　１０００１０）

摘　要：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资料，对世界及中国核桃栽培面积、总产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亚洲、北美
洲、欧洲、南美洲是世界核桃主要栽培区，收获面积和总产量分别占世界的９８０７％和９８８６％；中国核桃发展存在
品种混杂、良种化程度低、管理粗放等问题，今后要通过提高良种化程度、加强管护、建立标准体系等措施，来提升

我国核桃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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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又名胡桃、羌桃、合桃
等，为胡桃科（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胡桃属（Ｊｕｇｌａｎｓ）落叶
乔木［１］。核桃营养丰富，集多种营养素于一身，具

有很高的营养和保健价值，其不仅含有人体所需的

必需氨基酸［２，３］，而且还含有预防心脑血管［４～６］、改

善Ⅱ型糖尿病等所需的必需脂肪酸（亚油酸和亚麻
酸）［７，８］，总酚和黄酮等成分［９，１０］，因此，核桃在中国

又被称为“万岁子”、“长寿果”［１１］。在国际市场上，

核桃与扁桃、腰果、榛子一起，并列为世界四大干果，

深受各国人民喜爱［１２］。

１　世界核桃生产格局

１．１　世界核桃栽培现状
依据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数据库资料显

示［１３］，２０１４年，世界核桃收获面积达到 ９９４７万
ｈｍ２（表１），亚洲、北美洲、欧洲和南美洲四大核桃主
要产区（见图 １）收获面积占世界的 ９８．０７％。其



中，亚洲核桃收获面积为６３３６万ｈｍ２，约占世界收
获总面积的６３６９％，是世界核桃种植最大的地区，
也是世界核桃产业增长最快的地区，收获面积由

２００４年的３６８５万ｈｍ２增长到２０１４年的６３３６万
ｈｍ２，增长了０７２倍。中国、伊朗、土耳其、印度是
亚洲最主要的核桃种植区，收获面积均在３万 ｈｍ２

以上。北美洲是世界第二大核桃种植区，２０１４年核
桃收获面积为１９２７万 ｈｍ２，占世界总收获面积的
１９３７％，美国和墨西哥是北美洲核桃的主要种植
区，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北美洲核桃收获面积增长了０４
倍。欧洲是世界核桃第三大种植区，２０１４年核桃收
获面积为１１６７万 ｈｍ２，约占世界核桃收获总面积
的１１７４％，法国、罗马利亚、摩尔多瓦、乌克兰、希
腊等国是欧洲核桃主要种植区。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欧
洲核桃种植和收获面积基本持平，其中，欧洲核桃主

产国乌克兰、罗马利亚收获面积有所减少。南美洲、

非洲、大洋洲核桃种植和收获面积较小，总收获面积

约为５万ｈｍ２，仅为世界核桃收获总面积的５２％左

右。除南美的智利收获面积较大外（２４４万 ｈｍ２），
其余７个国家的收获面积均不足１万 ｈｍ２。但从增
长趋势看，南美洲核桃产业增长速度仅次于亚洲，过

去１０年增长１２２倍，年增长率达８２９％（图２）。

图１　２０１４年世界核桃收获面积概况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ｗａｌｎｕｔｉｎ２０１４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世界核桃总产量和收获面积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ａｒｅａ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ｗａｌｎｕ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４ａｎｄ２０１４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收获面积（万ｈｍ２） ６４．３５ ６５．９７ ６６．８７ ７２．９３ ７９．９７ ８２．７９ ９５．９４ １０７．４０ １１５．３３ ９３．８３ ９９．４７
总产量（万ｔ） １５６．４５ １７７．７４ １７６．２６ ２０４．４６ ２４２．４０ ２６５．１９ ２９４．８５ ３３２．５４ ３７８．３４ ３２３．６５ ３４６．２７

图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世界核桃主产区收获面积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ｍａｉｎｗａｌｎｕｔ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４ａｎｄ２０１４

１．２　世界核桃总产量
依据ＦＡＯ统计数据分析［１３］，２０１４年世界核桃

总产量达到３４６２７万 ｔ（表１）。其中，亚洲核桃总
产量达到２３７５８万 ｔ，占世界总产量的６８６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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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核桃种植国中国、伊朗、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

印度的产量均在４万 ｔ以上，同时亚洲也是世界产
量增长最快的地区，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核桃总产量增
长了１８９倍，年增长率达１１１９％。北美洲核桃总
产量达到６４３８万 ｔ，占世界总产量的１８５９％，美
国、墨西哥的产量约为北美洲的１００％。就产量增
长情况来看，北美洲核桃增速低于亚洲和南美洲，和

２００４年相比增长了 ０７１倍，年增长率达 ５５５％。
欧洲核桃总产量达 ３２７４万 ｔ，占世界总产量的
９４５％，产量较高的国家有乌克兰、法国、罗马利亚、
希腊等国。和其他的洲相比，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欧洲
核桃收获产量和面积基本持平。南美洲除了智利和

阿根廷外，其余６国总产量都在１万 ｔ以下。但南
美洲核桃产量增速仅次于亚洲，过去１０年，南美洲
核桃总产量增长了 １８７倍，年增长率达 １１１４％
（图４）。

图３　２０１４年世界核桃产量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ｗａｌｎｕ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ｉｎ２０１４

