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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坪县夹绵核桃丰产栽培技术


程静君
（云南省兰坪县林业局能源站，云南 兰坪 ６７１４００）

摘要　云南省兰坪县夹绵核桃是经过长期人工选择和栽培驯化培育出的品种。文章介绍了夹绵核桃丰
产栽培技术，为进一步推广种植夹绵核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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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绵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是云南省兰坪县沿澜沧江的中排乡、石登乡、营盘镇、兔峨乡４个乡镇重要的干
果和木本油料植物，特别是营盘镇、石登乡的产量与产值占全县的一半以上。夹绵核桃在兰坪县境内栽培历

史已超过５００ａ，其果实多用于榨油，可作为饮品的原料，也可做工艺品，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融
为一体的深受人们喜爱的树种。目前，兰坪县种植夹绵核桃面积已超过１６００ｈｍ２，总产值达２００万元，但当
前种植过程中普遍存在经营粗放、经营规模小、产出效益不明显等问题。本项目根据夹绵核桃特性和种植现

状，采取合理的丰产栽培技术，集约经营，科学种植，提高单产，为充分挖掘并发展当地优良树种提供技术支

撑。

１　生物学特性

兰坪县夹绵核桃适宜在澜沧江两岸海拔１６００～２４００ｍ的地方生长，是野生驯化栽培的品种。其适应
性强，耐干旱，耐瘠薄，扎根深，生长快，木材的产量和果实的坐果率较高，多分布在土壤相对深厚、湿润的山

脊、山坳和田边地角，常与栎类及杂木丛等植物混生。夹绵核桃树体较高大，高度可达４０ｍ，胸径达２～４ｍ。
１～３ａ生的枝条一般为油绿色或褐黄色，具有６片以上复叶，复叶具有单叶８～１３片，单叶较大且厚。嫩叶
淡绿色至暗红绿色，老叶浓绿色。坚果形状各异，有椭圆形、圆球形、卵形、扁圆形；果壳不光滑，壳表面的麻

点大小不一，内隔和内褶相对发达，种壳厚１．２～１．６ｍｍ。骨质较坚硬，取仁较易，具有仁白、味香、含油率高
的特点，出仁率４４．０％～５５．０％，核果含油率２８．４％ ～４５．０％［１］；仁为黄白色，少量为杂色。开花类型有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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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同型、雌先型、雄先型。每年的２—３月芽体开始萌动，３—４月雌雄花开放，８—９月期间果实成熟，１０—１２
月落叶。

２　苗木培育

２．１　选种
以连续丰产、品质好、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种仁饱满的２８～３８ａ生壮龄母树作为选种对象，其干果质量

在４０～４８个／ｋｇ为宜。当坚果达到形态成熟，即青皮由绿逐渐变黄并开裂时即可采收。为保证种子的质
量，种用核桃应比商品核桃晚收５～８ｄ，且果实不宜放在水泥地面、石板及铁板上受阳光直接暴晒，以免影响
种子的活力。

２．２　播种处理
秋播种子可直接播种。春播时，播种前应进行浸种处理以提高发芽率，主要有以下 ５种浸种处理方

法［２］。

２．２．１　冷水浸种法　用冷水浸泡７～１０ｄ，每天换水１次，或将盛有核桃种子的麻袋放在流水中，使其充分
吸水膨胀裂口，然后置于通风阴凉的地方，水干后即可播种。

２．２．２　冷浸日晒法　用冷水浸泡６～９ｄ，将冷水浸泡过的种子置于阳光下暴晒，待大部分种子裂口时即可
播种。

２．２．３　温水浸种法　将种子放在８０℃温水缸中，不断搅拌使其自然降至常温，再浸泡６～９ｄ，每天换水，种
子膨胀裂口后，捞出播种。

２．２．４　石灰水浸种法　将１．５ｋｇ石灰加１０Ｌ水制成溶液，然后倒入５０ｋｇ核桃，并用石头压住，再加冷水，
不换水浸泡７～８ｄ，然后捞出暴晒几小时，种子裂口即可播种［３］。

２．２．５　开水浸泡法　当时间紧迫、种子未经沙藏但急需播种时，可将种子放入缸中，然后倒入种子量１．５～
２．０倍的开水，边倒边搅拌，２～３ｍｉｎ后捞出播种，或搅拌到水温不烫手时捞出倒入凉水中，浸泡１昼夜，再捞
出播种。

２．３　整地
苗圃地应选择地势平坦、背风向阳、排水良好、交通便利、水源条件好、土壤ｐＨ值为５～７的地块。播种

前必须深翻土地，深度为２８～４２ｃｍ，混匀肥料及消灭病虫害。整地时间尽可能在秋冬季节进行。翻耕时要
施足基肥，即施有机肥５２５００ｋｇ／ｈｍ２。采用高温处理或化学药剂福尔马林对土壤进行消毒［４］。

