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农村农家书系

优质核桃品种嫁接苗规范栽植
及早期管理技术图解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昆　明·

核桃技术图解系列丛书

杨源 主编





总 顾 问：张田欣　高　峰

主　　编：张德文

执行主编：李静波

编　　委：谭敦寰　王超超　代孔利

　　　　　郑　波　孙　琳　程小兵

　　　　　何　萍　温　翔　王建明

　　　　　刘　康　袁　莎　李永丽

　　　　　吴　涯

本册著者：杨　源

《新农村农家书系》编委会



— � —

序　言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符合国情、顺应潮流、深得民

心的历史选择，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部署，是

加强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重大举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事关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

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

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中共

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是对我省新农村

建设的具体指导。

　　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指出，要积极组织实施“农

家书屋”工程，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目前，

“农家书屋”工程作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头号工程正紧锣密鼓地展

开，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已成为新闻出版服务农村工

作的一大亮点。为配合这项工程，云南省新闻出版局等部门按照

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部署和要求，紧密结合

我省农业发展实际，适应农民群众接受能力和水平，组织编写并

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新农村农家书系》，这是重视农业、支

持农村、服务农民，助力我省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是推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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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建设的具体举措。目的是在新形势下让广大农民朋友成为有

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遵纪守法的新一代农民。

　　《新农村农家书系》是云南科技出版社继《云岭新农民素质

丛书》之后又一套服务于“三农”的农村图书。该书系第一辑由

84种图书组成。而这84种图书，又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劳动

力转移技能篇、卫生防疫医疗篇、实用技术养殖篇、实用技术种

植篇、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篇、新型农民素养篇。

　　本书系从云南实施“农家书屋”的实际出发，以贴近农村、

贴近农民而精心设计。充分发挥新闻出版行业优势，制定切实可

行的农民读书方案。注重持续发展，使“农家书屋”的图书让

农民看得懂、用得上、留得住；每年都有新品种持续出版。技

术内容突出农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的要求，图书在内容上本

土化、原创化。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稳。希

望社会各方面进一步关心、支持、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推进

“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步伐，使“农家书屋” 工程成为惠及广

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推动我省农村走生产发展、生态良好、

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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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这个被誉为“神之果”、“金果果”的特殊果

品，当今深受全人类喜爱。核桃树素有“扶贫树”、“摇钱树”

和“生态树”之称。目前，在神州大地掀起了一个发展核桃产业

的高潮。栽下核桃树，换成小金库。最近，云南省人民政府决

定，要在全省建成3000万亩优质核桃基地，这是一个十分宏伟的

计划。如果这个宏伟计划实现，则将创造历史奇迹，将长久造福

于人类。

然而，要实现宏伟的计划，决非易事，除了政策保证和相应

的资金保证外，最关键的是要有科学技术的支撑。要用科学发展

观来统领核桃产业的发展，要将核桃产业的发展重点转移到依靠

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回顾几十年来泡核桃基地建设，很值得认真总结。

在以往的生产活动中，有的紧密依靠科学技术，不断取得

成功；有的因违背规律造成重大损失，劳民伤财；有的因缺乏必

要的科技知识，事与愿违。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凡按科学规律办

事，各项技术措施到位，则会成功；反之则会失败。

科技的力量在于普及，科技成果只有进入生产实践的大课堂

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核桃科学技术知识是改变山区核桃生产落后

状况的力量，用核桃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林农将有光辉的前程。

今天的核桃科技是明天的核桃经济。掌握了核桃科技，在核桃生

产中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为了加快核桃产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广大林农的迫切要求，

结合基层实际，本着“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笔者特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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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核桃技术图解系列丛书》共8个分册（《优质核桃品种嫁

接苗规范栽植及早期管理技术图解》、《优质核桃品种图解》、

《优质核桃嫁接苗培育技术图解》、《铁核桃改良技术图解》、

《核桃丰产栽培技术图解》、《核桃整形修剪技术图解》、《核

桃病虫害防治技术图解》、《核桃采收加工技术图解》），竭诚

奉献给基层科技人员和广大林农参考。鉴于时间关系，目前先出

版发行《优质核桃品种嫁接苗规范栽植及早期管理技术图解》一

书，今后还将陆续出版另外7个分册，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

见，以便今后日臻完善。千百万人的实践活动是核桃科技知识产

生的源泉，我将尽最大努力认真汲取，并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服

务于核桃产业。

本书以“新品种”为主线展开“优质核桃品种嫁接苗规范栽

植及早期管理技术”,该技术也适用于其他核桃品种及核桃实生

苗的栽植管理。

在以往长期的科学试验和生产实践活动中，中国著名的核桃

之乡——云南省漾濞县是主要基地。书中图片其中图4.5为邢小

彤所摄，其余137幅均由杨源所摄。涉及科学试验资料的重点核

桃产区有：云南省的云龙、永平、南涧、祥云、石屏、巍山、宣

威、沾益、鹤庆、昌宁、兰坪、维西、香格里拉、大姚、南华、

华宁、峨山、新平、勐海等县；西藏自治区的加查、朗县、林芝

等县；四川省的木里、内江、南充等县；重庆市的开县、黔江

区。中共漾濞彝族自治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大理白族自治州科

学技术局和大理白族自治州林业局自始至终都给予了热情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　源

	 	 	 	 　　2008年12月于云南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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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核桃品种简介