图４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世界核桃主产区产量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ｍａｉｎｗａｌｎｕｔ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４ａｎｄ２０１４

２　中国核桃生产概况

中国核桃栽培历史悠久，栽培范围比较广，但核

桃良种化栽培起步较晚。我国核桃发展历程，大致

经历了低谷期，恢复发展期，快速发展期３个主要阶
段。建国后到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核桃生产以实
生苗繁殖为主，产量低，总产量在１０万ｔ以下，７０年
代末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大幅下降，产量一度跌至５
万ｔ［１４］。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进入恢复发展期，通过了良

种选育、杂交育种、引种驯化等方式［１５］，评定出我国

首批早实型核桃新品种１６个［１４］，引进国外核桃优

良品种 ２０多个［１５］，并在全国积极推广新品种，到

１９９０年面积达到６８万ｈｍ２，总产量１４９６万ｔ。９０
年代后，优良品种普及率和管理技术显著提高，核桃

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到１９９１年达７５２万 ｈｍ２，
首次超过美国的７３３万ｈｍ２，成为世界核桃第一种
植大国，但核桃总产量为１５１６万 ｔ，而美国总产量
为２３５０万ｔ，１９９５年达到２３０７万ｔ，成为世界核桃
第一大国。据 ＦＡＯ统计数据显示［１３］，２０１４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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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收获面积达到４４０３万 ｈｍ２，总产量达１６０２４
万 ｔ，分别占世界的 ４４３０％和 ４６３０％。１９９１～
２０１４年，我国核桃收获面积增长了４８６倍和９５７
倍，年增长率分别达到７９９％和９５７％，成为世界
核桃发展最快的地区（图５）。

图５　１９９１～２０１４年中国核桃收获面积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ａｒｅａ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ａｌｎｕ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９１ａｎｄ２０１４

３　中国核桃生产中的问题

经过３０年的发展，我国核桃生产取得了巨大的
进步，已经成为世界核桃生产第一大国，但是同世界

其他核桃主产国相比，我国核桃还存在一些不足。

３．１　良种化程度不高，品种混杂
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培育出了“岱丰”、“金薄香１

号”、“冀丰”、“云新”、“鲁香”等几十个核桃新品

种［１６］，但是苗木市场价格偏高，“岱丰”、“金薄香１
号”等优良品种价格都在６元～９元每株，而我国核
桃种植区多为贫困山区，面对高价的良种苗，农民为

减少成本，依然采用实生苗种植，导致核桃良种化程

度较低。同时，核桃在良种使用中，存在品种混杂，

盲目引种等问题。

３．２　管理粗放，生产技术落后
我国核桃种植技术落后，管理粗放等，如在嫁接

技术上，美国和法国非常重视砧木特性的研究，嫁接

机械化程度高，而我国普遍采用人工嫁接［１７］；在管

理上，核桃园施肥方式简单，灌溉系统落后，一些地

区仍然靠自然降雨，美国核桃生产普遍采用叶面营

养分析指导配方施肥，采用喷灌、滴灌等先进的灌溉

方式［１８］；在管护上，普遍存在“重栽轻管”的现象。

导致我国核桃平均单株产量为１５ｋｇ左右，单位面
积产量５４０ｋｇ·ｈｍ－１，仅为美国的１５３％，差距很
大［１９］。

３．３　种植零散化，集约化程度低
近年来，世界各国核桃种植呈现规模化、集约化

的趋势，如美国加州的核桃园管理集约化程度仅次

于柑桔［１７］。而在我国自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

来，林地大量集中在各个农户手中，核桃种植以个体

农户种植为主，经营单位过于零散，集约化程度低，

生产管理技术水平良莠不齐，很难形成规模效应。

４　提升策略

４．１　提高良种补贴标准，精简良种
为了提高我国核桃良种使用率，特别是要让贫

困地区的林农能用得起核桃良种，今后要提高核桃

种苗补助标准，针对不同的地区采用不同的补助标

准。为了解决核桃品种混杂的问题，法国、美国等国

家积极精简良种，如法国曾经采用过１００多个品种，
目前只保留和发展７个，美国的主栽品种仅有强特
勒、哈特利、希尔、维纳、土莱尔、豪沃迪 ６个良
种［１７］。因此，在积极培育良种的同时，要精简良种

数量，推广区域化良种。

４．２　坚持科技兴产，提升管理水平
在积极研究新技术、培育新品种的同时，各地要

成立技术指导机构，为当地林农开展核桃标准化栽

培培训，积极推行种苗良种化、繁殖无性化、灌溉设

施化、管理科学化、采收机械化，鼓励建立高标准种

植示范园、标准化管理示范园。引领林农转换思想，

全面提升管理水平。

４．３　鼓励发展核桃合作社，扶持龙头企业
针对我国核桃种植“零”、“散”、“小”，集约化

程度低，规模效益不突出的特点，鼓励发展核桃合作

社，实现核桃栽植由零星分散向集中规模转变。同

时针对我国核桃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

特点，要积极扶持龙头企业，对现有核桃品牌进行整

合，形成规模化的“拳头”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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