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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西南缘山地核桃产业良种化

发展现状及对策
———以宁南县为例

史元敏
（宁南县林业和草原局，四川 宁南　６１５０００）

摘　要：对宁南县山地核桃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指出核桃产业良种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加快良种
选育、推广自选本土良种、利用现有核桃园改建为良种采穗圃、加强良种嫁接管理技术培训等对策及建议，以促进

核桃产业良种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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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发展核桃产业具有
地理区位好、土地资源充足、自然条件优越、种质资

源丰富、核桃种植区域天然隔离较好，果树病虫害较

少等优势，是四川省泡核桃山地核桃主产区［１～２］，现

有核桃面积８０５７万 ｈｍ２，其中挂果面积１９３７万
ｈｍ２，核桃种植面积已名列全省第一。凉山州核桃

的种植区域大多是山区的荒山荒坡、林中空地、低效

残次林和四旁地，受到立地条件限制，种植较为分

散。现有的种植面积大部分是未经品种选择的实生

核桃，品种良莠不齐，大多需要进行品种改良，但是

受到良种选育滞后、资金投入不足和重造轻管传统

经营观念的影响，完成良种化栽培的核桃种植面积



还比较少，全州核桃产业整体上还处于品种杂、产量

低、经济效益差的状态［３～７］。宁南县是凉山州首个

核桃种植面积超过 ６６６６６７ｈｍ２的木本油料重点
县，一直采用先培养铁核桃和夹瓤核桃砧木再嫁接

改良品种的模式发展核桃种植［８～９］，具有凉山州核

桃产业发展模式的典型特征。本文通过分析宁南县

核桃产业发展现状和良种化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

发展对策，以期能为全州的核桃良种化发展提供参

考。

１　核桃产业发展现状

宁南县地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南部，位

于东经１０２°２７′０９″～１０２°５５′０９″，北纬２６°５０′１２″～
２７°１８′３４″之间，全县面积 １６７０５７ｋｍ２。全县地形
以山地为主，有少量的平坝和河滩地，山地占全县面

积的９５％以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
霜期短，光热资源极为丰富。县境内海拔高差大，形

成明显的立体气候，气候垂直递变规律明显，其中海

拔１３００ｍ～２４００ｍ之间山区是核桃的自然分布区
域，气候十分适宜核桃的生长。该区域的土地除了

小部分缓坡地带适宜耕种农作物外，大部分都是荒

山荒坡和林地，正好为核桃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

土地空间。

１．１　核桃种植面积
自２００９年宁南县实施每年在荒山荒坡栽种核

桃２００万株、１００万株杉木和华山松的林业“三百万
工程”以来，全县２５个乡镇均在发展核桃种植，核
桃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截至２０１７年年底，宁南县的
核桃保存面积已达到６６９万 ｈｍ２（见图１），其中零
星栽植面积 ３２０万 ｈｍ２，成片栽植面积 ３４９万
ｈｍ２。根据凉山州核桃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年—２０２５年），全县的核桃种植已基本做到
了适地适树、应栽尽栽的产业发展要求，不适宜再扩

大种植规模。

１．２　产量和产值
宁南县２０１８年核桃挂果面积２２万 ｈｍ２，其中

盛果期面积１２万ｈｍ２，年产核桃干果８１５０ｔ，其中
盐源早青皮核桃产量 １６４００ｔ，按４ｋｇ青皮晒１ｋｇ
干果的标准计算，折合干果产量 ４１００ｔ；本地泡核
桃年产量 ４０５０ｔ。核桃单产只有３７０ｋｇ·ｈｍ－２，远
低于国家５４０ｋｇ·ｈｍ－２的单产水平［１０～１２］，但宁南

县核桃挂果树龄比较小，产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１　宁南县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核桃发展面积
Ｆｉｇ．１　Ｎｉｎｇｎ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ｆｒｏｍ２００９ｔｏ２０１７ｗａｌｎｕｔ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ｒｅａ

根据宁南县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的经济林产品统计数据。
由于宁南县还没有核桃深加工企业，核桃只能以青

皮核桃、湿核桃、核桃干果３种商品形态进行出售，
销售价格受市场影响波动较大，近４年来销售价格
一直在下降，２０１８年干果销售均价１５万元ｔ－１左
右，仅有２０１４年干果销售价格的５０％，甚至比２００９
年的销售价格还要低（见图２）。因此，宁南县２０１８
年核桃产值只有１２２亿元左右。

