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９卷　第６期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Ｖｏ１．３９，　Ｎｏ．６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ｃ．，　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０９
　　基金项目：川西南山区核桃低效林改造及标准化栽培技术研究。
　　作者简介：吴万波（１９８１），男，四川成都人，高级工程师，本科，主要从事经济林育种与栽培技术的研究。

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７９／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８

四川核桃属植物种质资源现状与利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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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川核桃属植物种质资源丰富，是泡核桃的重要原产地，是核桃和泡核桃的天然交错地带，蕴藏着丰富的
优良、特异种质资源。在不同的生态区域通过杂交、选择、引进等形式先后选育优良品种近８０个，并初步完成良种
的区划化配置。结合四川产业发展趋势和资源特点，进行未来种质资源利用的初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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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是我国核桃主要栽培区和种质资源富集
区，栽培面积已经突破１００万ｈｍ２，栽培面积和产量
均位列全国第三，在全省山区脱贫攻坚中有着举足

轻重的产业地位［１］。但是由于四川核桃种质资源

极其丰富，气候类型复杂，在产业发展中存在乡土资

源利用程度不高、品种布局不完善、良种使用不规范

等现状，较大程度影响了全省核桃产业的效益，需要

对全省种质资源、优良品种等进行科学认识和利用，

更好发挥资源优势，服务产业发展。

１　四川核桃属植物种质资源分布特点

１．１　四川西南部是泡核桃的重要原产地
胡桃属植物中泡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ｓｉｇｉｌｌａｔａＤｏｄｅ）是

中国特有种，四川西南部山区则是这一特有种的起

源地之一［２］。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于１９８１年在
四川冕宁县野海子发掘出大量木材、果实、枝叶等森

林遗迹，遗存中的核桃经鉴定为泡核桃，经对木材



Ｃ１４年龄鉴定为距今６０５８±１６７年。在四川西南山
区雅砻江流域盐源县、德昌县、冕宁县等地有大面积

的野生铁核桃，以纯林或同桤木（Ａｌｎｕｓｃｒｅｍａｓｔｏｇ
ｇｎｅ）、西南樱桃（ＰｒｕｎｕｓＰｉｌｏｓｉｕｃｕｌａ）、桦木（Ｂｅｔｕｌａａｕ
ｓｔｒ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等混生［３］。四川西南部山区泡核桃大面

积呈野生状态，这是历史悠久的有力见证，是原产地

的重要象征。处于半野生状态的泡核桃大树更是广

泛分布于四川西南山区，如在对凉山州木里藏族自

治县的资源调查中，仅３个乡镇就分布２００ａ生以上
的大树５０００株以上，８００ａ以上的大树１００株以上。
１．２　四川是核桃和泡核桃的天然交错地带

学界认为川境内有核桃（Ｊ．ｒｅｇｉａ．Ｌ）同泡核桃
自然分布界限，历史上北部以岷江为界，中部是大小

相岭及峨眉山为界，南部以雅砻江中下游为界。调

查过程中发现四川西南的凉山州北部是泡核桃向核

桃过渡的天然交错地带，大致范围为冕宁县北部、甘

洛一线的大渡河中下游。西昌市、盐源县、德昌县、

会理县、宁南县、米易县等为泡核桃的主要分布

区［４］。

表１　川西南山区核桃与泡核桃地理分布统计表
地点 经度 纬度 海拔（ｍ） 分布特点

盐源县马鹿乡 ２７°１０′ １３００ 泡核桃１００％
盐源县大河乡 ２７°３５′ １７５０ 泡核桃１００％
木里县下麦地乡 ２７°５０′ ２１８５ 核桃占５０％，泡核桃占５０％
木里县乔瓦乡 ２７°５５′ ２１６５ 核桃占７０％，泡核桃占３０％
木里县博科乡 ２８°９′ ２３４５ 核桃占８０％，泡核桃占２０％
木里县桃坝乡 ２８°１０′ ２４３０ 核桃占４７％，泡核桃占５３％
冕宁县泽远乡 ２８°１２′ １９００ 泡核桃１００％
雷波县山棱乡 ２８°１７′ １３５０ 泡核桃１００％
冕宁县麦地乡 ２８°２０′ ２０００ 泡核桃８０．６％
美姑县洒库乡 ２８°３３′ ２１７１ 核桃占６６．７％，泡核桃占３３．３％
越西县大花乡 ２８°３６′ １９００ 核桃占４３％，泡核桃占５７％
冕宁县曹古乡 ２８°３８′ ２１６３ 核桃占１６％，泡核桃占８４％
甘洛县阿嘎乡 ２８°４５′ １５５４ 核桃占５７％，泡核桃占４３％
甘洛县两河乡 ２９°０６′ １９６３ 核桃占１００％
甘洛县黑马乡 ２９°１２′ １１２４ 核桃占８７％，铁核桃占１３％

