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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委决定， 从2012年开始， 在全省开展以单位联系贫困

村、 干部联系特困户为主要内容的 “联村联户、 为民富民” 行

动。 这是甘肃省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甘肃工

作重要指示精神， 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形势， 顺应广大人民

群众新期待， 立足推进转型跨越新实践， 着眼密切党群干部关系

新要求， 作出的一项全局性、 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省农牧厅作为

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主管部门， 完成好本系统 “联村联户、

为民富民” 任务， 同时为其他行业和部门开展行动提供技术咨询

和服务，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经济作物是甘肃省区位特色突出、 比较优势明显、 增产增效

显著的产业， 也是 “联村联户、 为民富民” 行动首选的增收产业

之一。 近几年， 全省经济作物面积迅速扩大、 水平快速提升， 在

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但是， 由于我省生态类型多样、 地域差异较大、 种植种类繁

多， 所以经济作物尤其是蔬菜、 果品、 中药材三大作物标准化技

术推广普及率不高、 农户之间技术水平差异较大、 增产增收潜力

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比较突出。 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是

我们农业部门正在认真研究的工作， 也是 “联村联户、 为民富

民” 行动中各部门各单位面临的新课题。

甘肃省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根据农牧厅总体部署， 组织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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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的 《联村联户 为民富民 经济作物栽培实用技术》， 可以

说为解决这些问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该书分日光温室及钢骨架

塑料大棚建造技术， 高原夏菜栽培技术， 设施茄果类蔬菜栽培技

术， 蔬菜集约化育苗技术， 苹果新优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 葡萄

新优品种及栽培技术问答， 核桃、 大樱桃优质丰产栽培技术， 当

归、 黄芪栽培技术， 党参规范化栽培技术， 甘草规范化生产技术

等10个品种， 内容涉及新优品种介绍、 种苗繁育、 旱作节水栽

培、 花果精细管理、 标准化生产、 现代栽培模式、 病虫统防统治

和无害化防控等方面。 该书语言通俗易懂， 适当介绍理论， 注重

实际操作， 编排图文并茂， 是一套适合广大群众阅读、 适宜基层

技术人员培训的好教材， 也是指导各地培育富民产业的重要工具

书。 希望该书能在 “联村联户、 为民富民” 行动中发挥积极作

用， 为全省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朋友发展经济作物、 实现增

收致富提供帮助。

武文斌

201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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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核桃优质丰产栽培技术

第一节 优良品种

一、 早实核桃优良品种

1.香玲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选育而成， 树势中庸， 树姿直

立， 树冠半圆形， 分枝力较强。 坚果卵圆形， 重12.2克， 壳面较

光滑， 缝合线平， 不易开裂， 内褶壁退化， 出仁率65.4%。 核仁

黄色， 味香而不涩， 品质上等。

该品种适应性较强， 较抗寒， 耐旱， 但抗病性较差。 盛果期

产量较高， 大小年不明显， 对肥水要求较高， 管理不当易早衰，

适宜在甘肃省中东部土层较深厚的山地栽植。

2.鲁光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选育而成， 树势中庸， 树姿开

张， 树冠半圆形， 属长果枝型， 坚果长圆形， 重16.7克， 内褶壁

退化， 易取整仁， 出仁率59.1%， 核仁乳黄色， 味香而不涩， 品

质上等。

该品种适应性一般， 早期生长势较强， 产量中等， 盛果期产量

较高， 适宜在甘肃省中东部土层深厚、 水肥条件较好的地块栽植。

3.辽核1号 由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经人工杂交选育而成，

树势较旺， 丰产、 稳产性强， 有抗病、 抗风和抗寒能力， 属短果

枝型， 坚果圆形， 坚果重9.4克。 壳面较光滑， 出仁率59.6%。
该品种长势旺， 果枝率高， 丰产性强， 适应性强， 较耐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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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旱， 抗病性强。 适宜在甘肃省中东部土壤条件较好的地方栽

