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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一言．j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东部)‘是我国幕
树分布的北界；全区有栗树§8万商，i500余万株，年‘产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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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的栗树生长在比较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经过长

期栽培和驯化，形成了能够适应本区生态条件的地理类群，

它们具有较强的抗逆性，有的能够在北纬43。55’的高寒地区

生存。但是由手生态条件的限制，粟树的栽培范围局限在东

北南部，．大约北纬4 L。以南的地方，即大约年平均等温线

8℃线，一月平均气温一12℃以上的地带i包括鸭‘绿江流

域、辽东半岛及辽西的渤海湾西侧和长城沿线。其中i鸭绿

江流域，．包括辽宁省的丹东市郊、．东沟、凤城、宽甸、桓仁

和吉林省的集安等市县是重点产区。 ．

在种质资源方面，与我国其它产区不同，不仅栽培中，国

粟，即板栗(Caslanea mollissi maBlume)，还栽培大量

的丹东栗，或日本栗(G Crenata Sieb el ZUc c’)。在两

个种群及其自然杂种中有众多的实生个体，．它们千姿百态，

有优质、丰产、早实类型，也有的苞刺退化，短枝等特殊类

型，”是丰富的种质资源库，．·为进_步开发利用提供了条件。

．．，东北地区的栗树栽培技本水平较低，实生繁殖，管理粗

放，．缺少优良品种，产量较低，品质较差，急需优良品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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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技术。同时也看出，栗树的增产潜力很大，通过推

广良种，实行嫁接繁殖，改造低产树和进行科学管理等综合

技术，产量和质量将会大幅度的提高。

建国以来，东北的粟树生产有很大发展，除了重点产区

栽培面积不断扩大外，比较高寒的内蒙，黑龙江等地也进行

弓；种试栽。栽培管理水平有了提高。七十年代以后，普遍加

强了科学管理，因而产量上升很快。辽宁丹东地区把发展栗

树生产列入多种经营之首，狠抓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科学管

理，197-9年前全市区(包括县)总产一直徘徊在二百万公

斤，198D年达到310万公斤，1985年达到670万公斤；是1979年

的3．17倍。由于产量大幅度上升，一些重点产地的栗树生产

已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门路。如辽宁宽甸县古楼予乡拉子沟

第八队，人均有栗树9．6亩，1983年栗果的人均收入达到

366．95元，其中有一专业户，管理500株，．收栗子．3，750公

斤，价值3，375元。 ’

