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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

彭方仁
（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南京 ２１００３７）

摘　要：介绍了美国薄壳山核桃生产现状，详细阐述了美国薄壳山核桃的品种资源与良种选育、苗木培育、栽培管
理、病虫害防治、采收和采后处理等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技术，总结了美国薄壳山核桃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作

用，并提出了促进我国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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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全面掌握美国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现状，学
习美国薄壳山核桃的先进生产经营管理技术，２０１３
年９月３０至１０月１４日，由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绿宙
薄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无锡万阳园艺场、常州天

目中山杉培育场、安徽大寅园林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学

者和薄壳山核桃种植者组成的代表团赴美进行了美

国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的考察。考察团先后考察了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美国农业部薄壳山核桃育种

中心、佐治亚大学薄壳山核桃育种中心、德克萨斯州

和佐治亚州的薄壳山核桃种植园、育苗基地、薄壳山

核桃加工厂及批发市场，并就薄壳山核桃良种引进、

丰产栽培、加工销售及技术合作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

探讨。考察团所到之处受到各考察单位或个人的热

情接待，听取了详细介绍，并得到相关文字和音像资

料。通过这次考察学习，使我们对美国薄壳山核桃的

产业发展有了全面认识，增强了我国发展薄壳山核桃

产业的信心。

１　生产现状
薄壳山核桃在美国的自然分布以密西西比流域

及其东西两面支流的河谷地带为主，集中在北纬１６°
～４２°、西经８６°～１０５°之间［１］。美国现有薄壳山核

桃商业果园的种植面积约２０万 ｈｍ２，每年的坚果产
量在１５万～１８万ｔ。全美５０个州中有２４个州从事
薄壳山核桃的商业化生产，按行政区划共划分为四大

产区，种植面积最大的３个州为德克萨斯、佐治亚和
俄克拉荷马州，分别占全国总面积的 ３４％，２７％和

１７％［２－４］。近年来随着薄壳山核桃出口量（尤其是出

口中国）的增加及坚果价格的上升，全美薄壳山核桃

的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近３ａ新发展的薄壳山核桃种植园面积相当于美
国近３０ａ发展面积的总和。美国薄壳山核桃的发展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实际考察过程中我们也见

到大面积新发展的种植园。

２　品种资源与良种选育
美国薄壳山核桃品种公开发布的已逾千个，有较

大面积推广的品种约５０个。按气候和地理位置，这
些品种被划分为东南部、西部和北部品种 ３种类
型［５］，不同品种的适应区域及种植面积存在巨大差

别。例如‘Ｓｔｕａｒｔ’是１８８６年首次推广的，目前的栽培
面积已占全美国嫁接树的２７％。３３个最流行的品种
在全美商业果园品种中所占比重达８５％［６］。

美国薄壳山核桃的良种选育工作，主要由美国农

业部研究服务中心（ＵＳＤＡＡＲＳ）承担的薄壳山核桃
良种选育项目和佐治亚大学ＰａｔｒｉｃｋＣｏｎｎｅｒ博士主持
的薄壳山核桃育种项目所完成。这次我们非常荣幸

地参观了这两个薄壳山核桃育种项目。美国农业部

研究服务中心和各州农业试验站、推广服务中心、私

人种植户合作，开展了目前世界唯一的国家级薄壳山

核桃育种研究项目。该项目包括两部分：基础育种计

划（Ｂａｓｉｃ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ＢＢＰ计划）和国家级
薄壳山核桃优良无性系试验系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ｃａｎ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Ｃｌｏｎ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简称ＮＰＡＣＴＳ）。ＢＢＰ每
年都会设计大量的杂交组合，获得的种子播下后，对

子代表现要进行长达１０ａ的评估。基于 ＢＢＰ计划，
再筛选出极少一部分表现优异的单株，用于 ＮＰＡＣＴＳ
测试。通常，ＮＰＡＣＴＳ系统标准评估时间为１５ａ，以
此获得适合用于当地大面积推广的优良无性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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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项目的试验基地设在德克萨斯州的布朗伍德市

（Ｂｒｏｗｎｗｏｏｄ）和卡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杂交种子在
冬季播种于温室，并在次年夏季经抗疮痂病（Ｆｕｓｉｃｌａ
ｄｉｕｍｅｆｆｕｓｕｍ）筛选。筛选出的幼苗移栽至卡城的试
验田，以实生或嫁接的方式进行１０ａ评估，其中表现
优异的单株将被选入ＮＰＡＣＴＳ系统，由当地科研人员