培。

4.辽核3号 树势中庸， 抽生二次枝的能力强， 属短果枝型，

丰产。 坚果重9.8克。 壳面较光滑， 出仁率58.2%。 核仁浅黄色、

风味佳。

该品种丰产性强， 适应性强， 适宜在甘肃省中东部土壤条件

较好的地方栽培。

5.辽核5号 树势直立开张， 分枝力强。 坚果重11.4克。 壳面

较光滑， 内褶壁膜质或退化， 出仁率59.7%， 品质极佳。

该品种果枝率和坐果率高， 连续丰产性强， 适应性强， 适宜

在甘肃省中东部半高寒阴湿区发展。

6.中林1号 由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选育而成。 树势较强，

树冠椭圆形， 丰产性强。 坚果圆形， 重14克， 壳面较粗糙， 横隔

膜膜质， 出仁率54%， 核仁乳黄色， 风味好。 该品种适应能力较

强， 是理想的材、 果兼用品种。

7.中林5号 树势中庸开张， 树冠长椭圆形， 分枝力强， 丰

产性好。 坚果重13.3克， 横隔膜膜质， 出仁率58%。 核仁乳黄色，

风味佳。

该品种适应性强， 丰产， 适宜密植栽培。

8. （扎） 343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林科院选育而成。 树

势旺盛， 中熟品种， 属中短果枝型， 坚果椭圆或卵圆形， 重16.4
克。 壳面光滑， 内褶壁和横隔膜膜质， 出仁率54%。 核仁乳黄

色， 风味香。

该品种适应性强， 产量高而稳， 是理想的授粉品种。

9.西林2号 由原西北林学院选育而成。 树势强健， 分枝力

强， 节间短。 坚果重14.2克， 横隔膜膜质， 出仁率61%。 味脆而

甜香。

该品种生长势强， 早期丰产， 坚果个大均匀， 品质优良，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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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较强。 适宜甘肃省中东部川塬地区栽培。

二、 晚实核桃优良品种

1.晋龙1号 山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选育。 树冠圆头形， 分

枝力中等， 属中短果枝型， 坚果近圆形， 坚果重14.85克。 缝合

线结合紧密， 内褶壁退化， 横隔膜膜质， 出仁率61%。 仁黄白

色， 品质上等。

该品种适应性强， 果型大、 品质优， 2年生嫁接苗开花株率达
23%； 抗寒、 耐旱、 抗病性强。 适宜在甘肃省中东部大面积发展。

2.晋龙2号 山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选育。 树势强， 中熟品

种。 坚果近圆形， 坚果重15.92克。 缝合线窄而平， 内褶壁退化，

易取整仁， 出仁率56.7%。 仁淡黄色， 风味香甜， 品质上等。

该品种丰产、 稳产， 果型大而美观， 生食、 加工皆宜， 抗逆

性强。 适宜在甘肃省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发展。

3.豫786 由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选育。 树势中庸， 树姿

较开张， 以短果枝结果为主， 坚果方圆形， 重12千克左右， 出仁

率56%。 核仁浅黄， 味香甜而不涩。

该优系坚果品质优良、 丰产， 抗果实病害， 适宜在甘肃省中

东部山地发展。

第二节 苗木繁育

一、 砧木选择及育苗

1.砧木种类 嫁接核桃的砧木主要有： 核桃、 铁核桃、 核桃

楸、 野核桃、 枫杨等。

2.采种及贮藏
（1） 采种。 选择生长健壮、 无病虫害、 种仁饱满的壮龄树为

采种母树。 当坚果达到形态成熟时采收， 去皮后不能漂洗， 直接

摊在通风干燥处晾晒， 不宜在水泥地面、 石板或铁板上受阳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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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曝晒， 以免影响种子生活力。

