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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朝天区乡土核桃种质资源调查研究

张　玻１，王俊连１，侯银堂１，李　波２，赵志满１，乔全祥１

（１．广元市朝天区林业和园林局，四川 广元　６２８０１２；２．广元市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管理中心，四川 广元　６２８０００）

摘　要：通过对广元市朝天区各乡镇乡土核桃分布状况调查，结果表明：朝天区核桃种质资源分布主要有普通核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泡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ｓｉｇｉｌｌａｔａＤｏｄｅ．）、野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Ｄｏｄｅ．）３个种，栽培最多的是普通
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其中，“硕星”、“夏早”和“蜀朝２号”是主栽品种。同时，调查还发现具有较高育种价值的
特异性状的种质资源主要有露仁核桃、穗状核桃、乌米籽核桃、三棱核桃、红瓤核桃、巨型核桃６个品种。分析了朝
天区核桃种质资源利用现状，并提出了下一步开发朝天区核桃种质资源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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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系胡桃科（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
ａｅ）胡桃属（Ｊｕｇｌａｎｓ）植物［１］，是世界四大干果之王，

原产于欧洲东南部、亚洲西部和中国［２
#

７］，是我国木

本油料战略性树种，已经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８］。核桃果光滑、圆球形，成熟果壳黄绿色；核桃

仁含有较高的蛋白质、优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营养

物质，可生食，可榨油，含油量可达６０％以上；核桃
油味清香，具有一定的保健功能，能有效防治人体胆

固醇过高、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等疾病；核桃树

皮、青果皮、叶可提取单宁和鞣酸，同时青果皮和叶



片还可入药；核桃果壳可制作高级活性炭；核桃木材

色泽淡雅、质地细韧，是制作高级家具、军工用材、高

档商品包装箱等的优良材料；核桃树体高大、枝叶茂

盛、根系发达，具有较强的拦截烟尘、净化空气、缓和

地表径流的能力，是绿化山川、保持水土和改善环境

的优良树种，其根还可作褐色染料。因此，核桃浑身

是宝，用途广泛，经济价值高。核桃现有３５０多个品
种，分布广泛，南北均有栽培；以黄河中下游地区分

布最多［９］。在我国，核桃栽培历史悠久，种质资源

丰富，有栽植核桃采果食用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

２０００多年前［１０］。核桃属植物全世界约有个２３种，
其中有栽培价值的约有１０余种［１１］。在我国栽培或

分布的核桃属植物主要有８种，其中，分布广泛、栽
培数量多的是普通核桃和铁核桃两种。朝天区核桃

栽培历史悠久，在长期的物种栽植、气候变换等特定

条件下导致核桃基因发生改变，造就了丰富的育种

资源，也使得本区域核桃良莠差异巨大。本次调查

就是为了摸清朝天区乡土核桃种质资源分布情况，

为挖掘和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自然地理概况

广元市朝天区地处秦巴山南麓、川陕结合部，因

唐天宝年间玄宗避“安史之乱”幸蜀百官在此接驾

朝拜天子而得名，素有“秦蜀锁钥”、“川北门户”之

称，享有“栈道之都、养生天堂”之美誉。全区面积

１６１３ｋｍ２，辖６镇１９乡２１４个村２１万人，其中农业
人口１８９３万。全区有林业用地１０５３３３３ｈｍ２，森
林覆盖率达５９４％。朝天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和温带气候区，雨量丰富，光照充足，年均气温

１６６℃，极适宜核桃树种植。目前，核桃产业已发展
成为全区的重要支柱产业，朝天区已成为中国核桃

生产的重要商品基地。

２　调查方法与内容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历史记
载资料，特别是历年核桃资源的收集、区域性种源特

征、引种驯化等资料，初步掌握全区核桃资源分布情

况。在羊木、蒲家、沙河、中子、转斗、曾家等２５个核
桃主产乡镇开展全方位调查。

采用沿山路和居民聚居地以及规模基地开展设

点和抽样调查。记录其分布的海拔高度、生长发育

表现、产量等。按树龄进行分类调查，共分为４类，
即树龄≥５０ａ、树龄３５ａ～４９ａ、树龄１２ａ～３４ａ、树
龄

'

