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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属芸香科一种用途广泛、 经济价值高的
树种， 果皮浓香， 为调味香料， 种子可榨油［1�］。
目前天水栽植面积约 2.4 万 hm2， 年产量 4�700�t，
已成为当地农业的一大支柱产业。 天水栽培的优
良花椒品种主要有大红袍、 油椒、 豆椒、 秦选 1
号等。 天水花椒香味突出、 质量上乘， 尤其是大
红袍， 品味独特， 畅销四川、 新疆、 青海、 宁夏、
陕西等地， 供不应求。 多年来， 天水在花椒种植
管理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但缺乏科学系统
的总结。 我们结合生产实践， 对天水花椒标准化
栽培技术进行了总结， 现介绍如下。
1���建园与栽植

花椒植株较小， 根系发达， 适应性强， 较耐
干旱， 不耐涝。 成片栽植应选在通风透光条件好
的阳坡和半阳坡， 土壤以疏松、 排水良好的砂壤
土为好［2�］。 山顶、 地势低洼、 土层薄与重粘土地

块不适宜建园。 平地建园要全园整地， 深翻 50�cm，
翻耕前施有机肥 75�t/hm2 作基肥， 然后耙平耱细。
栽植花椒苗先挖 1�m3 左右的大坑， 回填土壤要细
微， 并施入有机肥 20～25�kg 左右。 在平缓的山坡
上建园时最好先修成水平梯田， 避免降水时造成水
土流失， 也便于采摘和田间管理。 建园密度宜稀不
宜稠， 一般采用 2�m×3�m或 3�m×4�m的株行距［3�］，
栽植密度为 840 株 /hm2 或 1�665 株 /hm2。 生产上多
采用后者建成矮化密植园， 便于摘心与采摘。
2���土壤与水肥管理

花椒根系浅， 杂草时常与花椒树争水争肥，
影响花椒产量。 花椒栽植后在春、 夏两季要坚持
松土除草， 干旱时要及时灌水， 结果后更要加强
土、 肥、 水管理。 施肥时要注重氮、 磷、 钾肥的
合理搭配， 通常 5 月份追施氮、 磷、 钾肥， 挂果
幼树施氮磷肥各 0.5�kg/株、 草木灰 2.0�kg/株， 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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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天水市花椒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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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有利于企业消除绿
色壁垒， 占领市场， 从而扩大经济效益。 绿色产
品具有巨大的潜力，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
绿色产品的需求量会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上升
而上升， 并在未来世界市场上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和竞争力， 是世界商品发展的新潮流。 信阳企业
只要抓住机遇， 大力发展和茶有关的绿色食品，
才能获取最大利益。
4.2.4����利用 WTO 原则， 回避绿色壁垒 出口要深
入研究 WTO 的有关规则， 运用世贸规则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 要充分利用 WTO 有关协议对我国的

特殊待遇条款， 利用 WTO 规则中给予我国的优惠
待遇及争端解决机制等， 主动获得政府及各界的
力量的帮助， 争取为信阳茶叶产品出口创造良好、
安全的外部环境， 维护信阳茶农以及企业的合法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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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施氮磷肥各 1.0�kg/株、 草木灰 2.0�kg/株。 8 月底
至 9 月初施有机肥 25�kg/株。 施肥时要采用放射
沟、 环状施肥法， 秋季落叶后一般每 3～5�a 换除
主根周围 50�cm 以内的土壤， 深度 30�cm， 以防落
椒、 落叶现象的发生， 影响花椒树势及产量。
3���修剪及整形