图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核桃干果价格趋势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ｉｃｅｔｒｅｎｄｃｈａｒｔｏｆｄｒｉｅｄｗａｌｎｕｔｆｒｕｉｔ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９ｔｏ

２０１７

２　核桃良种化现状

２．１　良种化面积
由于经济原因，宁南县一直采用本地泡核桃、铁

核桃和夹瓤核桃的实生苗进行繁殖，其中铁核桃和

夹瓤核桃占大多数，仅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６年间新栽植
的面积就有５２９万ｈｍ２。一般管理情况下，铁核桃
和夹瓤核桃在定植８～１０年后开始挂果，１６年左右
达到盛果期，效益显现缓慢［１３］；而且铁核桃和夹瓤

核桃坚果销售价格多年都稳定在６～７元·ｋｇ－１，经
济效益比较低。核桃种植户要想获得更好地经济收

益，必须进行品种改良。一般管理情况下，铁核桃砧

２６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４０卷



木在定植后２～４年内地径可达３ｃｍ左右，此时嫁
接改良效果最佳，嫁接成活后３～４年即可投产，能
明显提前核桃挂果的时间；嫁接成本在３～４元·
株 －１之间，按照目前 １５元·ｋｇ－１的核桃均价来计
算，只要坚果产量达到０３ｋｇ就能回收成本，性价
比还是比较高的。

为了让核桃尽快挂果见效益，宁南县从２０１０年
左右就开始了核桃嫁接改良工作，嫁接的品种以普

通本地泡核桃、盐源早、白鹤滩米核桃、状元黄和清

香为主，夹杂着少量的漾濞大泡和新疆核桃。截止

２０１８年底，全县已累计完成３１３万 ｈｍ２核桃的嫁
接改良工作，其中使用本地普通泡核桃接穗进行嫁

接改良的核桃１５４万ｈｍ２，使用良种接穗嫁接的核
桃１５９万ｈｍ２，嫁接改良过程中的良种使用率约为

５０８０％。现有的良种嫁接面积仅占全县核桃种植
面积的２３７７％，良种化程度还比较低。目前已有
１８８万ｈｍ２嫁接改良过的核桃进入结果期，挂果的
品种主要是盐源早核桃和嫁接的普通本地泡核桃，

其中盐源早核桃挂果面积 ０９４万 ｈｍ２，年产核桃
４１００ｔ，单位面积产量４３６ｋｇ·ｈｍ－２，是同期嫁接
的普通本地泡核桃单位面积产量的５倍，早果性和
丰产性特别好（见表１）。白鹤滩米核桃和状元黄核
桃由于嫁接时间较晚，目前产量还不高，但这两个品

种是宁南县在全县范围内筛选出的优良品种，干果

的单产量和品质是远高于普通本地泡核桃的。生产

实践表明，使用良种接穗嫁接核桃能迅速、明显地提

高核桃的产量和品质。

表１ ２０１８年核桃主要栽培品种面积、产量及产值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ａｒｅａ，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ａｊｏｒ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ｉｎ２０１８

栽培品种
定植到挂果需要
的时间／ａ

现有栽培面积

／万ｈｍ２
挂果面积

／万ｈｍ２
产量
／ｔ

单位面积产量

／（ｋｇ·ｈｍ－２）
产值
／万元

未嫁接铁核桃和夹瓤核桃 ８～１０ ３．２４
原生本地泡核桃 ８～１０ ０．３２ ０．３２ ３３５０ １０４７ ５０２５．０
０嫁接本地泡核桃 ５～８ １．５４ ０．８３ ６９０ ８３ １０３６．０
本地普通泡核桃小计 １．８６ １．１５ ４０４０ ３５１ ６０６１．０

嫁接的
良种核桃

状元黄核桃 ５～８ ０．１１ ０．０１ 　 １ 　１０ 　 ２．４
白鹤滩米核桃 ５～８ ０．２０ ０．１０ ９ ９ １９．２
盐源早 ４～５ １．１０ ０．９４ ４１００ ４３６ ６１５０．０
清香 ４～５ ０．１８