１２ａ。
开展了核桃资源规模、分布、主栽品种及特异性

调查。主要包括核桃资源规模、自然资源分布、主栽

品种及核桃种质资源特异性，其中，对各地的土壤、

立地条件、栽培模式、生产管理水平、主栽品种的优

良特性以及适应性、丰产性等指标进行全面调查，同

时，由于朝天区地形地貌复杂，对影响核桃的气象因

子以及海拔等情况一并进行调查。

３　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广元市朝天区核桃种质资源多样性调

查，进行了资源分布、特异资源以及利用现状的分析

与归纳。

３．１　朝天区核桃资源与分布
朝天区核桃种植历史悠久，核桃资源丰富，自然

分布非常广泛，２５个乡镇均有栽培。从海拔５００ｍ
～１７００ｍ都有分布，但主要集中在海拔 ５００ｍ～
１２００ｍ。核桃树平均寿命在１５０ａ左右，最老树龄
约３００ａ。根据调查统计结果见（见表１），朝天区核
桃总面积为２８０００ｈｍ２，其中种植面积超１３３３３
ｈｍ２以上的乡镇有７个，分别为朝天镇、沙河镇、中
子镇、宣河乡、转斗镇、大滩镇、羊木镇，占总面积的

５７％。全区核桃树资源总量９２４００００株，其中挂果
树３０５６９８３株，占总量的３３％；未挂果树６１８３０１７
株，占总量的６７％。各乡镇平均单株核桃产量差异
巨大，挂果产量平均为１４１ｋｇ·株 －１，最低９３ｋｇ
·株 －１（东溪河乡）与最高１７４ｋｇ·株 －１（两河口

乡）相差８１ｋｇ·株 －１。

３．２　朝天区核桃种类调查
根据调查资料显示（见表２），朝天区共有３个

核桃属种，分别为普通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泡核
桃 （Ｊ．ｓｉｇｉｌｌａｔａＤｏｄｅ．），野 核 桃 （Ｊ．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
Ｄｏｄｅ．）。其中，栽培最多的是普通核桃，全区２５个
乡镇都有分布，以羊木、蒲家、沙河、中子、转斗、曾家

等乡镇最多；主要用作食用鲜果、干果及加工产品，

但其特征特性、品质表现参差不齐，尤其是个体、外

观、丰产特性、取仁难易、口感等方面最明显。泡核

桃（Ｊ．ｓｉｇｉｌｌａｔａＤｏｄｅ．）主要分布在羊木、宣河等乡
镇，数量不多；野核桃（Ｊ．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Ｄｏｄｅ．）主要分
布于马家、曾家、西北、东溪河、花石等高海拔乡镇。

７０１３期 张　玻，等：广元市朝天区乡土核桃种质资源调查研究 　　



　　表１ ２０１７年朝天区各乡镇核桃种质资源调查结果

乡镇 面 积（ｈｍ２） 总株数 未挂果株数 挂果株数 产量（ｔ） 单株产量（ｋｇ·株 －１）

朝天镇 ３７３３．３ １２３２０００ ８８１４６１ ３５０５３９ ５０８２．８ １４．５
陈家乡 ７３３．３ ２４２０００ １８１２３６ ６０７６４ ８８０．３ １４．５
小安乡 ７５３．３ ２４８６００ １９４３７４ ５４２２６ ９０７．０ １６．７
沙河镇 ２２１３．３ ７３０４００ ３５９２９０ ３７１１１０ ４９５０．０ １３．３
蒲家乡 ８４０．０ ２７７２００ １６７１６８ １１００３２ １５０１．３ １３．６
鱼洞乡 １１３３．３ ３６７４００ ２３１１４９ １３６２５１ １８００．４ １３．２
中子镇 ２４００．０ ７９２０００ ６０８６６５ １８３３３５ ２５０４．０ １３．７
宣河乡 ２３３３．３ ７７００００ ４７４１２０ ２９５８８０ ４３４９．４ １４．７
转斗乡 １６００．０ ５２８０００ ５１５８７１ １２１２９ １７０５．０ １４．１
青林乡 ５６６．７ １８７０００ １２２９１０ ６４０９０ ８０２．１ １２．５
马家坝乡 ６４０．０ ２１１２００ １１９４３０ ９１７７０ １５０５．６ １６．５
大滩镇 １７００．０ ５６１０００ ４０７９００ １５３１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１１．８
文安乡 ６１３．３ ２０２４００ １３７７６０ ６４６４０ ８８０．６ １３．６
柏杨乡 ６６６．７ ２２００００ １６４５６３ ５５４３７ ８６０．４ １５．５
羊木镇 １８８６．７ ６２２６００ ４２８８４５ １９３７５５ ２６０６．０ １３．４
西北乡 ５１３．３ １６９４００ １０４４３２ ６４９６８ ８８０．１ １３．５
东溪河乡 １２４０．０ ４０９２００ １８３４３４ ２２５７６６ ２１００．３ ９．３
花石乡 ５６０．０ １８４８００ １２８３８５ ５６４１５ ８００．０ １４．２
曾家镇 ７３３．３ ２４２０００ １４８７００ ９３３００ １４００．８ １５．０
李家乡 ３３３．３ １１００００ ８１４００ ２８６００ ２９１．６ １０．２
汪家乡 ６００．０ １９８０００ １１５２００ ８２８００ １１０２．１ １３．３
平溪乡 ２３３．３ ７７０００ ２１１１１ ５５８８９ ７０６．５ １２．６
临溪乡 ６６６．７ ２２００００ １４２５４５ ７７４５５ １００７．５ １３．０
两河口乡 ６９３．３ ２２８８００ １４２４００ ８６４００ １５０１．９ １７．４
麻柳乡 ６３３．３ ２０９０００ １２０６６８ ８８３３２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５
合计 ２８０００ ９２４００００ ６１８３０１７ ３０５６９８３ ４３０２５．７ １４．１

