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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

再满足于温饱，而是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 核桃富含的营养价值

非常高，受到人民的喜爱。 因此，我们要注重对于核桃树的栽培，

种植出优质高产的核桃。 运用优质的栽培技术能够提高核桃的

产量，满足市场的需求。 种植核桃树带来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

的，能够实现种植户经济收益最大化。

1 核桃树的品种选择

核桃品种的选择很重要，在同等生长条件下，不同的核桃品

种长出的核桃也不一样。 而且不同品种适应的环境也不同，我们

要结合实际情况及自身的经济条件合理进行选择。 核桃主要的

分类有两种，一种是早实核桃，另一种是晚实核桃。 早实核桃通

常在播种三年左右开始结果，这种核桃树体负载大、结果早、产

量高、栽培条件要求也高。 并且早实核桃对于日常管理水平的要

求较高，一旦管理不当，就很容易造成树体衰弱，产量自然就下

降。 早实核桃的优良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之间存在着差异。 比

如薄壳香， 是北京林科所选自新疆引进种子的实生树。 坚果较

大，壳面光滑美观，壳厚 1.19mm，缝合线紧;可取整仁，出仁率

50%，仁色浅、风味香、品质上乘。 植株生长势头猛，树冠呈圆形。

4 月上旬萌芽，4 月下旬进入雄花盛期，5 月上旬进入雌花盛期，

9 月中旬果实成熟，10 月底落叶。 果实发育期 125 天，营养生长

期 210 天。树势较强，结果寿命长，适于黄土丘陵区发展种植。再

比如温 185，是新疆林科所选自阿克苏地区早丰薄壳品种群。 壳

面光滑美观，壳厚 1.09mm，缝合线比较松;可以取整仁，出仁率

59%，仁色浅，风味香，品质上乘。 植株生长中等，树冠呈半圆形。

4 月上旬萌芽，5 月上旬进入雌花盛期，5 月上中旬进入雄花盛

期，9 月上旬果实成熟，10 月底落叶，果实发育期 115 天，营养生

长期 210 天。 树冠紧凑，适宜密植栽培，丰产，质优，适合在水肥

丰富的地方种植。 晚实核桃则是播种十年左右才有果实，树木寿

命时间长，对环境的要求不太高，管理技术水平比较低。 晚实核

桃的种类也有很多， 比如华北地区山区核桃实生群体中选出的

新品种“珍珠香”。壳面光滑，厚度是 0.92mm。出仁率 56.8%，种仁

浅黄色，香味浓。 3 月底至 4 月初萌芽展叶，4 月中旬雄花盛期，

4 月中、 下旬雌花盛期，5 月中旬至 6 月下旬为果实速长期，6 月

底至 7 月上旬为硬核期，8 月底为采收期，10 月底至 11 月初落

叶。 嫁接树第 4 年、 高接树第 3 年开花结果， 植株新梢生长量

34.5cm，芽体充实。 总之，如果土壤条件等因素都比较好，就可以

种植早实品种，相反，则建议种植晚实品种。

2 对核桃进行优质高产栽培的优势

目前我国的核桃仁质量较好，含油量高，受到大众的喜爱，

其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并且核桃所富含的营养价值很高，具有一

定的保健作用。 很多偏远山区可以通过种植核桃改善经济条件，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核桃对于储存条件的要求并不严苛，运输也

比较方便，不易损坏，不容易造成损失。 而且偏远山区人员稀少，

核桃树的种植面积大， 核桃树能够最有效地提高当地农民的经

济收益。 核桃树还是我国重要的木本油料树种之一，核桃树的叶

子还具有杀菌、驱虫的功能。 多种植核桃树能够净化环境，利人、

利己、利生态。 核桃仁还可以用来榨油，工业用油和高级食用油

都可以。

3 核桃树优质高产栽培技术策略

3.1 构造适宜的生长环境

核桃树有其自身的生长条件，对于生长环境有一定的要求。

一般要选择阳光充足、地势平坦、排水性好、海拔适中、比较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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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要尽量避免种植在洼地、山谷、风口处等。 因为核桃树是

