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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属温带和亚热带树种，适应温度条件的范围很广，但是

受到当地温度和水分条件限制的同时， 银杏的长势和种实产量

的优劣也是很重要的。 银杏不怕涝，多生长于水分十分充足的地

带，如果银杏在春夏开花，那么结实期便会出现缺水的情况，当

年的长势和结实量都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与此同时，银杏树也十

分惧怕水浸，夏季若是大雨较多，不采取及时的措施，同样会使

得银杏树枯死， 所以银杏适宜种植在水源充足且排水设施较好

的地带。

1 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在银杏播种育苗时，1 年生幼苗怕强光照射， 强烈的光照条

件下地表温度过高，使幼苗茎基部有灼伤现象，造成茎腐病大面

积发生，严重时可造成育苗失败，所以在银杏播种育苗时需要采

取一定的遮阴措施。 银杏栽培宜选用厚度不小于 1.2m 的坡土和

砂质坡土， 银杏树对土壤酸碱度的要求不严格，pH 值在 5.5～8

之间即可。

银杏树体在发芽前的 3 月上旬(南方)需大量养分，夏季施肥

于银杏种子幼小期的 4 月下旬(南方)至 5 月上旬(北方)花后。 夏

季施肥需要及时补充大量营养，新梢发育快，消耗的营养也大。

这一时期的追肥应以复混肥为主，含氮磷钾成分，不能简单追施

氮肥。 冬季施肥一般是有机肥，可使树体中贮藏的营养物质得到

改善，使树体生长得到促进，尽量多施农家肥、种绿肥等。

2 银杏的育苗技术

2.1 播种育苗

2.1.1 选种

银杏选种和其他植物类似，一般以长势好、丰产、无病虫害

的母株为主，选种的时间为每年的 10 月份左右，按照银杏的成

熟程度确定具体时间， 可收集银杏果实并保存， 保存方法有两

种：一种是采下后直接晾晒的形式，稍晾晒后放在空地上，再直

接堆放在室内，待二年播下时，将瓤皮剥去，直接播种;二是将成

熟的果实采摘之后，去皮留核，而后将其用清水清洗干净，将白

果与砂混合，一般情况下，果和砂的质量比是 1∶5。 将其储存在

室内，储存器具是木箱或瓦窖。 若白果的数量非常大，可进行冷

库存储，也可将其放置在麻袋中，存放更长时间。

2.1.2 选地整地

选地整地对育苗质量的影响非常大， 圃地需要选择在地质

较高且含水和透水性较高的地带，土壤条件优越，且有一定的透

水性，含水量充足，确保灌溉需要。 苗地选好后，便是整地，把田

地里的杂物清理干净，做到土松地平。 在整地时，按照地力施用

底肥，确保苗期营养成分的同时，撒施防虫药剂。

2.1.3 播种

播种的时间相对比较固定，一般在 4 月中下旬进行，如果白

果的外皮裂口有 1/3 左右发出新芽，直接贮藏或窖藏的白果就会

因为温度上升而萌发， 这时候只需要将其种下即可。 若均未萌

发，可采用温水浸湿催芽的方式，待裂口萌发后，再播种，若未萌

发，则继续催芽。用种的数量需要按照白果的体积决定，每亩(注：

1 亩 =667m2)用种 25～40kg。 可通过作垄播种的形式进行，在山

东省也有一些地区选择开沟播种： 沟间距为 25～30cm， 深度为

5～7cm，株距一般为 10～15cm，芽头向下，播种之后需要及时浇

水，并且覆薄土，出土时间一般为 14d 左右。 播种之后需要考虑

到当地的温度特点，决定是否覆膜，山东地区通常会选择覆膜的

方式保障土壤的湿度，提高地面温度，以利于出苗;胚芽露土后，

应在膜上及时打洞通气;待苗长高后，再将覆膜取下即可。银杏 1

号树苗比较嫩弱，过盛的光照对其成长不利，要在进入 6 月份以

后进行遮阴，避免其被灼伤。 银杏树生长通常比较缓慢，2～3 年

大多能长到 60～100cm，这时就可以出苗定植。

2.2 扦插育苗

2.2.1 硬枝扦插

硬枝扦插的时间一般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 山东省多在早

春时期，秋季以晚秋为主。 一般情况下，银杏树生长速度较慢，需

要先行选种条带作插穗，以 1 年生的幼树枝条健壮为好，也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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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的中下部，选择当年新生的枝条进行插穗种植。 要求条条粗