和种植户进行二次筛选。几年后，优选出的品种将以

当地人的名字命名，随后出售给种植户［７］。美国农

业部的薄壳山核桃品种并不申请专利，品种释放后，

种植户可随意扩繁新品种而不受任何限制。该项目

所培育的许多新品种已成为美国广泛栽培的优良品

种，其培育和释放的品种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美国农业部研究服务中心选育释放的品种情况

序号 品种 　　亲本（１） 　编号 释放时间（２） 雌雄异熟类型（３）

１ Ｂａｒｔｏｎ Ｍｏｏｒｅ×Ｓｕｃｃｅｓｓ ３７－３－２０ １９５３ Ⅰ
２ Ｃｏｍａｎｃｈｅ Ｂｕｒｋｅｔｔ×Ｓｕｃｃｅｓｓ ２７－８－２２ １９５５ Ⅱ
３ Ｃｈｏｃｔａｗ Ｓｕｃｃｅｓｓ×Ｍａｈａｎ ４６－１５－２７６ １９５９ Ⅱ
４ Ｗｉｃｈｉｔａ Ｈａｌｂｅｒｔ×Ｍａｈａｎ ４０－９－１９３ １９５９ Ⅱ
５ Ａｐａｃｈｅ Ｂｕｒｋｅｔｔ×Ｍａｈａｎ ４０－４－１７ １９６２ Ⅱ
６ Ｓｉｏｕｘ Ｓｃｈｌｅｙ×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４３－４－６ １９６２ Ⅱ
７ Ｍｏｈａｗｋ Ｓｕｃｃｅｓｓ×Ｍａｈａｎ ４６－１５－１９５ １９６５ Ⅱ
８ Ｃａｄｄｏ Ｂｒｏｏｋｓ×Ａｌｌｅｙ Ｐｈｉｌｅｍａ１１７５ １９６８ Ⅰ
９ Ｓｈａｗｎｅｅ Ｓｃｈｌｅｙ×Ｂａｒｔｏｎ ４９－１７－１６６ １９６８ Ⅱ
１０ Ｃｈｅｙｅｎｎｅ Ｃｌａｒｋ×Ｏｄｏｍ ４２－１３－２ １９７０ Ⅰ
１１ Ｃｈｅｒｏｋｅｅ Ｓｃｈｌｅｙ×Ｅｖｅｒｓ ４８－２２－２７ １９７１ Ⅰ
１２ Ｃｈｉｃｋａｓａｗ Ｂｒｏｏｋｓ×Ｅｖｅｒｓ ４４－４－１０１ １９７２ Ⅱ
１３ Ｓｈｏｓｈｏｎｉ Ｏｄｏｍ×Ｅｖｅｒｓ ４４－１５－５９ １９７２ Ⅱ
１４ Ｔｅｊａｓ Ｍａｈａｎ×Ｒｉｓｉｅｎ１ ４４－１０－２９３ １９７３ Ⅱ
１５ Ｋｉｏｗａ Ｍａｈａ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５３－９－１９１ １９７６ Ⅱ
１６ Ｐａｗｎｅｅ Ｍｏｈａｗｋ×ＳｔａｒｋｉｎｇＨＧ ６３－１６－１２５ １９８４ Ⅰ
１７ Ｈｏｕｍａ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Ｃｕｒｔｉｓ ５８－４－６１ １９８９ Ⅰ
１８ Ｏｓａｇｅ Ｍａｊｏｒ×Ｅｖｅｒｓ ４８－１５－３ １９８９ Ⅰ
１９ Ｏｃｏｎｅｅ Ｓｃｈｌｅｙ×Ｂａｒｔｏｎ ５６－７－７２ １９８９ Ｉ
２０ Ｎａｖａｈｏ ４８－１３－３１１×Ｗｉｃｈｉｔａ ７４－１－１１ １９９４ Ⅰ
２１ Ｋａｎｚａ Ｍａｊｏｒ×Ｓｈｏｓｈｏｎｉ ５５－１－１１ １９９６ Ⅱ
２２ Ｃｒｅｅｋ Ｍｏｈａｗｋ×ＳｔａｒｋｉｎｇＨＧ ６１－６－６７ １９９６ Ⅰ
２３ Ｈｏｐｉ Ｓｃｈｌｅｙ×ＭｃＣｕｌｌｅｙ ３９－５－５０ １９９９ Ⅱ
２４ Ｎａｃｏｎｏ Ｃｈｅｙｅｎｎｅ×Ｓｉｏｕｘ ７４－５－５５ ２０００ Ⅱ
２５ Ｗａｃｏ Ｃｈｅｙｅｎｎｅ×Ｓｉｏｕｘ ７５－５－６ ２００５ Ⅰ
２６ Ｌａｋｏｔａ Ｍａｈａｎ×Ｍａｊｏｒ ６４－６－５０２ ２００７ Ⅱ
２７ Ａｐａｌａｃｈｅｅ Ｍｏｏｒｅ×Ｓｃｈｌｅｙ ４８－１３－３１１ ２００９ Ⅰ
２８ Ｍａｄａｎ ＢＷ－１×Ｏｓａｇｅ ８５－１－２ ２００９ Ⅰ
２９ Ｌｉｐａｎ Ｃｈｅｙｅｎｎｅ×Ｐａｗｎｅｅ １９８６－３－６２４ ２０１２ Ⅱ

