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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当前核桃管理的现状，本文分析了核桃的功效与作用，核桃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核桃园

管理的具体对策，旨在提高核桃园的管理水平，进一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乡村振兴

的战略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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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walnut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function of walnuts,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issues in walnut management. It not only proposes to 
specific measures to enhance walnut orchard management, but also improves the overall man-
agement level of walnut orchards and promotes the concept of “green water and green moun-
tains are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so that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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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的重要抓手，我国将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核桃既能保持土壤与水源，核桃树的根系十分发达且深，能够有效固结土壤，防止

水土流失，有助于涵养水源，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的能力，改善空气质量，又能提高农民收入。核桃

是世界上著名的四大坚果(核桃、扁桃、板栗、腰果)之一，也是我国的一个主要经济树种[1]。四川省内

江市东兴区位于四川盆地中南部，沱江流域中游，成渝之心，平均海拔 405.4 m，区域面积 1181 km2，地

势东北高，西南低，地貌以中丘中谷、浅丘宽谷为主，丘陵占 83.00%，山地占 11.84%，境内年平均气温

17.2℃，湿度 80%，年均降水量 927 mm，四季分明，寒暑悬殊，雨量集中，干湿明显，适合核桃生长[2]。
随着退耕还林项目的实施，东兴区白合镇、双桥镇、郭北镇等地大力发展核桃种植，已将核桃种植作为

重点产业来发展，在不断尝试引进核桃新品种的同时也在扩大种植面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近些年来，

部分镇在参考成功地区的管理措施经验时遇到了诸多困难，例如核桃种植技术不成熟，相对较落后，管

护水平较低，这些原因导致核桃品质不高、整体产量降低，严重影响了核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户接

受新技术的积极性被打击，其实际困难有待解决。 

2. 核桃的重要性 

2.1. 生态价值 

核桃树能防止水土流失，核桃树的根深而发达，能紧紧抓住土壤，防止水土流失。核桃树的根吸收

周围土壤里的水分并储存，有助于保住水源。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和释放氧气，改善空气质量。掉落的核

桃可以喂养昆虫和动物，有利于促进生态多样性。核桃树为众多生物提供栖息地，有利于促进生物多样

性。土壤改良，核桃树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 

2.2. 经济价值 

核桃仁营养价值高、味美，是很好的滋补品和小零食。核桃产业能增加农民收入，有助于防止贫困

户返贫，利用乡村振兴。核桃树木材质地坚硬、纹理细致、富有弹性，是工业中使用的上等材料，可用

于制作高档家具。核桃的果壳可以烧制活性炭，是防毒面具的优质材料。 

3. 存在的问题 

3.1. 年轻劳动力对外流失，缺少专业人才队伍 

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许多青壮劳力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到城里务

工，农村只有留守的老人和小孩，初中以上学历年轻人大部分进城务工，很少有回家乡创业者，劳动力

流失，在以后“由谁种”的问题成为乡村振兴的一大难题。同时，机构改革后，东兴区镇林业员划归镇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4.13303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黄小梅 
 

 