小计 １．５９ １．０５ ４１１０ ３９１ ６１７１．０

２．２　良种应用情况
宁南县现有的核桃栽培面中，良种种植面积有

１５９万ｈｍ２，品种主要有本地良种白鹤滩米核桃、
状元黄和引进良种盐源早、清香４种，其中白鹤滩米
核桃、状元黄、盐源早在栽培过程中表现良好，适宜

在宁南县海拔 １３００ｍ～２３００ｍ范围内推广栽培；

清香核桃病虫害严重，长势差，不适宜推广（见

表２）。目前，适宜低海拔干热河谷区域和海拔
２３００ｍ以上核桃种植区域推广的品种还未选育出
来，也没有引进相应的外地良种，导致该区域核桃产

业发展出现了需要良种加以推广，但没有良种可以

选择的局面。

表２ 宁南县核桃良种应用情况统计表

Ｔａｂ．２ Ａｐｐｌｖ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ｗａｌｎｕｔｓｅｅｄｓｉｎＮｉｎｇｎ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核桃品种 类别
最适宜
推广区域

与本地普通泡核桃相比

品种优势 品种劣势

应用面积

／万ｈｍ２
挂果面积

／万ｈｍ２
产量
／ｔ

销售单价

／（万元·ｔ－１）

盐源早 省级审定
海拔１３００～
２０００ｍ的区域

结果早、产量高，成
熟早

干果品质一般，只适宜作
为鲜食品种

１．１ ０．９４ ４１００ １．５

白鹤滩
米核桃

省级认定
海拔１５００～
２３００ｍ的区域

干果品质好，产量
高，病虫害少，适应
性好

挂果时间与普通泡核桃
相近，比盐源早晚

０．２ ０．１ ９ ２．４

状元
黄核桃

县级自选品种，
正在申请省级
认定

海拔１５００～
２３００ｍ的区域

干果品质好，产量
高，病虫害少，适应
性好

挂果时间与普通泡核桃
相近，比盐源早晚

０．１１ ０．０１ １ ２．４

清香 省级认定 不适宜推广 挂果早 病虫害严重 ０．１８ ０ ０ ０
小计 １．５９ １．０５ ４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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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全县共有１０５万 ｈｍ２良种核桃挂果，
年产干果 ４１１０ｔ，年产值 ６１７１万元，其中盐源早核
桃 ４１００ｔ，销售均价１５万元·ｔ－１，与普通本地泡
核桃销售价格持平，由于上市较早，外销容易，加上

盐源早核桃产量高，经济效益比普通泡核桃好很多；

白鹤滩米核桃和状元黄核桃产量只有１０ｔ左右，因
坚果品质良好，价格一直维持在 ２４万元·ｔ－１左
右，是普通本地泡核桃销售价格的１６倍，在县内就
能完全销售。从整体上来看，使用核桃良种能明显

的提高核桃种植的经济效益。

２．３　规模化发展潜力

宁南县成片核桃栽植面积有３４９万 ｈｍ２，占全
县核桃种植面积的５２１７％，其中单片面积在千亩
以上的核桃种植面积就有３１２万ｈｍ２，主要分布在
海拔 １５００ｍ～２３００ｍ的区域，该区域水源条件良
好，道路交通方便，具有规模化发展核桃产业的潜

力。现有的成片面积中有１７７万 ｈｍ２已完成了嫁
接改良工作，还有１７２万 ｈｍ２需要进行品种改良，
嫁接品种规划以白鹤滩米核桃、状元黄、大优３个良
种为主，预计需要良种接穗 ６４６８万个（见表 ３）。
加上零星栽植面积嫁接改良需要的良种接穗，宁南

县在未来４年内需要良种接穗８００余万个，平均每
年需要良种接穗２００万个，其中本土良种 －白鹤滩
米核桃、状元黄每年的需求量在１６０万个以上。宁
南县现有核桃良种采穗圃６６６７ｈｍ２，用于引进和
繁育盐源早、白鹤滩米核桃、状元黄、清香、紫癑、美

国长山核桃等品种，其中繁殖盐源早的采穗圃

３３３３ｈｍ２，２０１９年可提供接穗１５０余万个，出现了
产能过剩现象；繁育白鹤滩米核桃和状元黄的采穗

圃面积大约有 ２６６７ｈｍ２左右，因繁育时间较晚，
２０１９年的接穗产量只有８０万个左右，远不能满足
核桃良种化对乡土良种接穗的需求。

表３ 宁南县成片核桃嫁接改良情况统计表

Ｔａｂ．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ｉｎＮｉｎｇｎ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种植区域 土壤
现有成片面积