（2） 贮藏。 核桃种子无后熟期， 秋播的种子在采收后一个多

月就可播种， 有的带青皮播种， 晾晒也不需干透。 而春播的种子

贮藏时间则较长。 多数地区以春播为主， 贮藏时应注意保持低

温、 低湿 （空气相对湿度50%～60%） 和适当通气。 也可采用室

外湿沙贮藏法， 保证贮藏坑内空气流通， 坑上覆土厚度可依当地

气温高低而定。 早春应注意检查坑内种子状况， 勿使霉烂。

3.苗圃地的选择与整地 选择圃地是育苗成败的基础。 苗圃

地应选择地势平坦、 土壤肥沃、 土质疏松、 背风向阳、 排水良

好、 有灌溉条件且交通方便的地方。 切忌选用撂荒地、 盐碱地

（含量超过0.25%） 以及地下水位在地表1米以内的地方作苗圃地。

此外， 也不能选用重茬地， 因重茬可造成必需元素营养的缺乏和

有害元素的积累， 从而降低苗木产量和质量。

圃地的整理， 也是保证苗木生长和质量的重要环节。 整地主

要是指对土壤进行深翻耕作。 通过整地可以增加土壤的通气透水

性， 并且有蓄水保墒、 翻埋杂草残茬、 混拌肥料以及消灭病虫害

等作用。 由于核桃幼苗的主根很深， 深耕有利于幼苗根系的生

长。 耕翻深度应因时因地制宜。 秋耕宜深 （20～25厘米）， 春耕宜

浅 （15～20厘米）； 干旱地区宜深， 多雨地区宜浅； 土层厚时宜

深， 河滩地可浅； 移植苗宜深 （25～30厘米）， 播种苗可浅。 当地

在秋季深耕并结合施肥灌冻水， 春播前可再进行浅耕一次， 然后

耙平供播种用。

4.播前种子处理 秋播种子不需任何处理， 可直接播种。 春

季播种时， 播种前应进行浸种处理， 以确保发芽。 具体方法有如

下几种：

（1） 冷水浸种法。 用冷水浸泡7～10天， 每天换一次水； 或者

将盛有核桃种子的麻袋放在流水中， 使其吸水膨胀裂口， 即可播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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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冷浸日晒法。 将冷水浸泡过的种子置于阳光下曝晒， 待

大部分种子裂口时即可播种。

（3） 温水浸种法。 将种子放在80℃温水缸中， 然后不停地搅

拌使其自然降至常温。 浸泡7～8天， 每天换水， 种子膨胀裂口后，

捞出播种。

（4） 石灰水浸种法。 把50千克核桃倒入1.5千克石灰加10升水
的溶液中， 用石头压住核桃， 再加冷水， 不换水浸泡7～8天， 然

后捞出曝晒几小时， 种子裂口即可播种。

（5） 开水浸种法。 当时间紧迫， 种子未经沙藏急需播种时，

可将种子放缸内， 然后倒入种子量的1.5～2倍沸水， 随倒随搅拌，

搅到水温不烫手时捞出倒入凉水中， 浸泡一昼夜， 再捞出播种。

薄壳和露仁核桃不能采用。

5.播种
（1） 播种时间。 可分为秋播和春播。 秋播宜在土壤封冻前进

行， 不必进行种子处理。 春播宜在土壤解冻之后立即进行， 春播

的缺点是播种期短， 气候干燥， 蒸发量大， 不易保持土壤湿度，

同时生长期短， 生长量小， 会降低苗木质量。

（2） 点播： 苗圃地先做成1米宽的苗床， 每床播2～3行， 行距

20～30厘米， 株距10～15厘米； 垄作时一般每垄背中间播1行， 株

距10～15厘米。

将种子缝合线与地面垂直， 种尖向同一侧摆放， 这样出苗最

好。 播后覆土厚度5～10厘米， 秋播宜深， 春播宜浅。

（3） 播种量。 播种量因株行距和种子大小及质量不同而异。

若按苗床宽1米， 每床3行， 株距10厘米计算， 每亩需大粒种子

（60粒/千克） 300千克， 中小粒种子 （100粒/千克） 180千克。 如

株距15厘米， 每亩则需大粒种子200千克， 中小粒种子120千克。

亩出苗7000～10000株为宜。

6.苗期管理 核桃播种 （春播） 后20天左右开始发芽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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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天左右出齐。 要培育健壮的砧木苗， 必须加强苗期的田间管理

工作。

（1） 补苗。 当苗木大量出土时， 应及时检查， 若发现缺苗断

垄严重， 应及时补苗。

（2） 施肥、 灌水。 在核桃未出齐苗前不需灌水， 以免造成地

面板结。 当苗出齐后， 为了加快生长， 应及时灌水。 5～6月结合
追施速效氮肥灌水2～3次， 一般9～10月灌水2～3次， 用0.3%的尿
素或磷酸二氢钾液喷布叶面。

（3） 中耕除草、 防止日灼。 及时中耕除草可以疏松表土， 减

少蒸发， 防止地表板结， 提高土壤中有效养分的利用。 幼苗出土

可在地面覆草防止日灼。

（4） 防治病虫害。 播种前进行土壤消毒， 对苗木菌核性根腐

病和苗木根腐病可用10%硫酸铜或甲基托布津1000倍液浇灌根
部， 每亩用药液250～300千克， 再用硝石灰撒于苗茎基部及根际

土壤， 对抑制病害蔓延具有良好效果。 可在发病前每隔10～15天
喷等量式波尔多液200倍液2～3次， 发病时喷70%甲基托布津可湿
性粉剂800倍液， 防治效果较好。