由于生产责任制的落实，科学管栗水平不断提高i+群众

学科学用科学的高潮正在兴起：宽甸县在栗树生产上普遍推

广了修剪、防虫、施肥、’刨树盘等四项措施，小而积亩产达

到了二百公斤。凤城县宝山乡小四台子村和东汤乡陶李树还

办起了板栗学校，为管好栗树培训了农民技术员。 ，

在科学研究方面，三省‘一区的有关科研单位，从六十年

代初期开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选种：’引种及栽

培技术的研究，+七十年代初i‘辽宁省有关科研、教学、生产．

单位组织亍科研蜘作。，并展实型选优：t980年后筛选出“辽丹
61号"、+“辽丹58号"等优良品系：同时’，从澄东一河北、北

京0江苏：。安徽、“广西等地引避八十余个品种和类型，从中



筛选出“处署红"。、“红光黔两个优良品种；吉林省果树研

究所等单位，在省内也开展了调查工作，划分了集安板栗、

延边板栗等十余个实生类型；内蒙自治区昭盟林业科学研究

所、黑龙江省园艺研究所、吉林省松花湖林场等单位，先后

开展了引种驯化研究。昭盟林业科学研究所已在宁城县鸽子

山引种成功．目前引种的最北界是黑龙江省勃利县(北

纬45。49-)， 这里有一株14年生的板栗，已结果。树高

2．4米，干径9厘米(_月平均气温一2l·7℃，极端最低达

到一39．7℃)。 ． ，

二、栽培历史

根据《吉林通志》(189I)记载清圣祖仁皇帝御制文中

“当地林中有栗，以为熊、野豕、貂鼠、黑白鼠等食物"推

断，栗树为东北山野中自然生长。《辽东志》 (1443年重

修)卷一地理志中关于物产的记载有“榛、松、桃、李、

杏、秋、梨、菱、芡、枣、栗、核桃”可见在500年以前已

有历史记载。本世纪初期在安东县志、凤城县志、庄河县志

(1914)中对栗树作了植物学描述：“叶如箭镞，初夏开

花，淡黄i黄白色，‘成长穗者为雄花，1雌花二三，·生予穗

本，·实有房苞生刺，如蜗，大者如拳，容实三四，小者若桃

李实惟‘、二，：·实皮红紫色。仁淡黄：黄色，可食，’兼可制

粉，其木坚致，种类颇多”-分1‘‘：=、一 _．。 ·一，

辽阳市峨嵋林场栗子园，相传该园所产的栗子曾作为清

代皇秽的费品’；踅宁东沟县长安i乡佛岭村现有毒株栗树，据
查树每已遗它6’o年o．．j”、’‘’：。：’．．：： j-．誓。：j黄’‘j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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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类及种的叙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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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类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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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的栗属植物主要有二种，即板栗， 亦’称申国1

粟，当’地称油粟(Ca'slarea m011icf。ima B1U‘me)i‘另’一
‘

种为丹东栗，或称日本粟(C，Crenala‘Sieb e7．Z-ucc)j。．‘
。

另外，中岛宗一(1937)和佐滕润平(1942)。记载；。旅赝

曾有俄国人引入的欧洲栗(C，(aljva Miller)，、+可惜奎今．

没有见到实物。俄国入卡马洛夫’(B·入·KoMap-riBl90"3)’

记载沈阳至辽阳间、鸭绿江沿岸等地有欧洲栗分布，但是卡

马洛夫等把中国栗和欧洲栗混同一起，或作欧州栗的变种

(C Saliva Var toolli ssima pa mpan)避待。

中岛和佐膝等记载辽宁有朝鲜栗(qa。妒．s ea t=．ungeana

Blu／he)分布，’‘但它是否单独为一耐多数人拷否定态度。有

人认为朝鲜栗就是中国栗∥电有人认为是日．本栗；的变种
(C crenata Sieb et Zl／ec Var，dria．Nakaj)。：+而美，国

人认为它是日本栗与中国票的杂交种。． ：：．．'．

《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一书中记载丹东栗为一新：

种，定名C；damone4nsJs】iaolis!：e。描述!本种与板粟

(C，m+cll Jssima)极相似，主要区别是枝细柔彰：，幼嫩枝

条红褐色，无毛或有疏毛，老枝紫褐色或深褐色，无毛。时‘

片大，长15--一25厘米；宽4～6。5厘米，坚果较小，涩皮

不易剥离。本种自然变异类型较多⋯⋯⋯”。

栗属分种检索表． ·

．

， 一
l、坚果2～3(7)粒生于一总包内，多扁圆形?

2、叶背面灰白色，具星状毛或绒毛，一无腺点，，苞刺苕
，

。-

●

。 ～4 L一



毛，涩皮易剥离··．．⋯⋯⋯⋯⋯·：．．．·’⋯⋯⋯二⋯一·板栗

2、叶背面有腺点
。

3、乔木：叶披针形或长椭园形，叶缘细锯齿、波状

域刺芒状，苞刺无毛、果座大，．涩皮难剥离-⋯丹东栗(日

本粟) ‘
·

‘

．

’。一

3，’灌木或小乔木，：叶长椭园或倒卵形， 叶缘粗锯一

齿j苞刺有毛，坚果小，涩皮易剥离。⋯⋯⋯⋯二·‘⋯·茅栗

l、坚果单生于总苞内，多圆锥形，叶背面无毛。

一一．．珍珠栗(锥栗)： ·

’
’

(二)关于种的描述 ，

．

‘

1，中国栗(板栗，油栗)

’学名：Castanea mallissi ma Blu me

曾用名Castanea Bungeana Blume；C，saliva Var

mollissima pa ITIpan；C duclouxii Pode，C，hepehen sis

Dode．

落叶乔木，高可达15米，寿命长达300余年。树干和多

年生枝灰褐色，树皮粗糙有纵裂沟。一年生枝粗壮，灰褐

色．先端有毛，叶长椭园形或阔披针形，深绿色，叶面革质

具光泽，叶背灰绿色，密生灰白色星状毛，叶缘粗锯齿。冬～

芽扁园形，由四片芽鳞包围。通常外面的一对相包合成稍露

第三片芽鳞。芽鳞上有毛。 ． ，：
。

雄雌同株，异花。雄花序穗状，雌花着生在混合花序的

基部。通常3朵或5～7朵着生在一个总苞内。总苞园形或

，椭园形，’刺枣担而短；。帝毒：’坚果园形或扁园形，+大小依实
生单株而菱化；一般每公斤1600200粒j 1果皮有光泽或有少

量白城毛，一果座小，‘涩皮易剥离，、品质好。··√j·。’’ ·j-

一5一



本种抗逆性较强，适应范围广一 ．。‘

’