壮，干爽笔直，不能产生任何有害生物。 采摘之后选取中上部，截

成长度约为 15cm 的插穗，按穗部分开捆扎，同部位的放在一起，

每捆 50 根。 扦插之前，将插穗按(0.2∶10000)～(0.8∶10000)的比

例， 用消炎乙酸或萘乙酸与水配制成溶液， 浸泡 12h。 株距为

15cm，行距为 25cm，每亩穗数 13000～15000 穗。 插秧前先将秧

田灌透，若土质松软可直接插穗，在插穗前可先用扦插棒插上土

质稍硬的插穗，以免对皮层造成破坏。 以大部分插条未入土为宜

的扦插深度，留一芽节于地面，插后覆膜，提高地温，保水保墒。

如果光照强烈，温度过高，则应适当揭膜露角通风，在插穗出芽

后及时将膜摘除， 使光照增加， 有利于苗木的健壮和枝条的生

长。 春插秧苗基本能在二年春天移栽定植。

2.2.2 嫩枝扦插

嫩枝扦插的时间一般为 7 月上旬， 新生枝条在半木质化阶

段，可剪取 2 芽 1 节或 3 芽 1 节的嫩枝作插穗。剪好后用 ABT 生

根粉溶液浸泡 50～200min 再剪。 剪切嫩枝需要先行用透气性砂

土当作临时苗床，在做好遮阴的同时要控制好水分，由于剪切损

伤后的嫩枝会停止生长，但是对缓苗的生根发芽是有好处的。 扦

插发根之后再移植带土至普通育苗床，让其继续生长，成大苗后

再移植定植 1～2 年。

2.3 分蘖育苗

银杏繁殖法常见的还有分蘖育苗，因银杏树根易萌发蘖芽，

木质化之后，将其断根后移植。 一是利用原有的根系分蘖后再割

离繁殖，利用快刀将银杏树的蘖芽从母株上割下，再于每年 9 月

中下旬移栽;二是于每年 7～8 月份先在母株根蘖部环切，剥去

外皮后再培土，切口涂上硫磺粉或 1%硫酸铜水溶液消毒，28d 后

在环剥处生出新根，隔年春季剖开再繁殖;三是挖沟断根，换银

杏大树，促使断根长出新的蘖枝。 秋季进行挖沟作业。 在大树冠

基部开凿环沟，宽 50cm，深 50cm，侧根截断，再用挖沟土拌肥回

填一层，在断根处生出分蘖苗，不用再移入苗床培植，1 年后即可

割离定植。

2.4 嫁接育苗

嫁接育苗有劈接法、切接法等多种接法，对于山东省而言，

银杏嫁接育苗一般为插皮法，因为这一方式对砧木不是很挑剔，

大小都可以，操作起来也比较顺手，成活率也比较高。 春季可实

施插皮嫁接，春季的气温合适，且树液开始流动，枝皮离条，这一

时期最适宜进行嫁接，因此，在春季进行插皮嫁接可以选择树皮

嫁接。 插穗从嫁接前 30d 开始遴选，用砂土埋好 2～3 年生的枝

条。 嫁接时，先用刀在砧木上较光滑的一侧削去外皮，露出成层，

再从 3～5cm 长的接口处切开。 再将砂藏备用的接穗枝条取出，

上端留 2 芽，于第 2 芽 0.5cm 以下部位背面，向下重削到髓心，切

口的距离一般是 4～5cm，再将另外的一面削出 0.5cm 断面，全部

完成后，再用刀在长短两面轻削一刀，将成层露出来。 将接穗长

切面对准砧木接口处，向木质部深插，动作宜缓宜轻，再用塑料

布扎紧、捆紧。

3 银杏的栽培管理

3.1 营林地选择

林地选择对于银杏生长来说十分重要，通常需要选择养分、

水分、光照条件均优越的地带，地势有一定的要求，一般选择丘

陵地带，排水良好、土层深厚。 地块所处的位置要无遮挡，这样不

仅可以保障阳光充足，还可保证一定的透风度，同时要选择地势