核桃苗木的虫害主要有刺蛾、 金龟子、 浮尘子等。 对此， 应

选择适宜时期喷布世高3000倍+功夫2000倍液， 都可取得良好效

果。

（5） 苗木移植。 为了有利于苗木越冬， 在结冻前将苗木全部

挖出假植， 翌年春季解冻后再栽植。 起苗时切断主根， 刺激新根

形成， 有利于侧根或须根的生长， 定植后缓苗较快， 成活率高。

二、 接穗的采集及处理

（一） 接穗采集

采穗圃内采接穗。 枝接穗条长为1米左右， 粗1～1.5厘米的发
育枝， 要求生长健壮， 发育充实， 髓心较小， 无病虫害。 芽接所

用穗条应是木质化较好的当年发育枝， 所采接芽应成熟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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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枝接接穗的采集时间 从核桃落叶后到芽萌动前 （整体休

眠期） 都可进行， 但因各地区气候条件不同， 采穗的具体时间也

有所不同。 宜在秋末冬初采集， 贮藏防止枝条失水或受冻， 保证

嫁接成活率。 芽接所用接穗， 多为夏季随用随采或短暂贮藏。 贮

藏时间越长， 成活率越低， 因此一般贮藏期不宜超过5天。

2.接穗的贮运 接穗由于采集时气温很高， 保鲜非常重要，

要用塑料薄膜包好， 应注意通气， 加入苔藓或湿锯末保湿， 置于

潮湿阴凉处， 并经常洒水保湿。

（二） 接穗的处理

1.剪截 接穗剪截一般长12～15厘米， 有2～3个饱满芽， 上部

第一芽距离剪口1厘米。 发育枝先端髓心大， 质量差， 不宜作接

穗用。

2.蜡封 接穗蜡封能有效地防止水分散发。 将石蜡放入容器

内加少量水， 然后加热， 使蜡液温度保持在90℃～100℃， 将剪成

段的接穗两端在蜡液中迅速蘸匀， 甩掉表面多余的蜡液， 包被一

层薄而透明的蜡膜。 注意蘸蜡时间不能超过3秒， 否则就会烧伤

接穗。

三、 嫁接

1.嫁接时期 核桃的嫁接时期因地区和气候条件不同而异，

各地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决定具体的嫁接时期。 枝接的适宜时

期是从砧木萌芽至展叶期， 此时砧穗易离皮， 伤流较少， 有利于

愈伤组织形成， 我省中东部枝接最佳时间为4月下旬至5月上旬，

芽接时间多在6月下旬到7月中旬进行。

2.嫁接方法
（1） 插皮舌接。 在适当位置剪去砧木树干， 削平剪口， 选砧

木光滑处切长5～7厘米切口， 蜡封接穗则削成长6～8厘米的大削面
（注意刀口一开始就要向下切凹， 并超过髓心， 然后斜削， 保证

整个斜面较薄）， 用手指捏开削面背后皮层， 使之与木质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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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接穗的木质部插入砧木削面的木质部与皮层之间， 使接穗

的皮层盖在砧木皮层的削面上， 接后用地膜绑紧接口或用报纸遮

阴。 注意接前不要灌水并在接前3~5天预先锯断砧木放水， 以避

免伤口流液过多影响嫁接成活率。

（2） 插皮接。 又叫皮下接。 首先剪断或锯断砧干， 削平锯

口， 在砧木光滑处， 由上向下垂直划一刀， 深达木质部， 长约

1.5厘米， 顺刀口用刀尖向左右挑开皮层， 接穗先将一侧削成一

个大削面 （开始先向下切， 并超过中心髓部， 然后斜削）， 长6～8
厘米， 其另一侧的削法有两种： 一种是在两侧轻轻削去皮层 （从

大削面背面往下0.5～1厘米处开始）； 另一种是将大削面背面0.5～1
厘米处以下的皮全部切除， 露出木质部。 直接将接穗的木质部插

入砧木的皮层与木质部之间， 使二者的皮部相接， 然后用塑料布

包扎好。 接后用地膜包住， 并用报纸遮阴。

（3） 切接。 是苗圃中常用的一种嫁接方法。 剪断砧木后从断

面的一侧在皮层内略带木质部垂直劈入， 使切口长度与接穗削面

长度一致。 接穗的削法是先在一侧削一斜面， 长6～8厘米， 再在

另一侧削长1厘米左右的小斜面， 将大斜面朝里插入砧木劈口，

对准形成层， 然后用塑料条包严扎紧。 接后用地膜包住， 并用报

纸遮阴。

（4） 方块形芽接。 此法成活率较高， 各地应用较多。 操作方

法是先在砧木上切一方块， 将树皮挑起， 再按回原处， 以防切口

干燥。 然后在接穗上取下与砧木方块大小相同的方块芽片， 并迅

速镶入砧木切口， 使芽片切口与砧木切口密接， 然后绑紧即可。

要求芽片长度不小于4厘米， 宽度2～3厘米， 芽同维管束 （护

芽肉） 保持完好。 另外， 多数地区使用双刃芽接刀， 速度快， 效

果好。

3.嫁接苗管理 从嫁接到完全愈合及萌芽抽枝需30～40天的
时间， 为保证嫁接苗健壮生长， 应谨防碰撞， 及时除萌。 在接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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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留1～2片复叶剪砧， 可在新梢长到30厘米以上时及时解除绑
缚物， 绑支柱防止风折劈裂， 绝大部分可在建园栽植时解绑， 以

