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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加快，每隔 3～4 d人工将伸出生长框外的枝蔓
引入框内，避免前后株枝蔓缠绕，影响豆荚采摘。
4.5 整枝促花

藤本豆分枝能力强，当基部分枝长至 40 cm
时，主蔓基部的一级分枝可留 3个生长健壮的侧
枝，与主蔓一起构成主体生产枝蔓，呈对角线引
向生产框的 4个角，通常为提高产量，可将主蔓
引向靠走道和靠外一侧的角上。当主体生产枝蔓
伸出铁丝后，及时摘去生长点，促进分枝发育。
其余一级、二级、乃至三级侧蔓，长至 5节时将
生长点抹去，促使花芽发育和开花结荚。进入采
收期后，及时清除基部老黄叶片及采收完的花序
和没有产生下级分枝的侧蔓，以减少养分消耗，
改善基部通风透光条件。

5 适时采收
开花后 18～22 d，嫩豆荚停止生长，豆粒半

鼓时即可采摘。采摘时避免碰伤要采摘的豆荚或
碰掉花序上尚未长成的幼荚。
6 平茬休眠及转入下季生产
翌年 5月上旬，鲜豆荚采摘结束后控制水分，

逐渐减少光照，叶片变黄脱落后平茬。平茬后在
暗沟内小水灌溉，用保温帘完全覆盖，使其在完
全黑暗和相对干燥的环境中强迫休眠。8月下旬结
合中耕松土，追施商品有机肥 1 500 kg/hm2、磷酸
二铵 450 kg/hm2，大水灌溉后逐渐增加光照，待新
生芽完全转绿后，光照、温度进入正常管理。以
后管理与上茬相同。

（本文责编：陈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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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是经济价值极高的果实与木材兼用树种。

核桃仁富含脂肪、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等多

种营养成分，药用价值甚高。核桃属深根性树种，

对土壤适应性强，耐旱抗寒、喜光、怕涝，管理

简便，适合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栽植。陇东核桃

主要集中在华亭、崇信、灵台、泾川等县，总种

植面积 1.13 万 hm2，挂果 0.28 万 hm2，总产量

2 500 t。2005年华亭县生产的核桃在深圳国际果

蔬展览会上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授予“中华名果”

称号。

1 宜栽品种

如果立地条件好，可选适宜于密植的早实类

品种，如香玲、辽核 3号、辽核 4号、西扶 1号、

岱丰等。如立地条件较差，则应选晚实类品种，

如晋龙 1号、西洛 3 号等。品种选择不宜太多，

主栽品种以 2～4个为宜。

2 嫁接苗选择

以嫁接伤口愈合好、长势壮、机械损伤少、

根系完整、无病虫害、株高 1 m以上的二年生嫁

接苗为好。为了提高苗木的成活率，栽植前可在

清水中浸泡 12 h左右。

3 园地选择

核桃园宜选择坡度为 20～30毅、土层厚度 1 m

以上、土壤 pH为 6.5～7.5的塬地、山地、丘陵地

或者河谷地。

4 整地施肥

黄土高原沟壑区土层深厚疏松，但相对贫瘠，

大坑栽植有利于改土培肥和核桃高产。栽植坑

的深、宽均应达 1 m 以上，以确保苗木根系舒

展。挖坑时表土与心土分别堆放，坑内至少施

入优质有机肥 50 kg以上，将肥料与表土掺匀回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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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适时栽植

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冬季寒冷风大，秋栽苗

木易遭越冬伤害，以春季栽植为好，通常在“惊蛰”

至“清明”栽植。为使根系舒展，植苗时应一边填

土一边提苗，将土踏实后浇水。栽植深度以地面

与苗木原土印基本持平或稍深为宜。栽植后在苗

周围 50～60 cm的范围内铺设地膜以提温保墒。

6 栽后管理

6.1 水肥管理

通常于秋季树木落叶之后，在树体周围挖坑

施入有机肥 75 000～120 000 kg/hm2，适量混合秸

秆、树叶、速效氮肥、磷肥更佳。追肥根据果园

肥力而定，尿素、磷酸二铵、果树专用肥等均可，

多在发芽期、幼果期或硬核期进行。

由于早春干旱，可在萌芽前灌水以促进树体

萌发。果实膨大期、硬核期需水量较大，灌水效

果也最为明显。条件好的果园可进行冬灌以利树

木安全越冬。降水量大的年份雨季应适时排水，

以免积水造成烂根、黄叶以致死树。

6.2 中耕除草

生长期一般需进行 3～4次中耕除草。

6.3 整形及修剪

核桃树形多以主干分层形为主，也有自然开

心形。主干分层形于 80～95 cm 处定干，中心干

通常选留 4～5个主枝，树高控制在 4.5 m 以内。

自然开心形于 55～75 cm 处定干，也可无中心主

干，树高控制在 5.0 m以内，常选留 3～4个主枝，

3 a左右完成整形。

核桃树伤流严重，应在核桃采收期后开始修

剪，落叶前基本结束。修剪时围绕树体结构调整

以培养主枝为主，侧枝为辅。树体较差时采用摘

心、刻芽等促进芽体萌发以增加新枝量。对已经

挂果的核桃树，修剪时可以采用更新复壮结果枝

组、去弱留强、缩放结合等修剪技术。春季树木

发芽前后及时疏除干枯枝、病虫枝。

6.4 疏雄和辅助授粉

核桃树疏雄时间以早为好。在雄花萌动前，

疏除全树 90%以上的雄花，保留上部 10%左右的

雄花即可满足授粉需要。早实核桃前期大多雄花

少且着生部位低而影响授粉，因此要注意人工辅

助授粉。通常在雄花即将散粉时采集花粉，授粉

最佳时期为雌花柱头开裂并呈倒“八”字形时，此

期约 3～5 d。授粉时先用滑石粉将采集的花粉稀

释 10～15倍，装入纱布袋内系在竹竿上，在树冠

上方轻轻抖动，促使花粉落在雌花柱头上。

7 病虫害防治

7.1 农业防治

选用抗病品种，培育壮苗，科学合理施肥，

低洼地块降水后及时排水，加强田间管理，保持

树体健壮生长，可提高核桃树自身抗病虫害能力。

冬季及时清除病果、病叶等病源物。剪除病虫枝、

干枯枝集中烧毁，并做好清园工作，可有效控制

多种病虫害危害。

7.2 化学防治

7.2.1 休眠期防治 核桃常见的的病害有炭疽病、

白粉病、黑斑病、溃疡病、干腐病等，虫害有云

斑天牛、尺蠖、介壳虫等。溃疡病、干腐病等可

于秋末落叶后刮除感病树皮，涂抹 100倍福美砷

液防治。云斑天牛、尺蠖、介壳虫可于发芽前用

4～5度石硫合剂喷施防治。

7.2.2 发生期防治 炭疽病、白粉病、黑斑病可

于 7～8 月用 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600 倍

液，或 50%退菌特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喷雾防治。

初夏用 40%氧化乐果乳油 600倍液喷雾防治云斑

天牛、尺蠖、介壳虫幼（若）虫。

（本文责编：陈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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