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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是世界核桃的生产和出口大国，现已成为全世界著名的核桃产地之一。为进一步学习美国加州核桃
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本文通过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等地的访问学习，深

入分析了加州自然环境与气候特点、核桃栽培历史与现状、无性繁育技术、栽培管理技术、果实采收及加工技术以

及产业化发展情况；并结合四川核桃发展现状，提出了品种选育、砧木筛选、科学种植、标准化栽培、技术推广等方

面的发展思路，为四川核桃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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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世界核桃的生产和出口大国，全国９９％
的栽培面积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ａｌｉ
ｆｏｒｎｉａ，简称加州），该州现已成为全世界著名的核桃
产地之一。加州核桃虽然栽培历史较短，但发展速

度快，他们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品种选育、良种

繁育、栽培管理、果实采收及加工等方面走在世界的

前列，代表着世界核桃产业的发展方向［１～２］。为进

一步学习美国加州核桃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

验，本课题通过四川省科技厅、成都市科技局国际合

作项目的资助，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Ｄａｖｉｓ，简称 ＵＣＤ）、密苏里
大学哥伦比亚分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简称ＵＭＣ）、加州大学农业与自然资源研究部（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简称ＵＣＡＮＲ）等地，开展了核桃育种、无
性繁育、水肥灌溉、整形修剪、果实采收及加工等学

习；访问了加州大学实验农场（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ｒｍ）、加州大学果树种质资源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Ｆｒｕｉｔ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Ｇａｒｄｅｎ）、密苏里大学农林中心（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ｇｒｏ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ｓｓｏｕｒｉ）；实地考察了加州比
尤特（Ｂｕｔｔｅ）、萨特（Ｓｕｔｔｅｒ）、特哈马（Ｔｅｈａｍａ）、尤巴
（Ｙｕｂａ）、图莱里（Ｔｕｌａｒｅ）等县的核桃基地、种植园及
加工厂。本文深入分析了加州自然环境与气候特

点、核桃栽培历史与现状、无性繁育技术、栽培管理

技术、果实采收及加工技术等内容，并结合四川核桃

发展现状，提出了品种选育、砧木筛选、科学种植、标

准化栽培、技术推广等方面的发展思路，为四川核桃

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１　加州自然环境与气候特点

１．１　加州自然环境
加州是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的一个州，介于

３２°３０′～４２°Ｎ，１１４°０８′～１２４°２４′Ｗ之间，北接俄勒
冈州，东界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南邻墨西哥，西

濒太平洋，面积 ４１１０ｋｍ２。全州夏季干旱，多阳
光，冬季多雨。受地理条件影响，气候相差悬殊，夏

季东南部科罗拉多沙漠的温度达５４℃，冬季内华达
山巅如北极般寒冷；太平洋沿岸的温度一般不超过

３２℃，也不低于０℃。西北部降水量为 ４４２０ｍｍ，
东南部科罗拉多沙漠的降水量为５０ｍｍ～７５ｍｍ。
１．２　加州核桃栽培区气候特点

加州中部的中央谷是全国最重要的核桃种植基

地，宽６４ｋｍ～１００ｋｍ，长７２０ｋｍ，有萨克拉门托河
流域（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ｏＶａｌｌｅｙ）和圣华金河流域（ＳａｎＪｏａ
ｑｕｉｎＶａｌｌｅｙ），中央谷北部属于地中海热带气候，南
边部分属于地中海草原气候，再南边靠近贝克斯菲

尔德（Ｂａｋｅｒｓｆｉｅｌｄ）的气候属于低纬度沙漠气候。中
央谷气候总的特点是夏季干旱少雨，冬季湿润寒冷；

夏天白天温度接近３８℃，有时可以超过４６℃；雨季
为１０月到次年 ４月，中央谷地年降水量介于 ２００
ｍｍ～５００ｍｍ。中央谷北部降水量是南部的６倍多
且很少下雪，但是有霜冻，所有核桃园都能得到灌

