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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隶属甘肃省天水市， 位于东经 105° 45′～
106° 30′、 北纬 34° 32′～34° 56′。 东西长 66�km，
南北宽 47�km， 全县总面积 20.12 万 hm2， 耕地面
积 8.7 万 hm2。 植被以灌丛和草原为主， 气候温
和， 属陇东南温带湿润区， 为陇山山地向梁峁过
渡地带。 地势呈东北高、 西南渐低。 海拔 1�112～
2�201�m， 年平均气温 9.3�℃， 年均降水量 573.1�
mm， 年日照时数 1�912.7�h， 平均无霜期 173�d。
土壤以黄绵土为主， 土层深厚， 适宜多种农作物
和果树生长［1�-�2�］。
1���产业现状
1.1 品质优良， 产业初具规模

清水县雨量充沛， 温度适宜， 具有得天独厚
的自然气候优势， 生产的核桃坚果种仁饱满， 品
质优良， 清水薄皮核桃多次获得省内外优质农产
品金、 银奖［3�］。 近年来， 清水县高度重视核桃产
业发展， 科学谋划， 大力发展核桃产业。 目前全
县已累计栽植核桃 2.53 万 hm2， 其中挂果面积达
0.52 万 hm2。 2015 年核桃青皮果总产量达到 5.5 万
t， 总产值 1.1 亿元， 人均核桃收入 334 元， 核桃
产业渐已成为全县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
1.2 资源丰富， 人均核桃种植面积大

清水县土地资源丰富， 农民人均核桃种植面
积 0.085�hm2， 是甘肃省人均面积较大的县区之一，

目前已形成永清、 白沙、 红堡、 白驼、 松树、 王
河、 丰望、 陇东、 草川、 山门、 秦亭、 新城、 黄
门等 13 个“万亩核桃乡镇”。
1.3 栽培历史悠久， 发展潜力大

清水县核桃栽培历史悠久， 现存许多树龄较大
的老核桃树， 长势良好， 抗逆能力强， 坚果种仁饱
满， 品质优良［4�］。 自 2006 年起， 开始集中栽植核
桃新品种辽核系列、 晋龙系列等， 已逐步进入结果
期， 但存在实生核桃与嫁接品种并存的现象， 经济
效益未能完全彰显， 核桃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2���发展建议
2.1 合理布局， 制定核桃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结合清水县核桃建园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 在深入调研、 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制定
清水县核桃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充分发挥核桃产
业发展规划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突出产业化、 基
地化、 标准化、 示范化的特点， 重点以核桃产业
带建设为依托， 按扩量与提质并重、 管理与增效
并重、 品质与品牌并重的原则进行规划［5�］。 坚持
向核桃优势生态区发展的理念， 集中提升建设西
灵山等 6 个“五万亩核桃基地”， 重点培育西灵山、
铁炉梁、 三湾梁等 3 个标准化管理示范园， 强化
其引领和示范作用。 在现有核桃栽植面积的基础
上， 至 2017 年末， 全县核桃栽植面积达 3.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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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 将优化品种结构、 提质增效、 注重深加工、
延长产业链作为“十三五”核桃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
2.2 优化品种结构， 推广适宜当地发展的优良品
种

搜集保存优异的乡土核桃品种， 大力推广适
应性强、 抗性强、 丰产的品种； 高接换优效益低
下的实生品种， 遵循因地制宜、 适地适树、 适地
适种的原则， 优化品种结构。 合理配置授粉品种，
调整早实核桃和晚实核桃比例， 注重发展抗晚霜
冻能力强、 产量高的核桃品种。
2.3 加强核桃幼树早果丰产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推广

清水县现有核桃面积 2.53万 hm2， 2015年挂果
面积 0.52 万 hm2， 占核桃总面积的 18.2%， 挂果园
平均株产和单产远低于国家丰产标准， 所以加强核
桃幼树早果丰产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提高核桃产
量与质量迫在眉睫。 应加强技术管理部门人员和果
农技术培训， 转变传统观念， 引导农民学习核桃栽
培管理的先进技术， 达到建园富民的目的。
2.4 提升核桃标准化示范园和优质苗木繁育基地
建设水平
2.4.1����核桃标准化示范园改造提升 核桃标准园
的建设对提升全县核桃示范基地的建设水平起到
技术示范和科技引领的作用， 对引领全县核桃产
业的健康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6�］。 标准化示范园
高质量高产量的产出效益， 可以进一步激发全县
群众发展核桃产业的热情。 目前清水县已建成西
灵山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石沟河流域、 铁炉
梁、 三湾梁、 响水河流域等一批“万亩精品核桃示
范基地”， 但其新品种、 新技术示范作用以及引领
农民致富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 需提升建设水平。
同时， 要立足于创优质、 树精品的示范园建设思
路， 按建园精细化、 生产标准化、 基地规模化、
果品品牌化的要求改造提升核桃标准化示范园。
2.4.2����优质核桃苗木繁育基地建设 优质苗木繁
育基地建设是发展核桃产业和优化品种结构的必
然需求， 选育和生产品种适宜、 成本低廉的优质
核桃种苗， 在满足自需基础上还可外销创收， 是
发展核桃产业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7�］。 目前，
清水县尚未建成一个优质、 规模化核桃育苗基地，
这与发展核桃大县的目标不相称。 要按照夯实数
量、 提升质量、 加强管理、 创建品牌、 增加收入
的建设要求， 在清水县东、 南、 北部核桃适宜区
重点建设核桃良种基地。 在满足建园及优化、 改
良品种结构对种苗的需求基础上， 逐步开拓种苗