一种阳性树种，适合生长在阳光好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专家已经

开展相关调查， 通过种植在阳坡和阴坡的核桃树最终的产量对

比，证实了阳坡核桃树的产量比阴坡多一倍。 地势平坦是指山地

的倾斜坡度最好不要超过 30°，倾斜角度过大不利于树的生长，

种植在缓坡地的中、下部分都是可以的。 缓坡好于陡坡，中部好

于上部。海拔适中就是尽量控制在 1500～2500m 之间，这是在澜

沧江流域调查得出的结论。 低于这一海拔所种植的核桃树受到

的虫害多， 高于这一海拔所种植的核桃树因温度低其受到的冻

害多。 海拔适中区域的核桃树发育非常好， 受到的病虫灾害也

少，产量也高。 土层的厚度要在 1m 以上，地下水位在 1m 以下。

核桃树对于种植土壤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可以是 pH 值为 7 左右

的砂质土或者轻黏土。 不过最好的土壤是石灰质土壤，因为这类

土壤含有的有机物质多，能够有效促进核桃树的生长，满足其所

需的钙等物质的需求。 也可以对核桃树的生长环境进行人工改

善，核桃树喜肥，根据其需求量进行施肥，保证充足的养分供应，

防止树木枯萎。 核桃树对于水的需求量也不低，平均每年的降水

量应高于 700mm，一旦达不到这个标准，可以采取人工降雨的措

施。 在进行种植地的选择时，要注意空气、水质、土壤污染问题以

及周围的环境质量，看是否符合国家生产环境要求。

3.2选择适宜的栽植时间

一般种植核桃树要在其苗木还没萌动或者处于休眠期的时

候，大概的时间是在初春或冬末。 这个时期的苗木发芽早，生长

健壮，成活率高。夏季的核桃树生长迅速，不适合种植。由于各地

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种植人员对于相关知识技术认识的不同，栽

植时间也就不同。 很多人认为冬天不适合栽植，但这是根据其他

植物的生长特点来判断的，造成了知识上的误区。 因为核桃苗一

般是埋在 10cm 以下的土层当中，只要土壤不分裂散开，核桃苗

靠着土壤原有的温度是不会被冻坏的。 像山东、河北等地区，冬

季的地温就比较高。 哪怕表面上核桃树已经落叶了，它的根部也

会继续生长，为树苗之后的生长提供了充分的水分和养分，创造

了良好的生长条件。 核桃苗远比想象的要坚强，不只体现在对于

季节的高度适应，其自身可以 360 度弯曲，柔韧性是非常好的。

如果实在担心核桃苗冬季会被冻死，也可以把核桃苗提前卧倒，

再盖上 20cm 左右厚度的土，就能使其安全过冬天。 不过这种担

心是没必要的，因为我国四川、云南、广州等大部分地区已经进

行过冬季栽植了，其成活率以及最终的产量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

春季栽植效果并没有冬季好，因为春季万物复苏、大地回春，虽

然这为核桃苗的发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核桃苗的根还没

有扎到地下，没办法汲取土壤当中的营养，就会导致核桃苗体内

的水分流失，枯竭死亡。 即使核桃苗存活了下来，也没有办法顺

利生长。

3.3运用良好的栽植方式

我们首先要了解核桃树的生长特点，选择适宜的栽植方式。

栽植前要先浸泡核桃苗，使其充分吸水。 然后开始挖坑，因为核

桃苗的主根很长，所以在挖坑的时候要尽量把坑挖得深一点，宽

一点，深度、宽度分别为 1m 比较合适。 挖好坑后，先把表面的土

和所需肥料填到坑里，把浸泡好的苗修剪一下垂直放进坑里，之

后填好土，灌水、封土就可以了。 在栽植的同时要把握好行距，影

响行距的因素有很多，如品种、土壤条件、海拔地势等。 早实核桃

苗的行距可以小一些，晚实核桃苗的行距可以大一些;山丘地区

的行距小一些，平原地区的行距大一些。 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词

就是“小老树”，这种树就是还没等开花、结果、成材就已经衰老

了，这种树就可以看作是枯树了。 形成这种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行距问题， 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 不能一味为了为了达到高产

量，而忽视最终的质量。 当然我们也可以以“四旁”的栽植方式为

主，也就是在村旁、路旁、水旁、宅旁进行栽植。 这种方式一开始

是出现在建国初期，直到 1954 年才有一个统称。 而且随着农村

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种方式也得到了改善，其范围也在扩大，变

得更加适合栽植。 还有一种常见的栽植方式就是嫁接，因为正常

的繁殖和栽植虽然简单，但是结果比较慢，而且容易产生变异，

嫁接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近年我国提倡的是室内嫁接，因

为这样能更好地把控温度。 正常的嫁接方法就是皮下接和劈接，

将其处于 3℃左右的低温处， 室内嫁接就可以将其放在贮藏箱

中，随着核桃苗的需求灵活地改变温度，使其更好地复苏。 之后

再进行舌接、绑扎、保湿等操作。 气温回升之后就可以栽到室外

的土壤当中，如果是在气温回升之后进行嫁接的，就不用进行复

苏这一环节了。

3.4修剪合理的树枝形态

很多人认为树不需要修剪，任其自然生长更好。 但其实枝叶

过于茂盛就会产生挡光、挡风现象，这就需要进行人为调整，确

保树体能够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修剪并不是盲目地进行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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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不同时期的树木修剪方法也不同，对于幼龄