溉。因此，它温和的气候和深厚肥沃的土壤，为核桃

生长提供了非常理想的条件［３］。

２　加州核桃的栽培历史与现状

２．１　加州核桃的栽培历史
加州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起源于波斯（今为

伊朗），通过丝绸之路，向东引种到巴基斯坦、阿富

汗、印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向西引种到土耳

其、希腊。然后又从希腊引种到欧洲的其它地区，最

后由英国的殖民者引入美国。英国商人将从伊朗引

进的核桃引种到英格兰，所以波斯核桃又叫英国核

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４］。１７世纪，一个法国传教士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ａｎ在加州开始种植核桃，最早进入加州的核
桃被当成是“传教核桃”。直到１８世纪７０年代，核
桃生产才开始在圣芭芭拉（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附近的果
园里种植。在接下来的７０年里，核桃生产中心转移
到加州中部和北部。因此，加州核桃不是起源于美

国，但是在美国最先进行商品化生产的树种之

一［３］。

２．２　加州核桃的栽培区域
目前，加州核桃栽培面积约２１０万亩，分布在加

州中央谷的萨克拉门托河流域和圣华金河流域４０
余县。由表１可知，加州核桃主要集中栽培在比尤
特（Ｂｕｔｔｅ）、萨特 （Ｓｕｔｔｅｒ）、特哈马（Ｔｅｈａｍａ）、格伦

表１ 加州核桃的主要栽培地点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ｓｉｎ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ａｌｉ
ｆｏｒｎｉａ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栽培区域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县或镇
Ｃｏｕｎｔｙｏｒｔｏｗｎ

所占面积（％）
Ａｒｅａ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萨克拉门托流域
（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ｏＶａｌｌｅｙ）

圣金华流域
（ＳａｎＪｏａｑｕｉｎＶａｌｌｅｙ）

比尤特（Ｂｕｔｔｅ） １４
萨特 （Ｓｕｔｔｅｒ） ９
特哈马（Ｔｅｈａｍａ） ７
格伦（Ｇｌｅｎｎ） ５
尤巴（Ｙｕｂａ） ４
约洛 （Ｙｏｌｏ） ３
索拉诺（Ｓｏｌａｎｏ） ２
科卢萨（Ｃｏｌｕｓａ） １

圣金华（ＳａｎＪｏａｑｕｉｎ） １９
图莱里（Ｔｕｌａｒｅ） １４

斯坦尼斯劳斯（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ｕｓ） １１
弗雷斯诺（Ｆｒｅｓｎｏ） ２
默西德（Ｍｅｒｃｅｄ） ２

１４ 合计 ９３

（Ｇｌｅｎｎ）、尤巴（Ｙｕｂａ）、约洛 （Ｙｏｌｏ）、圣华金（Ｓａｎ
Ｊｏａｑｕｉｎ）、图莱里（Ｔｕｌａｒｅ）、斯坦尼斯劳斯（Ｓｔａｎｉｓ
ｌａｕｓ）等 １３个县，栽培面积占全州总面积的 ９３％。

０１１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其中圣华金栽培面积最大，占全州总面积的１９％，
其次是比尤特和图莱里。

２．３　加州核桃主要栽培品种
加州核桃育种研究始于１９４８年，由 ＵＣＤ成立

专门的核桃研究机构，旨在为加州的核桃种植者提

供优良品种［５］。由表２可知，目前，加州核桃的主要
栽培品种有：强特勒（Ｃｈａｎｄｌｅｒ）、哈特利（Ｈａｒｔｌｅｙ）、
霍华德（Ｈｏｗａｒｄ）、图莱尔（Ｔｕｌａｒｅ）、塞尔（Ｓｅｒｒ）、维
纳（Ｖｉｎａ）、福兰克蒂（Ｆｒａｎｑｕｅｔｔｅ）、培尼（Ｐａｙｎｅ）、爱
西丽（Ａｓｈｌｅｙ）等９个品种。其中强特勒占加州核桃
种植面积的４２％，哈特利占１７％ ，霍华德占１０％，
以上３个品种的栽培面积占全州的６９％。从２０１０
年到２０１６年，加州核桃主要栽培以强特勒、霍华德
为主，其中强特勒的发展速度最快，它具有核仁颜色

浅、结果早、丰产的特点，１０月成熟，属于晚熟品种。
霍华德与强特勒相比，发芽期中等，成熟期稍早，核

仁稍大但颜色发黑，生长势没有强特勒强，但是产量

高。加州核桃以早、中熟品种为主，其中早熟品种有

培尼、霍华德、维纳、爱西丽等；中熟品种有哈特利、

强特勒等。福兰克蒂、思科（Ｃｉｓｃｏ）常作为霍华德和
强特勒的授粉树种。

表２ 加州核桃主要栽培品种

Ｔａｂ．２　Ｍａｉ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ｓｉｎＳｔａｔｅ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２０１０年栽培
所占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栽培
所占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
２０１６（％）