．

’

2、丹东栗(或称日本栗) ·

学名：Castanea Creiala Sieb．el ZUC
’

．

‘

曾用名：Cas[anea stricla Sieb et Zue．e)Castanea

Vesca Gaertn V ar PubJnervJs Hassk；Caslanea F'ubia

ervis(Hassk)C-K，Schneider；C，-japonica BI，C．

vilg,．,ris Damarek V‘r、japonicj A·D?I C?s马tiva Mill

et Pubiner,／is"Makino)C crenalaHen ry)C·crenala

Sieb et ZUCc Var dulcis Nakai。 ．

落叶乔木，高可达15米，树干暗褐色，老皮粗糙有纵裂。

一年生枝光滑无毛或初期先端有毛而后脱落，一般为黄褐色

至紫褐色，枝条细软；长短依品种j：树令而异．冬芽卵园

形，暗褐色，有2～3片芽鳞包围，芽鳞无毛。叶片阔披形或

长椭园形，叶基部园形或浅心形，先端渐尖，叶缘为刺芒状

细锯齿。叶面深绿，叶背浅绿或灰白色，初生有茸毛，以后

除叶脉外几乎无毛，密生鳞片状腺点；雄花序穗状，长20厘

米左右，有雄花90～150．朵，花蕾6片，卵园．形。雌花序

着生在混合花序基部，外面有鳞片状复盖物，以后发育成

刺束。总苞较大，刺长。稀密依类型而变化，坚果扁园、园

或三角形，果面光滑或有毛茸，果座大，涩皮厚而难剥离；

果肉风味淡，品质较差。 ·

· 四、地理分布
‘ 、：

’

．

栗树在东北地区的自然分布范围主要在北纬41。以南，

东径l，20。--丫126。之间7．基本上处在年平均等温线8℃线以南

地区。其中以：”U-一T东部为簌虫楚布器卜其次犟宁西部和辽宁

一6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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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一 ．



南部。根据地理分布和栽植特点可划为栽培区和引种．区二

类。栽培区主要有三个t

l、鸭绿江流域：包括辽宁的丹东市、东沟、凤城、宽．

甸、桓仁县和吉林集安县。这些县多数地处鸭绿江流域，属

于长白山余脉丘陵山地。森林较茂密，植被良好，气候湿

润，年平均气温6．5。／-,一8．5℃，≥10℃It数的积温3，141．7～

3，594℃，年降雨量1，000毫米左右，最多为1，232毫米(宽

甸县)。该区是东北的栗子主产区，有栗树面积53．9万

亩，1，3；3万株，．年产l， ． 斤，占全区栗子总产量的．42 241 2；fi

98．9％。本．区的栗树有两种，主要种类是丹东栗，中国栗数

量较少，分布在桓仁、集安等地。
’

．

2、辽东半岛：包括大连、营口、鞍山、辽阳四个市及

所属县(区)和岫岩县。本区由长白山支脉一一千山山脉纵

贯半岛，山峦重叠，丘陵起伏。气候温和，是东北气温最高

的地方，年平均气温8。～rQ．1℃，≥10℃H数积温3，500℃以

上。该区是全国重点苹果产地之一，栗树栽培比重小，总面

积1．98万亩，55．57f株≯年产15万斤左右。主要栗树种类以，

板栗(C，molljs sima．B均为主，丹东栗较少。据记载，

旅顺一代曾有欧州栗，现已不存在。
’

3、辽西：包括辽宁西部的绥中、兴城、锦西、北

镇、凌源、咯左，建昌等县。属于松岭0医巫吕山以南的山

地丘陵区。气候较干旱，年平均气温8℃左右，年降雨量500

o,700毫米。该区是辽宁三大梨果重点产区之一， 经济树木

以水果为主，栗树资源和生产比重很少，全区栗树面积1．1

万亩，26．+8万株。主要以板栗为主，六十年代以后也发展了
一些丹东栗。’ ：。

·
‘’‘ 。

．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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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种区有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吉林省东部和黑龙江