DOI: 10.12677/wjf.2024.133032 227 林业世界 
 

政府，不再专门从事林业工作，林业员出现人少事多，技术推广力量被严重削弱，缺乏专业人才[3]，再

加上经营规模小，核桃园农户重视程度不够，核桃园管理不到位，导致一些核桃园荒废。一些企业对于

新核桃品种和规划用地的接受程度较低，对各个镇的核桃种植情况不能全面了解，依据传统经验进行不

科学的种植管理。 

3.2. 品种选择不佳 

根据到东兴区郭北镇调查，由于当地老品种核桃皮厚而坚硬，果仁少而不易脱壳，多数农户便引进

外地早实核桃品种，如：香玲和清香等，但外地品种水土不服，导致有些核桃个头小，桃仁干瘪、苦涩，

产量不高，有些核桃树甚至枯死或被农户直接挖除。没有达到当初用特色产业带动当地乡村振兴的目的。 

3.3. 核桃栽培及管理的问题 

根据到东兴区郭北镇调查和请教农业农村局的专家，一是核桃栽植密度不规范。农户为了提高产量，

觉得核桃树种的越密产量越高。二是不知何时施肥，施什么肥，施多少，导致果仁不饱满、发涩。三是

病虫害严重。据调查，因缺乏科学管理，东兴区的核桃病害主要有核桃举肢蛾病和碳疽病。核桃举肢蛾

俗称核桃黑心病，在环境潮湿的土壤、杂草丛生的荒山最为严重，主要危害对象是果实，果实受害率达

70%~80%，甚至高达 100%，严重降低核桃的优良产值。四是过早采摘，有些商家为了早点上市，赚更

多的钱，在 7 月底就开始下乡收核桃，有买就有卖，有部分果农为赚更多的钱和尽早把核桃卖掉，早早

地将核桃打下卖掉，早采的核桃未长饱满，营养积累不充分，种仁脂肪含量低，口味淡，品质低劣，因

而消费者都认为早摘的核桃不香，口感不好。当然核桃也不能收得太晚，收得晚，核桃壳会变黑，影响

卖相，果仁也会变色，严重的会发黑，失去商品价值[4]。 

3.4. 土地利用率不高 

核桃生产面临农业生产发展与核桃生存空间竞争的压力，耕地资源的基本农田禁止非粮化，一般耕

地的面积又有限，市场无情调节，谁的产出率高，土地就会向哪个项目流动，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这

就要求核桃产业需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土地利用要充分。根据调查，东兴区郭北镇、高梁镇

等镇的一般农户的核桃园的产量都不高，土地利用也不够充分，很多土地除了核桃无其他农作物。核桃

枝直接留在地里，导致核桃园病虫害隐患，有的剪伐后的核桃枝搬回家当材烧，没有很好的利用。 

4. 核桃栽培管理对策 

4.1. 思想上重视，强化政策保障 

一是转变传统观念，大力调整农业结构，推动核桃园由零星分散向规模集中转移，发展适度规模

核桃园生产。二是要继续大力扶持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以合作社 + 农户，果子 + 果苗 + 技术 + 
渠道等模式，让规模户带领村民增收致富。根据调查，东兴区双桥镇牌坊村的惠耀种植专业合作社就

采用了这种模式，12 年来在种植核桃方面取得到了好的收益，也带领了当地的贫困户脱贫致富。三是

政府相关部门应设立若干个市级专家团队，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予以支持;共建共享专家库，为各镇开

展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指导与主持，提供人才支撑。四是吸纳当地青壮年投身于镇建设对于地区的发

展极其重要。现代年轻人更愿意跻身于城市的发展，东兴区镇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经济发展水平低，

很难吸引青壮年人才回乡建设[3]。因此，政府要提供资金支持，对于这些优秀的人才要给子相关的福

利政策。经营模式的调整，使懂技术、懂销售的专业合作社带领更多的农户致富；政府政策的支持将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农村种植核桃；专家库的建立，使种植技术得到保障，有利于提高核桃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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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量。 

4.2. 选择好的品种 

核桃品种的选择尤为重要。根据到双桥镇和白合镇破马村调查，“惠耀一号”很适合在东兴区栽种。

“惠耀一号”是惠耀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法人阴文翠通过引进自繁、杂交等形式，花了三年时间，从 25 个

品种中培育出抗病性强、挂果率高、口感独特的核桃改良品种，成功注册商标“惠耀一号”，并于 2015
年获得四川省林业厅认定优良品种，并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12 年来越做越大，越做越强。选择适合东

兴区种植的品种有利于提高核桃产量和质量。 

4.3. 核桃栽培管理技术 

4.3.1. 栽培 
根据多年在造林站义务植树的经验和实地调查，栽植前应选择粗壮、根系发达、芽饱满、无病虫的

苗木。苗木栽种前可放在放有生根剂的水里泡半天，有利于提高成活率。栽植时，应把树苗放在土坑中

间，一个人将树苗扶正，另一人往坑里填拌有肥料的营养土，将所有根覆盖后，用手轻轻提一下，让根

与土完全结合，再继续填土，最好与原树苗在苗圃地埋的深度一致，然后将树苗周围的土踩实，注意土

一定要踩实、踩平，踩实后灌水一定要充分，等水渗透完后再盖一层土踩实。科学的栽培有利于提高核

桃树的成活率，更加茁壮的生长。 

4.3.2. 施肥 
核桃喜肥，以有机肥为主；施肥方法用环状、半环状、条状、穴状均可[5]。一般以穴状的方式施肥，

在树冠滴水线下打 5~6 个坑，倒入肥料后盖好浇水，这种方法既省力，效果又好。核桃基肥最理想的施

用时间为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这时气温高，叶片完整，树体蒸腾作用旺盛，吸收养分动力充足，施入