市场， 外销创收。
2.5 培育龙头企业， 树立推广品牌

目前， 清水县核桃加工企业少、 产业链条短，
深加工力度不足，“清水核桃”及相关产品品牌效益
发挥不理想， 市场认知度不高。 规范核桃销售市
场， 培育核桃生产、 销售企业， 特别是大力培育
机械化去皮、 清洗、 烘干及核桃产品深加工龙头
企业， 围绕加工、 包装、 储藏、 贩运等环节， 兴
办一批科技含量高的核桃精深加工龙头企业， 延
长产业链条， 进一步提升清水县核桃机械化生产
水平和深加工水平， 使全县核桃种植、 生产、 销
售逐步步入“公司＋基地＋农户”的规模化、 机械
化发展模式。 同时鼓励社会力量研发、 生产清水
核桃深加工产品， 大力宣传、 推介“清水核桃”
及相关产品品牌， 逐步加大清水核桃及核桃产品
在省内核桃销售市场占有份额， 实现核桃产业创
收增效的目的。
2.6 健全科技服务体系， 实现产供销一体化

发挥政府及部门职能， 健全农业科技服务体
系， 加强对核桃产业发展的管理与服务。 积极发
挥气象部门及主管部门的管理与服务作用， 在花
期霜冻灾害防控上做到气象信息早预报、 霜冻灾
害早部防， 群防联防， 减少损失。 由政府政策扶
持， 鼓励引导保险行业承保清水核桃收获保险，
将霜冻重灾区核桃产量收益投保， 打消核桃种植
户及企业的后顾之忧。 鼓励和扶持龙头企业、 科
技人员和务果能手创办合作经济组织， 使他们与
果农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 逐步实现林果基地统
一生产、 统一管理、 统一营销， 提高核桃及相关产
品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建立和完善核桃生产及
加工国际、 国内贸易的市场信息监测和预警系统，
准确掌握供求和价格波动信息， 提高研判水平， 及
时调整生产和销售策略。 大力发展电商， 充分利用
互联网销售清水核桃， 大力宣传推介清水核桃及相
关产品。 发挥政府职能， 适度进行市场调控， 逐步
使清水核桃产业步入产、 供、 销及加工一体化发展
道路， 推进清水核桃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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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城市园林植物的选择， 从生物学特性与环境相协调、 多用彩叶植物、 多用花期较长的植物、
观果植物的配置、 用宿根花卉替代草坪、 合理配置造型植物等方面探讨了西北地区城市园林植物的配置相关问题。

关键词： 园林植物； 绿化； 植物选择； 配置； 北方
中图分类号： S73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1463（2016）06-0063-03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6.06.025

我国西北地区属于半干旱、 干旱的温带大陆
性气候， 四季分明， 夏季炎热， 冬季寒冷， 且昼
夜温差较大。 这种干旱少雨， 气候恶劣， 自然经
济条件也较落后的地区， 极大限制了城市园林植
物的选择利用。 在园林植物的选择与配置上不仅
要遵循科学性， 而且要讲究艺术性， 力求科学合
理的选择与配置， 创造出优美的景观效果， 从而
使生态、 经济、 社会三者效益并举［1�］。
1���园林植物的选择

绿化植物的选择与配置的好坏是反映城市绿
化水平高低的窗口［2�］。 选择合适的树种是园林建
设的重要环节， 直接关系到园林绿化的质量及各
种效应的发挥。 园林要求更高的防护功能、 更好
的艺术效果和更强的适应性， 这就要求在符合的
生物学、 生态学原则的基础上， 更广泛地选择树
木种类， 以达到更好的绿化效果。
1.1 遵循适地适树的原则

树木在长期的自然进化过程中， 逐渐适应了
适合自己生长发育的环境， 并将这种适应性遗传
给后代。 因此园林树木的选择要根据当地的环境
条件， 选择适合的树木种类， 即“适地适树”原则。
衡量适地适树存在两个标准。 其一是生物学标准，
即在栽植后能够成活， 正常生长发育、 开花结果，
对栽植地段不良的环境因子有较强抗性， 具有相
对的稳定性。 一般可以用立地指数和其他生长标

准进行评价。 其二是功能标准， 包括生态效益、
观察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栽培目的要求得到较大程
度的满足。 适地适树的功能标准只有在树木正常
生长发育的前提下， 即满足生物学标的前提下才
能得以充分发挥。
1.2 乡土树种为主， 适当引进经驯化的新树种

乡土植物是在本地长期生存并保留下来的植
物， 它们在长期的生长进化过程中已经对周围环境
有了高度的适应性， 因此， 乡土植物对当地来说是
最适宜生长的， 也是体现当地特色的主要因素， 理
所当然成为城市绿化的主要来源。 在园林绿化中选
择抗性、 适应性强的乡土植物， 有利于绿地的可持
续发展。 西北地区的气候、 土壤、 等自然因素限制
了园林植物的选择范围， 自然条件划定了树种选择
的界限， 作为生命体的树种依附于自然因素， 应充
分考虑到树种的最适条件和极限条件， 以本地树种
作为植物配置的基础树种， 同时还要积极挖掘驯化
新的树种资源， 以丰富园林绿化建设的形式。
1.3 以经济实用为原则

园林树木种植的目的是改善和美化环境， 为
人类创造一个优美、 宁静的生活、 工作环境。 但
在改善环境的同时， 应本着经济实用的原则。
1.3.1����选择可以露地越冬的植物， 减少养护成本
在冬季气候寒冷的西北地区， 植物的越冬成为园
林工作者的重点， 由于保温不当而造成的植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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