花椒是喜光树种， 整形修剪是保证花椒树优
质高产增收的一项主要措施。 经过整形修剪的椒
树主干分明， 布局合理， 通风透光良好， 植株健
壮， 具备结果多、 结果年限延长等特点。 修剪应
在采椒后至翌年春季椒树发芽前进行， 幼树和盛
果树在秋季修剪， 老弱树最好选择在春季进行。
常采用的丰产树形有丛状形和自然开心形 2 种［4�］。
丛状形整形第 1 年在根颈部截干， 促进萌生较多
枝条， 选留 2～3 枝， 让其自然生长而成。 其优点
是树冠形成快， 早期丰产； 缺点是长成大树后因
主干过多、 枝条拥挤、 光照差、 产量会下降、 树
势易衰老。 自然开心形整形栽培定植后第 1 年从
距地面 30～50�cm 处截干， 剪口以下留 3～5 饱满
芽， 使其促发新枝。 次年从中向不同方向选留 3～
5 个主枝， 均匀占据空间， 其余枝疏除， 每个主枝
培养 2～3 个侧枝； 最后去掉中心枝开膛， 这样
3～5�a 就可完成整形。 以后每年要在生长期摘心
拉枝， 剪除病虫枝； 在休眠期要剪除徒长枝、 过
密枝、 湾杈枝、 回缩结果枝和延长枝。 这种树型，
树冠内通风透光好， 果实产量高、 品质优良。
4����病虫害防治

天水花椒主要病虫害有 24 种， 虫害以花椒吉
丁虫、 花椒蚜虫、 山楂叶螨最为严重［5�］。 病害以
花椒锈病、 花椒干腐病最为严重， 并且为害面积
逐年扩大， 为害程度逐年加重。 防治花椒病虫害
要贯彻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植保策略。
4.1 物理防治

调运苗木时应加强检疫， 避免从病区调入；
栽植抗病品种， 注重不同品种间作。 其次要注意
椒园清理。 花椒落叶之后， 将病枝落叶以及园内、
地埂杂草进行清扫和拔除， 并集中烧毁， 彻底清
除和消灭越冬病原菌和虫源体。 翌春发芽前仔细
刮除粗皮、 翘皮， 集中烧毁， 以杀死越冬成虫。
4.2 化学防治

蚜虫应在 4 月份蚜虫发生初期和花椒采收后，
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200 倍液， 或 3％啶虫
脒乳油 1�000 倍液均匀喷雾防治。 山楂叶螨可在花

椒发芽前用 45％晶体石硫合剂 1000 倍液喷洒 1
次， 也可在发芽后至开花前用 10％阿维·哒螨灵乳
油 2�500 倍液喷雾防治； 8 月底至 9 月初用 45％
晶体石硫合剂 1�000 倍液喷洒 1 次， 可减少山楂叶
螨越冬量。 花椒锈病可在 6�—7 月份用 15%三唑酮
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 或 25%丙环唑乳油 1�500
倍液， 或 43%戊唑醇胶悬剂 1�200 倍液喷雾防治；
也可在秋季果实采收后或翌年春季椒芽萌发前用
1∶2∶600 倍的波尔多液喷洒 1 次， 能预防病菌的
侵染和蔓延。 花椒干腐病应在每年 3�—4 月和采收
花椒果实后用 3%甲基硫菌灵糊剂， 或 1.8%辛菌
胺醋酸盐水剂与 44%氯氟·毒死蜱水乳剂配合使用
防治； 对大枝干上发病较轻的病斑可进行刮除，
并在伤口处涂抹 3%甲基硫菌灵糊剂。 在防治花椒
干腐病的同时应考虑兼防小吉丁虫， 否则达不到
良好的防治效果。
5���冻害预防

花椒抗寒能力较弱， 进入冬季可采用对幼树
裹草， 大树涂白， 主干培土和幼苗整株培土等措
施， 加强对树体保护。 也可在主干涂抹护树将军
或进行涂白保护， 或用生石灰、 硫磺、 食盐、 植
物油、 水按 5∶0.5∶2∶0.1∶30 的比例配制成保
护剂进行树体涂干［6�］， 可有效防止椒树冻伤。
6���采摘与贮藏

7 月下旬花椒果实外皮呈紫红色， 果皮缝合线
突起， 少量开裂， 种子黑色光亮。 可闻到浓香的
麻香味， 是最适宜的采收时期。 采收果实一般用
手摘或剪子剪。 采回后放在向阳通风、 干燥的席
上晾干或阴干。 花椒要贮存在通风防潮的库房，
严禁与有毒、 有异味的物品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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