２．４　播种
春季为育苗最佳节令，播种方式多为点播。先做１ｍ宽的苗床，每床播种２～３行，行距２０～３０ｃｍ，株距

１０～１５ｃｍ，垄作时一般每垄背中间播１行，株距１０～１５ｃｍ，宽垄可播２行。播种时应把种子缝合线与地面
垂直，种尖向一侧摆放。播种后覆土厚度５～１０ｃｍ，秋播较深，春播可浅。播种时若苗床宽１ｍ，每床３行，
株距为１２ｃｍ，则播种量约为１１５００ｋｇ／ｈｍ２。播种后要适时追肥，用３％的尿素或磷酸二氢钾液喷撒叶面，
每隔８ｄ喷１次。春播后１８～２２ｄ开始发芽出苗，３８～４４ｄ出齐。雨水多的地方要注意排水。苗木移栽起
苗前１周要灌透水１次，便于挖掘和保持水份。

３　种植技术

３．１　种植标准
２ａ生实生苗出圃种植成活率较高。当集中连片造林时，绝大多数采用植苗法，栽前细致整地，严格按照

以下标准进行。

３．１．１　优质立地　在适宜种植区选背风向阳缓坡地、平地、排水良好的沟坪地块或四旁（村旁、地旁、路旁、
沟旁）空地进行建园、间（套）种或零星种植。种植地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有机质含量高、保水及透气性好、土

层厚度大于１ｍ的微酸性壤土或沙壤土。
３．１．２　标准塘　按长、宽、高均为８０ｃｍ的标准挖一个定植塘。挖塘时上、下层土分开放，坡地上层土放在
定植塘的水平方向两侧，下层深土放在定植塘的坡方向。预整地时间为雨季结束后的１０月—次年２月，宜
早不宜晚，整地后日晒不少于３０ｄ，不宜现挖现栽。
３．１．３　优质幼苗　选发育健壮、苗干通直、色泽正常、顶芽饱满、愈合良好、根系完整、无病虫害、无较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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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夹绵核桃苗。苗高２０～６０ｃｍ，地径大于１ｃｍ，主根保留长度大于１５ｃｍ，侧根数十根以上。
３．１．４　肥料　每个定植塘准备一筐５０ｋｇ左右且充分腐熟的农家肥。
３．１．５　定根水　每株浇５０ｋｇ定根水。水从茎部往下淋，使细土往下填充根部空隙。接近根部的水下落
后，细土填充空隙，其余水浇往根部周围。水分全部渗透后，定植盘面上盖一层细土保水。浇水过程中及浇

水后不能再踩踏定植盘，也不能晃动苗木。定植后嫁接口一定要高于定植面３～５ｃｍ。
３．１．６　地膜　定植后盖１张１ｍ×１ｍ的地膜，苗干由膜中央圆孔穿过，薄膜铺平、铺展，四周用细土压实，
中孔处用粒土压严。

３．１．７　围栏　以核桃苗为中心，用６～１０根桩和竹条或木条等编一个直径大于１ｍ、高约２ｍ的防护围栏，
防止耕作过程中人畜损伤。

３．１．８　小环境因子　造林植苗地块应选择适宜核桃树生长的环境条件。
３．２　种植密度

种植过程要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定植，确保造林成效。一般在土层深厚，土壤肥力高的地方种植时，株行

距应大一些，可为７ｍ×８ｍ或８ｍ×９ｍ。在土层薄、土质差、肥力不好的地方种植时株行距小一些，以５
ｍ×６ｍ或６ｍ×７ｍ为宜。实行林粮间种时株行距应增加到６ｍ×１４ｍ或７ｍ×１４ｍ。山地种植应以梯地
宽度为准，一般一个台面１行，台面大于１０ｍ时，可栽２行，株行距一般为５ｍ×８ｍ。有时需专门配置授粉
树，可按每４～５行栽１行授粉树的原则进行定植，原则上是主栽品种与授粉品种的最大距离小于１００ｍ，主
栽品种与授粉品种比例为８∶１。
３．３　种植注意事项

苗木栽植以前，应先剪除伤根，腐化根，然后放在水中浸泡半天，或根系蘸泥浆，使根充分吸收水分。一

般定植穴的深度和直径分别为０．８和１ｍ，采用客土，将表土和粪土混合填入穴底，然后将苗木放入，舒展根
系，分层填土踏实，培土高度与地面基本相平，栽后修好树盘，充分灌水。如土质差，下层为石砾不透水则应