时期的树，主要是进行扶直，不需要开展修剪工作。 待其成长了

几个月之后，留出主枝，其余枝干剪掉就可以。 一直等到核桃树

长成，都是用这个方法，只要打造好树的树型就好。 这样能够有

利于树冠的扩大，树体更加强壮。树长到 4m 左右就基本成型了，

慢慢地就会进入结果期，随着核桃树的结果，树冠生长得更加茂

盛，枝干也越来越多，这时需要修剪的部分就比较多。 为了保证

结果稳定、高产，就要把不必要的树枝如竞争枝处理掉，以免遮

挡要生长的树枝和抢夺树枝所需的营养，要培养起良好的枝组，

建立好辅养枝等。 在结果初期，要有计划地培养强健的结果枝，

让其在树冠内堂良好发育。 结果丰盛时期，就要积极增强枝组，

修剪掉所有多余的枝干，像一些徒生枝就要被修剪掉，防止影响

树型、抢夺营养。 而且这些无用树枝的存在也会影响母枝，一定

要第一时间控制好。 对于不同时期的树枝进行修剪时，还要注意

好时间。 冬季不适合修剪，很有可能会造成“核桃树伤流”的现

象。 所谓“伤流”就是指将植物的枝或干切断时，从伤口流出水液

的现象。 伤流无疑是树体水分和养分的消耗，但同时也是树液流

动的外在直观表现，是树木生命活力的象征。 并非所有树种都会

出现伤流现象， 由于树体内的水分和无机盐是从根部经由木质

部导管向上输送的， 导管较为疏松的树种在木质部受到损伤时

树液更容易外溢。 因此，建议在进入休眠期以前进行修剪，树枝

伤口能够更好愈合。 一般幼树的修剪时间是 8月下旬，成树修剪

时间是 10月上旬。 成树修剪时间最晚不要超过 10月中旬，因为

10月中旬叶子开始泛黄， 要进入休眠期， 修剪就很容易导致伤

流。

3.5树木日常的管理工作

核桃树日常需要进行管理的方面有很多。 首先是水肥管理，

这项工作主要是在核桃树生长期进行。 水是树木生长的源泉，需

要根据树龄、土壤、气候及其自身生长情况进行浇水。 如果天然

降水量满足树木的生长需求就不需要浇水， 一旦遇到严重干旱

的天气，就要及时浇水。 定期浇水有利于树木的发展，五月浇春

水，八月浇秋水，十一月浇冬水，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同时也要

注意排水问题，水分过多也不利于树木的生长。 在多雨的季节可

以人工挖一些排水渠，以免树木的根部长期泡在水里，很可能会

造成根部腐烂。 要对其施加适宜的肥料， 保证所需营养物质充

足，还可以增强树的抗性，促进其生长发育。 最好的施肥次数是

每年三次左右，每次的施肥量是 200kg 左右，不能过多也不能过

少，在保证核桃树发育的同时，也要防止核桃树被烧坏。 同时在

施肥时，也不要直接把肥料施到树干上，要至少保持 2m 的距离，

以树干为中心，在其周围均匀施肥。 如果是生长了十年以上的树

木，就要在每年施肥的基础上，适量施一些小剂量的肥料，不能

超过 10kg，保证核桃树吸收足够的化学物质，更好地稳定产量。

然后是花果的管理。 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未萌发

雄花芽前，疏通雄花，通常在 4 月中下旬开展。 第二阶段是出现

“落果”这种生理现象时，要疏除幼果，要结合树木实际情况明确

疏果量，通常 1m

2

留 80 个左右的果实就可以。 把弱枝剪掉，能有

效提高核桃的品质。 第三阶段就是人工授粉，因为雄花一般要三

年左右才会出现，就需要人工辅助授粉。 其主要步骤就是将采集

的雄花花粉自动散出并过滤，再在花粉中加入十倍的淀粉，搅拌

均匀后放入四层纱布袋子中，用工具将其挑到树冠以上高度，轻

轻地撒到树冠上。 最后就是采收和储藏工作，一般在 9、10 月份

进行，核桃不能采收太早。 最佳的采收时间是在核桃的果实外皮

有部分裂口，并且核桃颜色饱满时，此时的果实质量好。 过早采

收，果实不成熟，含仁量少，含油量也少，储藏时间不长。 核桃对

于储藏条件也是有具体要求的， 要在核桃晾晒干燥后才可以进

行储藏。 同时为了避免发霉，可以用漂白粉制作一些漂白液，把

核桃放入里面搅拌 10min。 要把核桃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对其

进行定期检查，保证核桃的质量。

核桃被誉为“神之果”，有效利用栽培技术，能够在最大程度

上提升核桃的产量和质量。 核桃树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果树之一，

而且核桃树的叶子、果实等都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例如，核桃

壳可以用来做工艺品，不仅美观还不易变形。 种植核桃树也有利

于绿色生态环境的发展， 把核桃树种植在院子当中就可以起到

很好的绿化作用，还能达到一定的防护效果。 总之，种植核桃树

的益处有很多，我们要重视相关的栽培技术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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