较高、排水良好的土壤，由于谷地的通风和光照条件都比较差，

不利于银杏的生长，所以尽量不要选择谷地。

3.2 挖种植穴

挖种植穴的过程中，取株行距定位穴中心 2m×2m。 应按东

西向排列，以保证南北方向光照充足，符合其生长周期长和树形

高大的特点，适宜的疏密度能保证银杏对光照的需求，使其光照

不受邻树影响。 定植穴位后挖穴，土为砂土或砂壤土，定植穴稍

小些则对保水有利;如果树苗根系较密，则要挖大栽植穴道，栽

植穴道规格一般标准是根系尺寸的 2 倍。 深、宽各 50cm 左右，挖

开后施农家肥 5～10kg 作为基肥，以确保银杏生长所需的营养。

3.3 栽苗定植

时间一般在早春，先在坑底施基肥，植前将挖穴表土回填一

层，踩实，在回填穴土前将苗竖直置于穴中央，植株四周形成小

堆;将植株轻轻提起，注意不要用力过猛而将幼苗拔出，轻提可

保证根系畅通，使其能够和土壤接触更为全面，杜绝窝根，再将

植株周围土壤踩实，浇透即可进行银杏抚育工作。

4 银杏的抚育管理

4.1 中耕除草

中耕除草需要强化田间管理，适时中耕，保持土壤疏松，杜

绝板结，强化土壤的通透性，可促进根系与空气的充分接触，同

时也要加强对树苗的抚育管理，加强促使根系发育。 要在最短的

时间内将杂草清除，保障银杏生长缓慢，不能在短时间内竞争杂

草，若除草的效率低下，过旺的杂草生长势必会在水分、光照、营

养成分等方面形成有力的竞争，从而影响银杏的正常生长，如果

不及时除草，势必会使银杏生长受到一定的影响。 定植后，中耕

除草每年要定期进行 2～3 次，这样既能保证林地干净，又有利

于病虫害的防治，还能保证良好的银杏生长环境。

4.2 水肥管理

银杏的生长对养分的需求量较高，是一种喜肥耐肥的树种，

科学合理的施肥可以有效促进植株的生长， 因此银杏的生长过

程中，银杏速效混合肥于每年 2 月前后施用，每株的用量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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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g， 可与满足银杏 3～4 月长叶期叶片生长需要的有机肥结块

混合施用。 每年 7 月上旬，在夏季长果期内，为满足营养需要，可

株施尿素 0.5kg。 一般以农家肥为主，确保落叶后树体有充足的

养分越冬，秋季施用一些营养树体的肥料。 定植后的幼苗需要在

每年春季发芽前和落叶后各施一次肥，在距离根部 80cm 处环状

开沟，施完农家肥再用沟土填埋，在生产中多采用沟施的方式。

施完肥后要浇足水，这样对植株吸收肥料有一定的好处。 银杏在

生长过程中，遇到干旱天气时，要按照墒情适当补水，以免因缺

水而影响植株生长，银杏在生长过程中要及时补水。

4.3 园地维护

生长环境整洁对于银杏的生长来说十分关键， 无论是杂草

还是枯枝、杂灌等，都要经常清理，确保园地的整洁和通风，强化

土壤的透气性，按照天气的变化而定。 对银杏林进行科学浇水、

排水，避免大牲畜入园破坏银杏，同时加强对银杏的管理。

4.4 整枝修剪

银杏整枝修剪分冬剪和夏剪两个阶段。 冬剪主要是将银杏

的枯枝和细弱枝、直立枝等剪除，以短截、疏枝、缩剪、刻伤为主;