南部。该区气候比较寒冷，一般不适宜栗树栽培，’六十年代

开始，一些科研单位和生产部门进行了引种试验。’最早引种

．的地点是吉林省永吉县江密峰的马鞍山(北纬43。557)，现

存40年生板栗4株，是5日伪时期由辽宁熊岳引种的，1962年

吉林币松花湖林场(北纬43。427，东径126。41 7；海拔220．7

米)从辽宁和本省集安引种，在极低温--28：8℃i’4～lO月

气象积温2，689--。2，886℃前条件下，现保存120株栗树，有部

分植株开始大量结实，但大部分植株的新稍和芽冻害较重a

尤其丹东栗每年地上部枯死；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林业科

学研究所，在宁城县进行引种试验，。种源来自=I匕京市一杯柔
’ 县，1963年育苗200株，i 1983年．保存35株，年产栗250公斤；

黑龙江省园艺研究所在牡丹江市郊区用“种芽嫁接”法，’接

于柞树上进行驯化；。获得少量植株，但保存率不高。此外，

吉林省四平市，通化、东丰县、延吉、和龙、黑龙江勃利县

等地都有少量引种栽植。
。 ’

：

。

●
’

-h

‘

五、生物学特性

1、对外界环境条件的要求：． ．

、

(1)温度：根据东北栗产区的气温条件和栗树生育特

性，：要求适宜的温度是年平均气温8℃以上。生长期间要求

通过≥lo℃的积温3，2．00．度以上。冬季可忍耐的极端最低温
一． ：’

度一30℃。 (表1) ：

?

’ ：
’

·

， 一’ 一 ：

‘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1962-～1964年在辽阳峨嵋林场，(北

纬41。12’东径123。29’)定位观察，该栗园年平均气温7．8'C，

极低一26．7℃，无霜期160天，≥10℃的积温为3，336．5度．

一8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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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东北主要粟产医气温情况

丹东 8．5 一9．|‘ —3l，9 3，594jI 。163
’ 。

J

集安 ．6：’5 。14．3 —36j1 3，141．7 154，～169 1954。1980年

辽阳 8．．2． 一li．8 —30．8 3，441．6 ．160

锦州 8；8。 二一9 6 —26 O 3，575．6 171
l‘·

一

熊岳 ：、9●1 一：9j2 —一30 4 ：3，545．0 ‘175 ．

● ’h

大连 1．oI‘4‘ j 4．7 —21_1 j：3；689．0 ’214 ．

t

该地的板栗生育正常。
’

在年平均温度8℃线以北地区，板栗多生长在小气候条

件优越，‘热量条件好的地亢。：例如。吉林省集安县栽培板栗

已有百年左右历史，栗树能正常生长结实是因为地处老岭以

南，寒流被阻档，受鸭绿江影响，气候较温和湿润。这里不

仅栽植板栗，还可栽培大苹果-o尽管如此f由于低温影响，

有的年分栗树产生不同程度的冻：割。 。=．

⋯‘比较丹东栗与板栗二个种广丹东栗忍耐低温能力较差j一

从吉林市松花湖林场弓1．种栗园可以证实j一该。园⋯位!于北纬
43。42 7，东径126。4I．／,：极端最低温度--28'；．8℃，’4■lO月气

象积温2886．6度，板栗生长较好0有些植株已丰产结实；而

丹东栗仍处在海年地上部栝死状态，不能正常生育。 一一

≯ -(’2’)水分：东北栗产区的降水量在500．--．i200‘毫米之

间，．其中鸭绿江流域多在800～1．200毫米，辽东半岛为600---．

毅嚷§卷j．辽西摩降水鼓．坐，‘为曼她一_j!：旦嗡糨劈降水篓中
—一9二



在七、八、九三个月，’此时正是栗树开花和果实发育时期，

对菜树并花结实有利j～值在．开花期多丽iⅧ会影响授粉，一降。
低结实率。 ’．． j-

春季干旱会影响当年雌花形成，开花期干旱易造成落花

或落果，降低当年产量，可见栗树生长发育对水分要求较．

严，东北栗产区有句俗语说“旱枣涝栗子巩，说明栗果发育

期间要求供给充足水分。 一， ． ．

．

(3)日照：栗树是强阳性树种j生育期间要求足够的

光照，否则结实不良。这一点从栗树的树冠表面结果习性可

以看出，J既以，栗树在阳坡或半阳坡栽植，才能正常结果。
东北的栗产区日照(5～10月)在“00～l7，90小时。 (表

2)
’·-

，’

·

表2

地区

全年日
照- 时

5,--．10月

(4)土壤：①土壤PH。’栗树喜微酸性土壤，．东北主

要栗产区土壤PH在5．3--,6．6之间。 (表3)．
j

．．

，

‘

’