土壤中的肥料大部分会被树体吸收，另外，这个时间段地温高，施肥所造成的伤根愈合快，对树势的削

弱作用小，生产中应合理安排农活，适期施好基肥。施肥时有机肥加无机肥，最好以有机肥为主，一般

每生产 1000 kg 核桃，需施用 3000~5000 kg 充分腐熟的农家肥或 300~500 kg 商品有机肥[4]。科学的施肥

既可降低成本，又可提高核桃产量。 

4.3.3. 病虫害防治 
首先，深翻树盘，晚秋深翻树冠下的土壤，破坏冬虫茧，使成虫羽化后不能出土。其次树冠喷药，

在雨季来临前每半月喷一次 1:2:200 倍量式波尔多液，防止病菌侵染；控制炭疽病、举肢蛾危害。再次，

树干涂白，特别是给幼树树干涂白相当重要，涂白可以预防天牛、牲畜啃咬。最后往虫孔灌药，摘除举

肢蛾危害果，消灭举肢蛾幼虫，剪除有虫的枝干。结合冬剪，剪除病虫枝，刮除腐烂病斑，病疤最好刮

成菱形，刮口应平整、光滑，以利愈合。要求做到“刮早、刮小刮了”，刮下的病屑应及时收集烧毁，

避免人为传播[6]，减少虫患。 

4.3.4. 核桃的采摘 
核桃需要达到完全成熟才可以采收。采收过早，外面的青皮不容易剥掉，果仁不饱满，出仁率低，

口味不佳，不易久放。采收过晚，容易造成落果，不及时捡拾容易霉烂，影响果实卖相和口感。农谚有

“谷子上场，核桃满瓢”之说，一般在白露前后，核桃成熟，即可采收。通常在外果皮裂开 30%后采收

最适宜，退皮容易，风味香甜，果仁饱满，脂肪含量高，品质高[4]。注意，在采摘前 1 个月就不要给桃

树浇水。避免采下的核桃含水量过高，不易风干和储存。目前，内江的核桃采收是由人工完成，用竹竿

敲打核桃枝，使核桃自动脱落，然后将采收的核桃收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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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提高土地利用率 

为提高核桃园的利用率，可以实行“核桃–菌”套种模式，也可以树下养鸡。根据调查，双桥镇牌

坊村的惠耀种植专业合作社核桃种植基地，利用废弃核桃枝为原料，加入糠壳、玉米芯等辅料作为培养

料在核桃树下套种羊肚菌和大球盖菇。大球盖菇产量高，颜色鲜丽，菌盖肥厚，味道滑嫩脆，营养丰富，

每斤可卖到 8~12 元，羊肚菌批发价可以卖到每斤 80 元，套种大球盖菇和羊肚菌大大提高了核桃经济效

益。核桃树下栽培大球盖菇和羊肚菌不影响核桃树生长，大球盖菇和羊肚菌采摘期为 2 月中旬至 4 月中

旬。采摘结束后，菌渣作为有机肥直接还土，形成“核桃–菇–肥”的循环模式。不仅使土地得到充分

利用，改善了土质，还解决了核桃枝留在土地上的问题。 

5. 结语 

核桃树能保持土壤与水源、净化空气、补充氧气、提供美味的坚果、提高农民收入，是农民增收，

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本文就本区核桃园的劳动力、核桃品种、核桃栽培管理、土地利用率等现状进行

调查，分析了当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后续管理对策，核桃树能够得到科学、有效、合理

的种植。提高和日常养护管理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是提高果树产量和品质、增加果农收入，增强果

农种植核桃树的信心和决心，也为乡村振兴助力。本文不盲目选择外地优良核桃品种，而是选择本地区

培育的改良核桃品种，更有利于提高产量和质量；在土地利用率方面有创新，通过在东兴区试种，表明

了其可行性，并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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