新栽培比例
（％）

Ｎｅｗ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１ 强特勒（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３７ ４２ ＋５
２ 哈特利（Ｈａｒｔｌｅｙ） １７ １７ ０
３ 霍华德（Ｈｏｗａｒｄ） ８ １０ ＋２
４ 图莱尔（Ｔｕｌａｒｅ） ８ ９ ＋１
５ 塞尔（Ｓｅｒｒ） ８ ８ ０
６ 维纳（Ｖｉｎａ） ６ ７ ＋１
７ 福兰克蒂（Ｆｒａｎｑｕｅｔｔｅ） ３ ３ ０
８ 培尼（Ｐａｙｎｅ） ３ ２ －１
９ 爱西丽（Ａｓｈｌｅｙ） ２ ２ ０
１０ 合计 ９２ １００

２．４　加州核桃主要砧木品种
早期加州核桃嫁接所用的砧木品种为北加州黑

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ｈｉｎｄｓｉｉＲｅｈｄ），它具有生长势强、适应
性广，实生苗生长到一定高度，顶芽停止生长易分叉

的特点，主要分布于北加州中心谷区，是当时最好的

核桃砧木品种。在 １８７８年时，著名育种家 Ｌｕｔｈｅｒ
Ｂｕｒｂａｎｋ曾将北加州黑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ｈｉｎｄｓｉｉＲｅｈｄ）
与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进行杂交，１８９３年命名其
杂交种为奇异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ｈｉｎｄｓｉｉ×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
ｇｉａ）［３］。由于奇异核桃具有生长旺，干直立，叶片

大，表皮光滑，嫁接亲和性好等特点，经过１２０年的
发展，现已成为加州最受欢迎、使用最广泛的核桃砧

木。

加州非常注重核桃砧木的研究，从 １９９６年开
始，育种者在奇异核桃中开展优良砧木的筛选工作，

主要目标是选育抗疫霉病、线虫和根瘤病较强的品

种。为了获得抗性较强的砧木品种，由ＵＣＤ联合加
州大学滨河分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简称ＵＣＲ）等单位，通过十几年的研究，现已培育出
抗性较强的核桃砧木品种：ＶＸ２１１、ＲＸ１和 Ｖｌａｃｈ。
其中ＶＸ２１１砧木为北加州黑核桃和核桃的杂交种，
它生长势很强，对线虫抗性强，该品种通过组培技术

繁育无性系进行推广，现为综合表现最好的核桃砧

木品种。ＲＸ１砧木为德克萨斯州黑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和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的杂交种，幼
苗时相对长得矮小，但嫁接后，长势很强，抗疫霉病，

现已通过组培技术繁育无性系进行推广。Ｖｌａｃｈ砧
木为奇异核桃的优良株系，生长势旺，抗性强，具有

明显的杂种优势，现已通过组培技术繁育无性系，但

还没有进行大面积推广。

２．５　加州核桃的销售情况
目前加州核桃年产干果约６５万 ｔ，其中强特勒

年产约３６万ｔ，霍华德年产约９万 ｔ，图莱尔年产约
８万ｔ，哈特利年产约５万ｔ，其他品种年产约７万ｔ。
核桃干果分为带壳核桃和脱壳核桃仁，其中带壳核

桃占总产量３０％，脱壳核桃仁占总产量７０％。核桃
干果在国内销售占４５％，出口国外占５５％。主要销
往日本、德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从２００５
年开始出口到中国。因此，加州核桃在规模化生产、

采收及加工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将进一步扩大核桃

市场的需量求，促进加州核桃的产业化发展。

３　加州核桃无性繁育技术

３．１　砧木繁育技术
加州核桃砧木繁育，通常采用北加州黑核桃、奇

异核桃培育实生苗作砧木。近年来，ＵＣＤ、ＵＣＲ等
单位在核桃无性繁育方面，除采用常规的芽接和枝

接方法以外，还攻克了核桃克隆技术、脱毒提纯技

术、组织培养技术、扦插繁育技术等世界难题［６］。

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主要采用组培技术，

培育核桃无性系砧木，并进行工厂化育苗。具体程

序是采用 ＵＣＤ等单位培育的 ＶＸ２１１、ＲＸ１和 Ｖｌａｃｈ
等砧木品种，申请美国专利保护以后，授权给一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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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含量高、专业化程度强的育苗公司，然后采用组培