表3 ． 各地栗园土壤PH值 ．

’

●

～10一

嘲
2—6

●

一

●
1～26—13．一42—12．一4

●

一

●
6—37—85—52．一1



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粟树品种园，土壤P H7．7～7r．9，

质地粘重，土壤中含氯离子3·195 mg／1009,碳酸根离子

8．346 mg／lOOg、‘镁离子0．499mg／1．oog，钙离予4．112．1：ig／

1099、钠离子2．0-11mg．／t009。在这种土壤上栗树生育不

良i时色芡绿，叶缘卷艘，严重对黄化桔焦；影响结实。备

种栗比较，丹东栗对PH值及土壤盐分忍耐力．较强’。‘
· ③二{二壤养分t．，粟树是深根性树种，喜土层深厚、透气性

良好，有机质丰富的壤j卜或砂壤二L。下表是辽宁省各地果圆

土壤养分情况(表4)。、 ．

’

．
'●L

●

表4 栗园土壤分分析 ， ‘．

轴占壤土厚度有祝质全 铡P瓤o。 }有效钾
垲腻；(厘米)!(％)l(％)i(，rag／1009)j．I mg／00)

丹东． 16 f z．35{0．{10{0．74 f 6．8
‘

凤城 20 3．61-；0．24}0．80 { 14．53

辽阳40 3．64 0．32；’ 2．86 f| ‘6．75‘

金县} 20 7／}0．16 0．22 』 1．2。

庄河’15 j／．4 o．21I o．16 2．6
‘’

锦州 30 f／}／卜 O．i9 } 3j 0 、

．

‘

糠由辽宁省经济林所化验分析
，

．
．

‘
，

粟树比较耐瘠薄，能在砂质土及粘土上生长，但：结：暴

少．生长不良。由此可见，若获得桑树高产。必须在盎质较!

肥沃的地方栽植： ．

．’·．‘-．．

2、物侯期t栗树在东北区于4月下旬萌芽；．1明下龟
落叶，生育期160-,．,190天。在辽宁各地的物鲼期见赛5．

一’霉l一



由于各地气候条件差异或年分不同，同一品种的物候期

嚷现不同(麦6)：在同一地点由于种类和品种特性的差
算，物候期、生育期也表现不一致(表7)。 t

表5．_． 辽宁栗树物候期。， (日／月)

I：种类‘及赢种{地点|尊螽悻叶l嬉花开l雌花开f蠡一蠢{落．叶；翥
疆丹6．1号．f宽
辽丹24号I宽

实生丹东栗。丹

实生板栗f丹

⋯⋯万_⋯{辽
SMZ303’}大

．，，． I辽

WM007。，l庄
，，‘ J绥

／

／

23／6

26／．6

粥／6

5’／7

1．／7

3／1

16／6

20／6 f27／9

15／6

21／6

21／6

19／-6

2’／5

5／弋

3／7

16／‘6

30／9

26／9

8／10

25／9．

20／10

26／6

5／10

25／9

2／lo

20／10

150

170

13／10i164
16／!op65
{2-／．10i161

27／lo 1125
26／lo：17l

19／101164
31／19j18"00

一表6．
’

／。r-，、色t栗在辽宁各地的物候期 ．

地点l纬’j凄i萌芽!展d霪釜雄花开【罐花开l果成熟{落叶}害．塑塞夸』二掌{登耋}’譬!瞳袭：篓兰-开l譬挚要|嚣成聱一!{．霸～+⋯斗一⋯-{～．}～一睦：长；～．．1．．，．．}一～上．：⋯二}．期
大连 38 o 54 7

30／4f1 4／5 1／? i2／飞 3．／、 6／lO 7／n{192

辽阳 41 011’ §／5，22／5 5／7 ．1l／7 ?一／’ 8．／10 20／10167
●

i佥州 39 005’ 7／／,5119／5 26215 11／7 15／7 3／：lO Z6／lo；lv2
庄河 39 057 6／5120／5 ．t5／7 22／7 ll／7 lZ／10 26／10{173

；1．‘13“：生育特牲．：一-．一。：?：，一：，’“
。‘(¨l开始结果年限及寿命．i、

一i】!．2一

5

5

5

5

5

5：5

5．1b吖V吖纠影“吖．Ⅳ／

1

l

l

l

I

l

1．1

oo

5—0

5

5

5

5

5

5

4／一／、v／／／／／町

5

3

2

4

4

5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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