表２ 朝天区核桃的种类与分布表

种类 利用情况 分布 特征特性

普通核桃（Ｊ．ｒｅｇｉａＬ．） 主要栽培品种，食用鲜果、干
果及加工产品。

全区 ２５个乡镇，以羊木、蒲
家、沙河、中子、转斗、曾家等
乡镇最多。

品质参差不齐，尤其是个体、外观、丰产
特性、取仁难易、口感等方面的差异最明
显。

泡核桃（Ｊ．ｓｉｇｉｌｌａｔａＤｏｄｅ．） 少量栽培、食用干果 羊木、宣河等乡镇有分布。
是２０００年左右引进的品种，树体健壮，
结果期偏晚，成熟期比普通核桃晚１月
以上，坚果外观刻窝密布，商品性状差。

野核桃（Ｊ．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Ｄｏｄｅ．） 自然分布，未利用
马家、曾家、西北、东溪河、花
石等高海拔乡镇均有分布。

食用价值低，可用于榨油或观赏等用途，
木材可用于家具制造等。

３．３　朝天区核桃主栽品种
通过调查发现，朝天区栽培最多的是普通核桃。

其中，“硕星”、“夏早”是朝天地区的主推品种，“蜀

朝２号”是后续品种更新的主力品种。目前，硕星
种植面积１３３３３．３ｈｍ２，主要分布于蒲家、羊木、沙
河、中子、转斗等 ２０余乡镇；夏早种植面积４０００
ｈｍ２，主要分布于羊木、中子、临溪等乡镇；蜀朝２号
种植面积２０００ｈｍ２，主要分布于蒲家、沙河、朝天、
西北等乡镇。其主要特征见表３。
３．４　朝天区核桃特异资源

通过多年的连续调查，朝天区核桃除以上主栽

品种外，还有特异性明显的露仁核桃、穗状核桃、乌

米籽核桃、三棱核桃、巨型核桃等６个品种。在今后
的育种中，可作为新型的育种材料加以利用。

３．４．１　露仁核桃
分布于朝天区蒲家乡、羊木镇。树势旺，树冠开

张，分枝力强，雌先型，３月下旬发芽，４月上中旬雌
花盛期。８月下旬坚果成熟。坚果近圆形，内褶壁
退化，横隔膜质，取仁极易。出任率极高，可达７０％
以上，核仁充实饱满，大小年结果现象不明显。

３．４．２　穗状核桃
羊木镇、中子镇均有单株分布。又称串核桃。

树势旺盛，树枝开张，分枝力强，嫁接树２ａ～４ａ开
始形成雌雄花。每雌花序着生１０～１５朵雌花，多达
２０朵以上，座果率７０％左右。每果序多着生６～１２
个，多者达２０个以上。雄花多，花序长１０ｃｍ以上。
雄先型。３月底 －４月初发芽，４月中旬为盛花期。
８月下旬坚果成熟。１年生枝浅褐色，粗壮，节间较
短。芽长三角形，主、副芽贴生。复叶长６０ｃｍ，小
叶多为９～１１片，长６ｃｍ～２０ｃｍ，椭圆披针形，果柄
粗。果皮浅绿色，有细茸毛。枝组分布均匀，坚果扁

圆形，内褶壁退化，横隔膜膜质，易取整仁。核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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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朝天区核桃主栽品种特征与分布表

种类 分布 特征 坚果品质

硕星
蒲家、羊木、沙河、中
子、转斗等 ２０佘乡
镇。

树势中庸，树体强健，树冠较开张，树形紧凑，分枝力强，树形圆形或半圆
形，结果期较早，在秦巴山区高接后２ａ～３ａ开始结果，５ａ左右可达盛
产期，属中晚实品种，结果主要以双果和３果为主。坚果圆形，果面光
滑，果形端正，缝合线核低平。腹径３９５ｃｍ，缝径３６６ｃｍ，果高４００
ｃｍ，三径平均３８７ｃｍ，单果重量１７３ｇ，果仁重量９４ｇ，壳厚１３ｍｍ。