夏剪以抹芽、去萌、疏枝、环剥、倒贴皮、疏花疏果为重点，对根部

萌蘖进行剪除，以降低养分消耗，促使植株生长，提高银杏的产

量和经济效益。 整枝以利于丰产为修剪原则，按照树体长势的不

同，适度地、有针对性地选择差异化的修剪方式进行修剪，以实

现去弱留强、合理冠型结构、通风透光和实现丰产的目的。 对幼

树来说，应在春季萌发前明确主干高度进行剪切，在此基础上进

行嫁接，上面有 2～3 个饱满芽。 而面对旺产期的树木，则应以促

进生产为目标，按照树势的特征，疏密留稀，疏弱留强。

5 病虫害防治

5.1 病害防治

5.1.1 银杏叶枯病

银杏叶枯病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病虫害， 一般在每年的 7 月

前，施锌肥或硼、锰、锌等微量元素混合液，通过泼洒的形式，喷

洒在银杏基部周围地面，加强肥水管理，增强银杏的抗病能力;

初发病时，可视病情轻重，对幼树或幼苗喷洒 70%代森锰锌 800

倍液进行防治，连喷 2～3 次。

5.1.2 白果早黄化病

白果早黄化病的发生一般是由土壤缺水或缺锌、 地下积水

或害虫危害等引起的。 通常发病高峰在 6 月中旬，黄化较多在 7

月上旬。 在其防治上，应针对缺锌的土壤施多效锌或锌肥硫酸锌

等，准确查找病因，加大旱期灌水量。

5.2 虫害防治

5.2.1 银杏超小卷叶蛾

白果特小型卷叶蛾在成虫羽化之前， 可用 2.5%嗅氰菊醋

2500 倍液进行综合防治;幼虫刚孵出来的时候，对受害枝条喷施

80%敌敌畏乳油 800 倍液，幼虫蛀入树皮需用油雾机喷干。 就能

较大程度地减少羽化成虫。

5.2.2 银杏大蚕蛾

银杏蚕蛾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害虫，在银杏的生长过程中。 若

是其发生情况比较严重的话，整棵树的叶子会被啃得干干净净，

对银杏的生长是十分不利的。 在幼虫未满 3 龄之前，可选择施加

80%敌畏 1500～2000 倍液或 90%敌百虫 1300～2000 倍液，防治

效果显著。 卵块可通过人工方式于 9 月中旬至第二年的 3 月底

摘除;老熟幼虫于五月末至六月初，午间会匍匐于树下，可用人

工手段进行捕杀;6 月初至 9 月为蚕茧化蛹阶段，虫茧较大，较易

识别，可人工摘除后进行集中焚烧处理;如果情况严重，8～9 月

可用黑灯诱杀。

5.2.3 白蚁

白蚁能够结合自身的排积物、 蚁路、 通气孔等确定蚁巢位

置， 再以比主干半径更长的钻孔直通主干树心， 清理洞内的木

屑，从而达到清理蚁巢的目的。 20～25g 的 10%灭蚁灵在胶囊喷

粉器的帮助下喷入洞内，通常在施药后 3～7d 即可将白蚁消灭。

综上所述，银杏栽培管理是一项具有一定系统性、复杂性的

工作，为了保证银杏的成活率，在适时播种、加大水肥管理、切实

做好病虫害防治、助推银杏健康生长的同时，还需要全面了解和

掌握有关银杏栽培技术的要点， 对苗木的培养方法需要按照当

地的特点进行科学选择， 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银杏各方面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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