技术，生产砧木组培苗。组培苗培育一般需要３月
～６月，然后移植到温室大棚内，采用轻基质营养袋
育苗，整个过程采用微型滴灌，实施水肥一体化管

理，一般经过 ３月 ～９月的炼苗，促进幼苗快速生
长，然后按照株行距０２ｍ×１２ｍ，将组培苗移栽
于苗圃地中，砧木栽植株行距较大，以利通风透光，

促使苗木健壮生长，砧木再生长１ａ～２ａ后，地径在
１５ｃｍ～２ｃｍ以上，达到２ａ～３ａ生以上，作为砧
木嫁接备用。

３．２　嫁接繁育技术
加州核桃嫁接方法以芽接为主，枝接为辅。芽

接在夏季进行，成活率在９５％以上，砧木嫁接高度
一般为２５ｃｍ～３０ｃｍ，嫁接苗生长１ａ后，其嫁接口
以上直径在２００ｃｍ左右，新梢生长量在２ｍ以上，
为了防止新梢被风吹折断，一般用竹竿支撑苗木辅

助生长，每一排苗木均用绳子捆绑固定。枝接在２
月～３月进行，采用劈接、切接方法。在育苗过程
中，土壤整改、中耕除草、起苗等全部实现机械化，苗

圃地有先进的喷灌、滴灌设备，灌溉、施肥、喷药等全

部使用设备完成。由于使用组培砧木，苗木整齐度

高，苗木粗度、高度生长较为一致。嫁接苗一般当年

出圃。

４　加州核桃主要栽培技术

４．１　标准化建园
建园前一般采用深耕机先深翻土壤，用激光定

向仪起垄，用挖穴机挖穴栽植，以“品字型”和“正方

型”栽植为主。种植穴确定后，追施基肥。栽植密

度株行距依不同品种有所差异，一般为６ｍ～８ｍ或
８ｍ～１２ｍ，每８行设置１行授粉树，定植后立即浇
水。苗木栽植时，全部采用机械化辅助栽植。定植

后用直径１０ｃｍ、高５０ｃｍ的纸筒保护苗木，防止日
灼、除草剂等伤害。

４．２　整形修剪
核桃定干高度一般为１５ｍ以上，主要按照主

干疏层形培养树形，幼树侧枝上的营养芽保留６个
～７个，成年树树干高度控制在１０ｍ～１２ｍ，分层在
三层以上。据ＵＣＤ研究表明，以强特勒和霍华德品
种为例，成年核桃树不修剪的产量反而比修剪过的

核桃树提高２０％以上，目前已在加州大面积推广。
４．３　果园灌溉与除草

由于加州中部的中央谷夏季干旱严重，雨水较

少，核桃园非常注重果园灌溉。灌溉主要采用喷灌、

微灌和滴灌，绝大部分采用自动化控制。为了确定

核桃树缺水的准确时间，农场主一般采用专业仪器

测定叶片中水分的含量。除草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核

桃树水分及养分的供给，以及果实的采收，主要利用

化学方法或物理方法进行［２］。

４．４　施肥管理
核桃园施肥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即地面灌溉施

肥（即水肥一体化）和叶面追肥。通过叶片营养诊

断和土壤肥力分析，根据不同品种、不同树龄的呼

吸、蒸腾和水分运输，结合核桃树体对 Ｎ、Ｐ、Ｋ的需
要量及与经济产量的关系，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对

生长、结实的影响及缺素症的症状表现，开展了配方

施肥［７］。在幼树期和成龄盛果期的核桃，对 Ｎ肥的
需求量均明显高于 Ｐ、Ｋ肥，仅在成龄盛果期的核
桃，要适当提高 Ｐ、Ｋ肥比例，同时施入少量的 Ｚｎ、
Ｃａ、Ｃｕ、Ｂ等［６］。