　　核桃与泡核桃在川西南山区分布特点是：水平
分布是随着纬度的增高，泡核桃比例逐渐减少，核桃

分布增多，其天然界限为沿冕宁北部、甘洛县一线的

大渡河中下游；垂直分布上来看是在海拔 ２０００ｍ
以上地区有核桃分布，并随着海拔升高核桃分布逐

渐增多，泡核桃分布逐渐减少，核桃在最高分布可达

海拔３０００ｍ。

２　四川核桃属植物种质资源特性及优良种
质资源

　　四川核桃品质优异，茂汶、泸定等地核桃久负盛
名。核桃分布区受高山大川阻隔，立体气候类型复

杂，长期的天然杂交、演化，形成了早实与晚实两大

类型并存，丰富多样遗传类型和生态类型。在生物

学特性、形态特征等方面形成了明显的差异，种质资

源多样性明显［５］。

我国核桃属中５个种和１个变种，四川有野核
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Ｄｏｄｅ）、泡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ｓｉｇｉｌ
ｌａｔａＤｏｄｅ）及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等种，用于经济
栽培的主要有核桃和泡核桃２种［６］。经过长期栽培

利用和选择，形成众多的地方农家品种和培育品种，

有露仁核桃、薄壳核桃、香核桃等类型。但是系统的

核桃良种选育工作起步于“九五”林木育种攻关［９］。

至今先后选育出经四川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认）定优良品种近８０个，截至目前在有效期内的
核桃良种 ６７个，其中本地乡土品种 ４１个（占
６４１％），引种品种１９个（占２９７％），人工杂交选
育品种４个（占６３％）。按核桃种类区分，属于核
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品种有４５个（占７０３％），泡核
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ｓｉｇｉｌｌａｔａＤｏｄｅ）品种１９个（占２９７％）。

表２ 审定核桃良种

序号 品种名 品种来源 审定情况 编号

１ 川早１号 杂交 ２０１５年通过国审 国ＳＳＶＪＳ０１９２０１４
２ 冕漾 引种驯化 ２０１３年通过省级审定 川ＳＥＴＳＪＳ００２２０１２
３ 硕星 乡土资源选育 ２０１０年通过省级审定 川ＳＳＣＪＲ００１２００９
４ 夏早 乡土资源选育 ２０１０年通过省级审定 川ＳＳＣＪＲ００２２００９
５ 盐源早 乡土资源选育 ２０１０年通过省级审定 川ＳＳＣＪＲ００３２００９
６ 川早２号 杂交 ２０１７年通过省级审定 川ＳＳＣＪＳＪＲ００１２０１６
７ 青川１号 乡土资源选育 ２０１８年通过省级审定 川ＳＳＣＪＲ００３２０１７
８ 云新云林 引种驯化 ２０１８年通过省级审定 川ＳＳＣＪＳＪＲ００４２０１７

３　种质资源发掘利用思考与品种区域配置

四川核桃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种质资源，在特殊

商品性状等方面变异丰富，有很多优异的类型，具有

巨大的优良品种选择潜力及丰富的优良遗传性状改

良的基因基础，进一步开展优良种质资源的调查、收

（下转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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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优化经营模式，

通过公园＋公司＋乡村的模式，建立诚信和协作的
相对稳定的共生性战略合作关系，资源共享、利益共

享，相互关联，相互带动，在周边集体林地与农地开

展林草、林药、林花等林下产业和生态观光农业建

设，扶持周边特色民宿产业发展，充分提升公园周边

社区、村庄生活空间内土地利用效率，将单一的居民

居住空间、传统农业生产空间向旅游服务接待、保护

管理、休憩娱乐、生态宜居、特色产业等多功能空间

转变，构建乡村旅游发展示范样本，既可有效延伸区

域游览范围，提升生态公园区域承载能力，又可解决

公园吃、住等服务设施不足、品质低等问题，亦可有

效带动周边居民增收致富，实现乡村振新，促进区域

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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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选育更符合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的优良品

种。依托现有种质资源，积极开展高抗（黑斑病、炭

疽病）、耐低日照、加工专用型等新品种的选育和培

育，贮备核桃产业发展新阶段对品种的需求。积极

依托现有品种基础，结合气候近似区域良种引进，进

一步开展不同气候区核桃良种区域化试验研究，科

学配置核桃品种，优化全省不同适宜区及局部小气

候区域品种布局。

３．１　川西高山峡谷区
该区位于川西、川西北的高山峡谷地区，包括岷

江上游的阿坝州中南部，主要适宜品种为有：客龙

早、薄壳早、珍珠核桃、理县香等。

３．２　川西南山地区
该区位于四川西南缘，东抵四川盆地，西跨横断

山系，北接川西高原，南临金沙江畔，与云南省接壤，

主要适宜品种为有：冕漾、盐源早、攀核１号、白鹤滩
米核桃、巴塘金核１号、得荣１号、乡核１号、石棉巨
型核桃、石棉指核桃［１０］。

３．３　四川秦巴山区
该区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和东北缘，是四川盆地

向青藏高原和秦巴山地的过渡地带，主要适宜品种

有：硕星、青川１号、旺核１号、川早１号、川早２号

等。

３．４　四川盆地中部区
本区泛指四川盆地中部地区，以平坝、浅丘、深

丘为主要地貌，主要适宜品种为：云新云林、平灵１
号、川米核、天府纸核、清香、川早１号、川早２号、川
早３号、双早、早丰等［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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