种仁浅黄色，取仁易，仁饱
满，口感好，出仁率 ５４３％。
粗脂肪含量６９５３％，粗蛋白
含量１２１６％。

夏早
羊木、中子、临溪等
乡镇。

树冠开张，分枝力强，早期生长旺盛，以后逐渐缓慢。结果期较晚，在朝
天高接后要在４ａ～５ａ左右才开始结果，树冠相对较大，后期产量高，属
晚实类品种。坚果圆形，纵径３３１ｃｍ，横径３３８ｃｍ，侧径３３２ｃｍ。三
径大小平均３３８ｃｍ，果面较光滑，缝合线较高，单果重１１８２ｇ，壳厚１１
ｍｍ，取仁易。

种仁色泽浅、仁饱满，口感
好，出仁率 ５１．９％。粗脂肪
含 量 ７３６５％，粗 蛋 白
１０２７％。早熟是其最大的
优点。

蜀朝２号 蒲家、沙河、朝天、西
北等乡镇。

树势强盛，枝干较直立，树冠较大，分枝力强，结果以顶生为主，果枝率
高，结果期较晚。通过嫁接改良后，４ａ左右即可结果，６ａ后可达始盛期
或盛果期。果实圆形，果型端正美观，果顶微尖，果基平，果面光滑，缝合
线低平。平均果重１７６ｇ。内壁退化似蛋壳，隔膜膜质，壳厚１２ｍｍ，取
仁极易，整仁率可达９０％以上。

种仁饱满，仁色浅，口感好，
品质上，出仁率５４８３％。粗
脂肪、粗蛋白含量分别为
７４２８％和２０７０％。

实饱满，色浅、味香，早期产量比其他核桃高，大小年

现象较明显。

３．４．３　乌米籽核桃
以沙河镇最闻名，其他各地也有零星分布。俗

称“乌米籽”、又称“灰米籽核桃”，为栽培核桃品种

的一个类型。其主要特征是坚果的内种皮为灰褐色

或部分约略带紫褐色。以鲜食口感最佳，产品供不

应求，有很好的开发价值。该品种约占当地核桃总

量的５％左右。１９９７ａ～２００１ａ期间，就选出了省级
认定“沙河核桃”品种。

３．４．４　三棱核桃
它的主要特征是坚果有３条缝合线，俗称“三

棱核桃”。坚果圆形，果基平，果顶微尖。内褶壁退

化，横隔膜骨质或膜质，取仁较易。出仁率比一般核

桃略低。

３．４．５　巨型核桃
属于零散分布（各乡镇均有），树势强健，树冠

开张。雄先型，个别品种有大小年现象。４月上旬
雌花开放，８月下旬坚果成熟。果实外观不规则，果
基凸出，果顶有尖有突，坚果重达２５ｇ左右，个别品
种达３０ｇ以上。

４　小结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核桃就是朝天区的名特产
品，２０００年以来，朝天区将核桃列为全区的支柱产
业，２０１７年核桃总产量达到４３０００ｔ，实现产值２０
余亿元。先后被评为全国核桃良种基地县（区）、全

国经济林先进县（区）、中国核桃之乡等荣誉。通过

调查，摸清了朝天区核桃种质资源分布状况和存在

品种混杂、病虫害严重、产量差异大和分布不均及产

业发展模式缺陷等问题。

为此，一是大力培育开发核桃优质资源。从调

查资料看，朝天区核桃优质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地

理位置特殊，海拔及生长周期、产量、质量差异等因

素，有必要在不同海拔地区选育和培育优质核桃品

种进行就近扩繁推广，以便满足不同的气候需求。

同时，对６个具有特异性的核桃品种要进一步开发
和利用，尤其是以乌米籽核桃为特色的系列品种的

开发还有巨大潜力，这是进一步做大做强核桃产业

的必要条件之一。二是适度引进外地品种开展品比

试验。要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适度引进部分核桃

品种，尤其是周边省市区的优良品种，开展品比试验

和进行杂交育种试验，进一步丰富朝天区优质核桃

品种资源。三是核桃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有待进一步

完善。围绕提高核桃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从核桃花、

果仁、果壳、青皮及叶片上入手，在产业链条的延伸

和融合上下功夫，聚集发展业务链条互补产业，形成

三产融合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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