４．５　病虫害防治
加州核桃病害主要为冠瘿病、疫霉、黑线病等。

其中冠瘿病是由癌肿野杆菌浸染所致，危害核桃枝

干，借灌溉水、雨水等传播；黑线病是由病毒引起，感

染病毒的核桃生长不良，叶子变为黄色，早落，以致

整株死亡；疫霉菌主要危害核桃树根部，致使根腐死

亡。病害防治主要通过选育抗病性强的北加州黑核

桃、奇异核桃作砧木，阻止病原体向土壤的传导，同

时喷施少量的生物农药。虫害主要有小卷蛾、核桃

绕实蝇等。小卷蛾属食腐性昆虫，主要以蛀食青果

皮开裂的核桃；核桃绕实蝇是美国加州核桃的主要

害虫，以幼虫蛀食青皮及核仁，使其变黑发霉。虫害

防治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运用有利于保护天敌的

专一性性引诱剂；二是在树上悬挂性激素干扰交尾

产卵；三是喷施杀虫剂。因此，可根据不同情况，采

用不同的防治方法，来解决病虫害问题［８］。

５　加州核桃果实采收及加工技术

５．１　核桃采收
加州核桃采收期一般为９月下旬 ～１１月，在采

收前５ｄ～１０ｄ，喷洒乙烯利催熟，通过机械振荡器
将核桃果实振落到地面上，用收割机械通过风选的

方法，去掉大部分的泥土、树叶和枝条等杂物，将果

实传送到车斗里，然后再运到加工厂进行脱青皮、清

洗、烘干、破壳或带壳包装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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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脱青皮与清洗
将核桃运送到加工厂，经称重以后，倒入地下储

存坑里；通过机械传送槽向电子色差分离机运送；然

后通过电子色差分离机将残留树叶、青皮为黑色的

核桃分离出来，将青皮外观好的核桃运送到水池里

清洗；将青皮果运送到脱皮机处进行脱青皮处理，用

传送带将脱落的青皮运走；脱过青皮的核桃再次进

行水槽清洗；最后将脱过青皮的核桃用传送带运到

烘干房。因此，核桃脱青皮与清洗的整个过程全部

为机械化操作。

５．３　烘干与包装
机械热风干燥法比以往的晾晒法有很大的改

进，主要体现在脱水速度快、全面、便于控制等方面。

脱过青皮的核桃用传送带运到烘干房后，经机械大

小分级处理以后，自动进入烘干箱，核桃干果含水量

保持在８％左右，经过２４ｈ～４８ｈ完成核桃烘干，干
燥的核桃经传送带送入运输车或货箱内。整个过程

全为机械化操作，保证了核桃产品的质量。

５．４　机械破壳与分级
加州核桃分为带壳和脱壳的产品，带壳产品其

外观与内在品质综合表现最好，而脱壳产品需要机

械破壳。首先将核桃干果运送至专业加工厂，然后

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进行生产。核桃仁根据美国农

业部的标准依大小和颜色分级，颜色分为特浅、浅、

浅黄和黄色。仁的大小分为半仁、半仁＋块、块和小
块四级［８］。

５．５　包装
通过电子色差分离机和激光分类机将核桃仁分

成不同等级的产品，经过质检员检验后，根据核仁大

小分类包装。一般采用塑料袋和纸箱包装，装箱压

膜后，放入２℃～４℃的冷库进行保存。

６　加州核桃产业化发展的借鉴与建议

６．１　重视核桃品种培育，改进育种方法
加州核桃科研基础扎实，品种培育不断更新，早

期主要以引种选育为主，后来ＵＣＤ成立核桃研究以
后，主要开展杂交育种，现已培育出几十个品种，目

前主栽品种有１２个，如强特勒、霍华德等品种均属
于培尼亲本与其他品种的杂交种；维纳为福兰克蒂

与培尼的杂交种。杂交育种是针对期望的育种目

标，获得具有双亲优良性状的新品种的一种最有效

的育种方法，已成为改良核桃丰产与品质指标的重

要手段，培育早实、丰产、优质、抗病、果实兼优的核

桃新优品种是核桃杂交育种的目标［９～１０］。我国的

香玲、丰辉、鲁光、辽宁系列、云新系列等均属于杂交

品种，现已成为我国部分省份的主栽品种。目前，四

川核桃认（审）定的品种有７２个，但大部分是通过
实生选择、引种驯化的方法培育而来，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杂交品种较少。因此，要进一步加强我省核桃