／万ｈｍ２
其中已经嫁接部分 未嫁接部分

面积

／万ｈｍ２ 主要嫁接品种
未嫁接的成片

面积／万ｈｍ２
规划推广
的良种

预计需要接穗
数量／个

海拔１５００ｍ
以下区域

红褐土、红壤 ０．４３ ０．１４ 大优、本地泡核桃 ０．２９ 大优 １２１．８

海拔１５００～
２３００ｍ区域

山地黄壤、黄红
壤、红壤

２．７３ １．４８
大优、本地泡核桃、
白鹤滩米核桃、状元
黄、清香

１．２５ 白鹤滩米核桃、状
元黄

５２５

海拔２３００ｍ
以上区域

山地黄壤、黄棕壤 ０．３３ ０．１５ 本地泡核桃 ０．１８ 本地泡核桃 ７５．６

合计 ３．４９ １．７７ １．７２ ７２２．４

３　发展对策

３．１　加快良种选育、引进工作
宁南县原生泡核桃种质资源丰富，有不少独具

地方特色的优良农家品种，可加大选育力度，从中筛

选出更多优良的乡土良种为生产所用，对于前期选

育成功的乡土良种－白鹤滩米核桃和状元黄要加快
良种审（认）定工作；同时做好新品种的引进、驯化

选育工作，以期能选育出１～２个适宜低海拔干热河
谷区域和海拔 ２３００ｍ以上核桃种植区域发展的良
种。

３．２　积极推广本土良种
随着全国核桃种植面积的迅速增加，核桃市场

竞争日趋激烈，对核桃的品质、特色、效益要求愈来

愈高，而核桃坚果的品质和特色主要由种植品种决

定，具有地方特色的核桃优良品种能有效地提高核

桃的市场竞争力［１４，１５］。宁南县后期的良种推广将

以乡土良种－白鹤滩米核桃和状元黄为主，搭配适
量的盐源早。在海拔 １５００ｍ以下的区域主要发展
盐源早核桃，充分发挥该品种果实早熟的特性，打造

早熟鲜食核桃基地；海拔 １５００ｍ～２３００ｍ的区域
主要发展白鹤滩米核桃和状元黄核桃，不再发展盐

源早核桃，还要将区域内病虫害严重的清香核桃高

枝换接成白鹤滩米核桃或状元黄核桃；海拔

２３００ｍ以上的区域还没有选育出适宜发展的良种，
只能嫁接本地泡核桃，待适宜该区域发展的良种选

育出来后再通过高枝换接成良种。

３．３　利用现有核桃园改建为良种采穗圃，增加良种
接穗供应

当前制约宁南县核桃良种化发展的最大障碍是

主栽乡土良种接穗严重不足，建立能在短期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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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优质白鹤滩米核桃、状元黄接穗的采穗圃是促

进核桃产业良种化发展的关键。目前白鹤滩米核

桃、状元黄集中连片栽培的面积主要分布在六铁子

各村和杉树营盘村，可在这两个村选择立地条件好、

栽培管理水平高、品种相对纯且集中连片的核桃园，

通过高枝换接提纯品种纯度，改造成新的良种采穗

圃，采穗圃面积控制在１３３３３ｈｍ２左右；同时筛选
全县范围内早期嫁接的白鹤滩米核桃、状元黄核桃

优良单株，将其作为采穗母树，尽快增加良种接穗的

产量，满足核桃产业发展对乡土良种的需求。对于

产能过剩的大优良种采穗圃，可以组织种植户将接

穗外销，增加种植户收入，同时修枝整形，将采穗圃

逐渐培育成果用林。

３．４　加强良种嫁接技术培训
宁南县的核桃嫁接改良多采用硬枝嫁接，嫁接

时间集中在每年雨水节前后１５天，嫁接工作除少部
分由专业嫁接队伍完成外，大部分都由核桃种植户

完成。由于嫁接技术不娴熟、嫁接后管护不到位等

原因，种植户嫁接的核桃成活率一直都不高，只能勉

强维持在８０％左右，部分种植户嫁接的核桃成活率
甚至达不到６０％。宁南县应组建一支由专业技术
人员、核桃嫁接能手、核桃栽培管理“土专家”组成

的核桃栽培、嫁接技术推广队伍，对种植户进行核桃

嫁接和栽培管理技术培训，让大部分种植户熟练掌

握核桃嫁接技术，提高良种嫁接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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