防起苗和运输过程中接口劈裂。 嫁接2周内严禁灌水施肥。 当新

梢长到10厘米以上时应及时追肥浇水， 摘心， 增强新梢木质化程

度。 此外， 要及时防止病虫危害。

4.起苗及运输
（1） 起苗及分级。 核桃是深根性树种， 起苗时根系容易损

伤， 且受伤之后愈合能力差。 因此， 起苗前一周要浇灌一次透

水， 使苗木吸足水分， 而且便于掘苗。 1年生实生苗主根长度25
厘米以上， 2～3年生苗在30厘米以上， 根幅为苗木地径的15倍以
上。 苗木起运前要进行分级。 苗木分级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出圃苗

木的质量和规格， 提高建园的栽植成活率和整齐度。 嫁接苗的质

量等级如表1-1：
表1-1 核桃嫁接苗的质量等级 （GB7907-87）

（2） 苗木的包装运输。 苗木每50株绑成一捆， 按不同品种分

别包装绑捆， 然后装入湿布包内， 喷上水。 填写标签， 挂在包装

外面明显处， 标签上要注明品种、 等级、 苗龄、 数量、 起苗日期

等。

苗木外运最好在晚秋或早春气温较低时进行， 苗木要具备苗

木检疫证、 苗木合格证、 苗木出圃证等相关手续， 加盖篷布， 途

中及时喷水， 防止苗木干燥、 发热、 发霉和冻害。 到达目的地之

级别

项目
Ⅰ级 Ⅱ级

侧根条数 （条） ＞15 ＞15

苗高 （厘米） ＞60 30-60

地径 （厘米） ＞1.23 1.0-1.2

主根保留长度 （厘米） ＞20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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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立即把捆打开， 进行假植。

5.影响嫁接成活的主要因素
（1） 砧、 穗质量对嫁接成活的影响。 嫁接用砧木以2～4年生，

生育健壮、 无病虫害的实生苗为好。 接穗的质量含水量至关重

要， 当接穗枝条含水量低于38.48%时， 不能产生愈伤组织。 接穗

髓心小嫁接成活率高， 休眠接穗成活率高。 一般来说， 春季生长

的接穗充实健壮， 木质化程度高， 髓心小， 嫁接成活率高。

（2） 砧、 穗亲和力对嫁接成活的影响。 铁核桃与泡核桃之间

均属种内嫁接， 亲和力都很强； 而核桃与核桃揪是同属异种， 核

桃与枫杨是同科异属间嫁接， 它们之间虽有一定的亲和力， 但嫁

接后常出现 “小脚” 现象 （接口上粗下细）， 或萌蘖丛生， 成活

后的保存率也很低， 表现为后期亲和力较差。 此外， 同种砧木与

不同接穗品种组织亲和力也有较大差异。

（3） 伤流液对嫁接成活的影响。 核桃枝干受伤后易出现伤流

液， 造成接口缺氧， 抑制砧、 穗接口处的呼吸作用和阻止愈伤组织

形成。 避免或减少伤流液的方法有断根、 砍树干、 锯树干放水、 提

前剪砧、 留拉水枝、 推迟嫁接时期等， 但要安全避免伤流的影响则

比较困难。 这也是核桃室外嫁接成活率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4） 温度和湿度对嫁接成活的影响。 核桃愈伤组织的形成适

宜温度为25℃～30℃， 低于15℃时， 愈伤组织不能形成； 超过35℃
时， 则抑制愈伤组织的形成。 愈伤组织的相对湿度以70%～90%
为宜。 湿度过低会造成接穗失水干枯， 过高则通气不良， 易窒息

而死。

（5） 嫁接时期和方法对嫁接成活的影响。 嫁接适期的选择非

常重要， 嫁接过早或过晚均不利于成活。 嫁接方法对成活率也有

明显的影响， 插皮舌接法成活率最高， 切接和壁接次之， 腹接成

活率很低， 生产上很少采用。 凡是砧、 穗接面积大的嫁接方法，

其成活率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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