1　优质核桃品种简介

以下介绍目前中国南方核桃的主栽品种漾濞大泡核桃和三台

核桃以及新近审(认)定的优质核桃良种漾江一号、漾杂一号、漾

杂二号、漾杂三号。优质核桃较全面的情况将在本丛书其他分册

中作专门介绍。

1.1　漾濞大泡核桃

    大泡核桃原产漾濞县，�979年在全国核桃科技协作会上被

评为全国优良品种之一，是中国南方的主栽品种。树势强，高达

30多米，冠幅达734平方米。单株产量最高达3.7万个，折合488.4

千克。每平方米冠影产仁量高达340克以上

    

　　图1.1　果　实………………………………………………………　　　　图1.2…　坚　果

坚果三径为3.�厘米×3.8厘米×3.9厘米；单果重8.0～�7.�克；

壳厚0.9毫米左右；出仁率达50%～76.56%（露仁）；仁饱满，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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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黄白色，脂肪含量达76.�6%，蛋白质含量达�7.3�%。

图1.3　2008年收入达13000元的盛果树

（树龄��0年，云南省永平县龙街镇）

 

                                        

1.2　三台核桃

原产于云南省宾川县拉乌乡，原名叫拉乌核桃。新中国成立

后学者先到大姚县三台乡考察，定名为三台核桃。该品种于�979

年在全国核桃科技协作会上被评为全国优良品种之一，在中国南

方，总的栽培面积次于漾濞大泡核桃。

图1.4　果　实………………………………… 图1.5　坚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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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　2007年收入达1万多元的盛果树（云南省宾川县拉乌乡）

树势强，高达30多米，冠幅达636平方米，单株产量最高达

3.�万个，折合3�9.6千克。每平方米冠影产仁量高达300克。

三径为3.�厘米×3.5厘米×4.�厘米；单果重达��.6克，壳厚

0.8毫米左右；出仁率达5�.49%～65.��%（露仁）；脂肪含量达

7�.74%，蛋白质含量达�7.�6%。                                                      

1.3　漾江1号和漾杂系列的有关资料

由作者历时�5年（其中，李报琼高级工程师自始至终做了

协助工作，邢小彤等同志做了多年的协助工作；�998年以后，

大理州林科所陈宝昌、张雁东等同志参加了区试工作）选育出

的漾江一号(良种编号：滇S-SV-JS-00�-�006)、漾杂一号(良种

编号：滇R-SV-JS-006-�006)、漾杂二号(良种编号：滇R-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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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007-�006)、漾杂三号(良种编号：滇R-SV-JS-008-�006)4个

泡核桃新品种，已在�007年云南省林业厅第一号公告上作了公

布，其成果荣获云南省人民政府科技发明奖。

图1.7　云南省人民政府给作者颁发的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证书

漾江一号、漾杂一号、漾杂二号和漾杂三号4个品种其抗逆

性明显优于大泡核桃。�005年3月初，云南省普降大雪，所有核

桃都不同程度受害。灾后在课题研究祥云普朋试验点上，大理州

林业局组织现场验收，其结果量统计：漾江一号是大泡核桃的

�8.�倍，漾杂一号是大泡核桃的68倍，漾杂二号是大泡核桃的54

倍，漾杂三号是大泡核桃的4�倍。

漾濞江流域经常发生枯盘多毛孢菌（Panstalon）危害，发病

年，7～8月叶面出现病斑，严重时9月份全树叶落光，果实欠饱

满，致使大面积核桃较大幅度减产。但是，漾江一号、漾杂一

号、漾杂二号和漾杂三号的树并未出现明显的症状，叶绿如故，

果实饱满，产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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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漾江一号林木良种证 图1.9　漾杂一号林木良种证

…………………………

图1.11　漾杂三号林木良种证图1.10　漾杂二号林木良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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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漾江1号

树势中等，树姿半开张，树冠自然开心形。结果枝属中长

型，一般每果枝结果�个以上。每平方米冠影产仁量358克。

坚果三径为3.3厘米×3.8厘米×4.0厘米；壳面较光滑，刻

点少、小、浅，缝合线较平，紧密；单果重达�6.5克，仁重达

�0.�克；壳厚�.0毫米；内隔壁纸质，内褶退化，取仁极易，可取

整仁，出仁率达6�.94%；仁饱满，黄白色，味香，脂肪含量达

73.�7%，蛋白质含量达�6.08%。

图1.12　坚　果 图1.13　结实状况

…图1.14　南涧县宝华镇者波罗村1年生嫁接苗定植后第3年的长势

（胸径8.9厘米,高4.1米，冠影4.1米×4.3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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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漾杂1号

树势强壮，分枝角度较大，内膛充实，树冠紧凑，为中长果

枝型。�6年生的优株，高��.5米，地径37厘米，冠幅达94平方米，

单株产量4763个，折合74.30千克，每平方米冠影产仁4�6克。

坚果三径为3.�厘米×3.6厘米×3.7厘米；壳面麻点多，有大

有小，一般较深，缝合线较窄、较平，紧密；单果重达�5.6克，

壳厚�.�毫米左右；内隔较薄，纸质，内褶退化，纸质，取仁较

易，可取半仁或整仁，出仁率达54.6�%；仁饱满，黄白色，味

香，脂肪含量达7�.�3%，蛋白质含量��.�6 %。

    

图1.16　结实状况图1.15　坚　果
…………………………………

 

图1.17………幼树的结实情况（漾濞县鸡街乡1株8年生的

幼树，结果1111个，产值达3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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