加大加深定植穴。注意苗木在穴中的深度，可稍高于原苗圃的深度，栽后７ｄ可再灌水１次。

４　丰产栽培措施

４．１　土壤管理
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土层结构（环境因子），并且土壤要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其次土壤要有适宜的水分

和养分条件；再次土壤要经消毒无病害并且加固好。

４．２　林粮间作
成片造林可以与公益林建设、退耕还林工程、陡坡地治理、澜沧江生态修复工程治理工程有机地结合，提

倡实行林粮间作，重点以薯类、豆类、禾谷类等低杆作物为主。在幼林期间大力推广林粮间作不仅可使植株

长势良好，更重要的是可获得早期经济效益，达到长远利益与短期效益的有机结合，以短养长。在对农作物

进行翻耕、松土、除草、施肥和浇水过程中，对夹绵核桃树也起到了抚育作用。间作方式有水平间作与立体间

作２种，重点推广立体间作。石登乡谷川、三角河、拉竹河、界坪、车邑坪和营盘镇恩罗村等地大力推广林粮
间作，出现了核桃与木豆（Ｃａｊａｎｕｓｃａｊａｎｃ）、核桃与板兰根（Ｌｓａｔｉｓ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核桃与蔬菜、核桃与黄豆（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等间作模式。
４．３　耕翻

宜选择春夏两季进行，条件具备的应年年深翻树盘，翻耕深度行间为７０ｃｍ，树盘宽度为２０～３０ｃｍ，耕
翻时树冠垂直投影面积以外宜深，树盘附近宜浅，尽可能不伤根系。

４．４　追肥
追肥过程是根据土壤的养分状况和核桃的营养需求而确定的，幼树、初果树、盛果树和衰老树对肥料的

需求量不同。幼龄林到成熟林期间，以环状施肥法为主，施肥时间选择在夏季为宜。追肥在发叶前、落叶后

和果实硬核期，重点以农家肥（厩肥）为主，８ａ生左右的植株每株应施肥２００ｋｇ，大树在４００ｋｇ以上。必要
时应施微量元素［５］。

４．５　除草
杂草丛生、条件恶劣的地方重点以人工除草为主，每年人工除草２～３次。经济条件和立地条件好的地

方可以用化学方法除草。

４．６　灌溉

７８广 东 林 业 科 技　２０１４年第３０卷第６期



澜沧江干热河谷（兰坪段）等地区的降雨量偏低，一般都在６００ｍｍ以内，因此灌溉尤为重要。灌溉时间
尽量在每年２—４月，也就是核桃的萌动期，旱情严重的年份５—６月也需灌水，同时要注重实用与节水相结
合。

４．７　整形修剪
夹绵核桃特别讲究整形修剪技术。整形修剪分为夏剪和冬剪，以冬剪为主，夏季进行适当摘心。整形修

剪的原则是：先大枝后小枝，先上部后下部，先冠外后冠内。从未修剪过的壮树，逐年调整，逐年修剪。通过

人为干预定型，合理地进行整形修剪，可以调整树体结构，使主干牢固，枝条疏密得当，透气通风透光，促进果

实饱满、丰产，延长经济寿命。

４．８　防治病虫害
雨季定植塘积水时要及时排水，以防根腐病的发生。特别是出现黑斑病、白粉病、黄刺蛾（Ｃｎｉｄｏｃａｍｐａ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与小吉丁虫（Ａｇｒｉｌｕｓｌｅｗｉｓｉｅｌｌｕｓ）等病虫害时要采用综合防治的方法及时防治。
４．９　防冻稳产

在海拔相对较高、有霜冻危害地区种植幼树，入冬前应结合涂白用稻草或玉米秸秆等方式进行直接遮盖

防冻。幼树刷白，可防冻害。树龄较长而不结果的植株应进行环剥放水、“砍伤处理”来调节树势，提高产

量。

４．１０　改良更新
兰坪县沿江各乡镇种植了大量的各类核桃，其中“老龄化”的比例占了一部分，特别是石登乡、营盘镇夹

绵核桃树老龄化严重，要提高产值与产量，必须进行改良更新。

４．１０．１　整株更新　对树干或主干空心、连续３ａ产量下降、树龄在７０ａ以上无法进行更新的，应在附近移
栽当地优质夹绵核桃进行培育，待新移植树苗有望收获时将老树砍去。

４．１０．２　枝干更新　枝干要去劣存优，除去腐枝及即将枯烂的枝条，保留有发展空间的枝条。
４．１０．３　高枝嫁接　当地夹绵核桃树有“百年不衰”的特点，进行高位、高枝嫁接技术的应用，也可以促进丰
产。

４．１１　科学管护
新造林核桃地、核桃园、未成林造林地应加强种后管理管护，特别是防人畜破坏。管护方式可以是农户

自行管护、集资管护、委托管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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