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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核桃新品种‘乡核１号’

李元会，吴富雨，张　旭，杨　平，邹德强，文　嫱
（甘孜藏族自治州林业科学研究所，四川 康定　６２６００１）

摘　要：‘乡核１号’为甘孜州乡城县的实生乡土核桃优株，树势较强，雌雄花期同步，果实９月中旬成熟，果实椭圆
形。核仁饱满，黄白色。平均单果重１４５ｇ，平均壳厚０９７ｍｍ，取仁易，坚果出仁率６１６％，脂肪含量６２９％，蛋
白含量２１２％。２０１４年４月通过四川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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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孜州位于四川省西部，面积１５３ｋｍ２，是我
国西南地区核桃的主产区之一。２０世纪大量引种
新疆核桃，北方核桃，由于生态适应性等原因，表现

出果相差，产量低等问题，不宜推广栽培。品种化栽

培是核桃商品化生产的基础，同时也是甘孜州核桃

产业发展的趋势，因此，选育适合甘孜州生态条件的

核桃优良品种，对优化甘孜州核桃产业结构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

‘乡核１号’（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Ｘｉａｎｇｈｅ１’）（图
１）是甘孜州乡城县实生乡土核桃优株，２０１０年开始
选育，经过多个地区区域试验及生产试栽，果实品

质、丰产性、抗病性皆表现较好。于２０１４年４月通
过四川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并命名，良种编

号为川Ｒ－ＳＶ－ＪＲ－００６－２０１３，已在在甘孜州乡

城县、得荣县和泸定县等地栽培约２０ｈｍ２，均表现
较好。

图１　甘孜州抗旱核桃优良品种“乡核１号”
Ｆｉｇ．１　Ａｎｅｗ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ｗａｌｎｕ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Ｘｉａｎｇｈｅ１’

１　品种特性

树势较强，雌雄花基本同步，可自花授粉；果实



成熟期９月中旬；坚果椭圆形，三径平均３７３ｃｍ，
平均单果重１４５ｇ，壳厚０９７ｍｍ，取仁易，坚果出
仁率６１６％，核仁饱满，黄白色，脂肪含量６２９％，
蛋白含量２１２％，口感好。该品种丰产性好，适应
性强，有较强的抗病虫害能力。

在甘孜州高原地区，３月下旬发芽，４月上旬全
部展叶，花期４月中旬，雌雄花期同步，可不配种授
粉树栽植。果实９月中旬成熟，物候因地区不同而
略有不同。在干旱、海拔较高的地区生长发育情况

正常。

２　栽培技术要点

适宜在四川省甘孜州乡城县２２００ｍ以下，得

荣县３０００ｍ以下，土壤 ｐＨ值６１３～７４７，土层厚
度３０ｃｍ的山区、河谷地区发展。定植适宜株行距
为４ｍ～５ｍ×６ｍ～８ｍ。１７株·００６７ｈｍ－２～２８
株·００６７ｈｍ－２，可林粮间作，适宜树形为疏散分层
型，栽植时间为３月。坡度 ＜１５°的缓坡地，沿等高
线挖８０ｃｍ×８０ｃｍ×６０ｃｍ规格的栽植穴；坡度１５°
～２５°的地块，应先修筑面宽 ＞１５ｍ的梯带，在梯
带上定点挖８０ｃｍ×８０ｃｍ×６０ｃｍ规格的栽植穴。
每穴施腐熟的农家肥２０ｋｇ～３０ｋｇ，与表土充分混
匀后填入栽植穴下部。定植时浇足定根水，之后隔

２周浇一次水，保证存活。第２年开始定干，以疏散
分层形为主。７月，８月重点防控黑斑病、炭疽病、云
斑天牛，冬季结合树干涂白防冻和消灭虫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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