的杂交育种工作，改进核桃传统的培育方法。

６．２　注重核桃砧木筛选，培育优良繁育材料
加州核桃产量高、品质好，除气候条件、优良品

种、栽培管理及加工技术以外，黑核桃、奇异核桃作

为砧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砧木培育从北加州黑核

桃、奇异核桃到 ＶＸ２１１、ＲＸ１、Ｖｌａｃｈ等品种，经历了
上百年的研究与实践，在抗疫霉病、线虫和根瘤病等

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为世界核桃砧木研究指明

了方向。我国核桃砧木品种主要分为普通核桃和铁

核桃，秦岭以北的地区以普通核桃为主，西南地区主

要以铁核桃为主。我省除川西北高山峡谷地区以

外，主要使用铁核桃作为砧木。铁核桃具有主根系

发达、生长势强、抗性强等特点，但由于我省核桃栽

培区域通常土壤贫瘠、土层薄，造成铁核桃生长的须

根少，核桃抗干旱较差，产量偏低。因此，要进一步

加强铁核桃优良无性系、砧木品种的筛选，同时引进

北加州黑核桃、奇异核桃、ＶＸ２１１、ＲＸ１和 Ｖｌａｃｈ等
优良砧木品种，通过美国黑核桃、奇异核桃与铁核桃

杂交，所产生的后代作为砧木，为核桃提供优良繁育

材料打下坚实的基础。

６．３　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科学种植核桃
加州核桃主要种植于中部地区的中央谷流域

４０余个县，该区域气候干燥，光照强，降雨量少，昼
夜温差大，土壤深厚肥沃，为核桃生长提供了理想的

条件；加州北部、东部以山地为主，均未种植核桃，充

分体现了“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加州核桃通

过２００多年的发展历史，现已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
核桃主产区之一，形成了核桃主栽品种，优势较为突

出，如核桃干果以强特勒、霍华德为主，核桃砧木以

奇异核桃为主。核桃良种化程度较高，实行良种化

栽培是美国加州核桃产业崛起的一个显著标志。四

川核桃栽培划分为四川盆地北缘、东北缘核桃中心

栽培区，川西高山峡谷核桃中心栽培区，川西南山地

泡核桃中心栽培区，四川盆地中部核桃、泡核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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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区［１１～１２］。但目前各分区核桃主栽品种不突出，

优势不明显，良种化程度不高。因此，应进一步加强

“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科学种植核桃，促进

四川核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６．４　做好标准化栽培，实现优质丰产高效
加州核桃从整地建园开始，经土壤改良、挖穴栽

植、水肥灌溉、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全部实现标

准化栽培和机械化操作，在节水灌溉、生理生化、植

物营养等方面开展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促进了核

桃的丰产栽培，果实采收及加工按照美国农业部要

求，生产核桃各类产品，促进了核桃全产业链的发

展。由于四川境内地形地貌特殊，土层薄，贫瘠等，

局部地区、小范围可实现核桃标准化栽培和机械化

操作。按照管理标准化，使土壤改良、施肥灌水、整

形修剪、病虫害防治、果实采收等管理环节科学而高

效，真正做到栽管并重、产量质量并重、地上地下并

重、冬剪夏剪并重、采前采后并重、病虫害自然灾害

防治并重。尤其是核桃示范园的建设，更应按照标

准化建园要求，在土壤整改、田间设计、定植技术、施

肥管理、修枝整形等方面，加强科学管理，从而实现

优质丰产高效［６，１３～１５］。

６．５　加强技术推广，提高种植者的专业素质
加州核桃具有健全的技术推广体系，核桃园均

有专业技术顾问，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大多数

核桃园都是家族经营，园主大多是家族制，一代传一

代地进行专业化生产，园主一般都具有较高的专业

学历，熟练掌握核桃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习性，专

业化生产水平较高。我省核桃种植以农村老年人为

主，栽培技术水平低，专业化程度差。因此，我省应

建立一支稳定的核桃科研与技术推广队伍，并给予

长期持续的资助，开展技术培训、科技宣传等，在核

桃栽培重点区县，建立３～５支当地稳定的技术骨干
队伍，努力提高种植者的专业素质，有利于新品种、

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为四川核桃产业实现高产量、高

品质、高效益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总之，任何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都需要不断学

习先进、总结与提升，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与特

色。针对我省核桃产业发展现状，就是要积极学习

国内外核桃优势主产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

生态区划、新品种选育、标准化栽培与管理、成果转

化与技术推广等方面加大投入与指导，促进四川核

桃产业的提质增效，带动贫困山区、民族地区的农户

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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