注：（１）Ｍａｈａｎ＝５，Ｓｃｈｌｅｙ＝５，Ｓｕｃｃｅｓｓ＝４，Ｅｖｅｒｓ＝４；（２）从杂交到释放的平均时间为２６．６ａ；（３）Ⅰ＝雄先型，Ⅱ＝雌先型。

　　佐治亚大学承担的薄壳山核桃育种项目基地位
于佐治亚州的蒂弗顿（Ｔｉｆｔｏｎ），该项目始于１９８８年，
其最终目标是培育出适合美国东南部湿润气候的薄

壳山核桃品种［８］。选育的品种基本特点为：果型大，

易剥壳，早熟性好，果仁色淡，雌花单簇较少以保证果

实饱满；此外，对主要病虫害尤其是疮痂病的抗性是

其育种项目的重要目标。首先根据育种目标，设计好

杂交组合。在雌花刚出现时，及时进行套袋隔离；当

雌花可授时，用授粉器人工授粉。授粉子代在容器里

种植１ａ，在此期间进行抗疮痂病测试，移走疮痂病易
感的植株，剩下的抗疮痂病植株将于第２年定植于子
代测定区。在 ５～１０ａ间，大部分授粉子代都会结

果，育种组会将表现优异的留下继续观测，其余的全

部移走以节省试验地空间。对单株性状的评价因素

有：抗疮痂病性，果型大，早熟，出仁率高，易去壳，果

仁色淡，以及树体健壮。从子代测定林中优选的品

种，将被嫁接到新的试验地进行重复测试，表现优异

的会在后期释放。同时，这些品种还将会作为下一个

育种周期的亲本来使用。该项目的另一重要内容是

对现有品种在佐治亚及美国东南部开展适应性评价，

为当地种植户推荐适宜发展的品种［９］。该项目开展

的不同品种栽培适应性评估及推荐使用情况如表２。
特别是对最近推出的品种的栽培适应性评价有力地

促进了这些新品种的推广。例如：‘Ｎａｃｏｎｏ’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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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发展前景的大果型品种，它是从果实品质和抗疮

痂病方面均表现良好的 ２个亲本品种 Ｃｈｅｙｅｎｎｅ×
Ｓｉｏｕｘ的杂交后代中选出，于２０００年育成，坚果１００
粒／ｋｇ，出仁率５６％，抗疮痂病能力优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和‘Ｓｔｕａｒｔ’，树势强健，果实１０月中下旬成熟；‘Ｅｘ
ｃｅｌ’是从实生树中选育出来的，因果形较大和抗疮痂
病能力强而被推荐试种。

表２　佐治亚大学薄壳山核桃育种项目品种测定及推荐情况

品种 亲本 开花类型 粒／ｋｇ 出仁率／％ 抗疮痂病等级 成熟期／月－日

推荐应用于佐治亚地区的品种

Ｃａｄｄｏ Ｂｒｏｏｋｓ×Ａｌｌｅｙ Ⅰ １４８ ５４ ３ １０－１１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Ｊｅｗｅｔｔ Ⅰ １０６ ５１ ４ １０－１４
Ｅｌｌｉｏｔ 实生起源 Ⅱ １７０ ５１ １ １０－１２
Ｆｏｒｋｅｒ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Ｓｃｈｌｅｙ Ⅱ １１７ ５８ ３ １０－１９
Ｋａｎｚａ Ｍａｊｏｒ×Ｓｈｏｓｈｏｎｉ Ⅱ １６３ ５２ １ １０－１８
Ｏｃｏｎｅｅ Ｓｃｈｌｅｙ×Ｂａｒｔｏｎ Ⅰ １０６ ５３ ３ １０－１２
Ｐａｗｎｅｅ Ｍｏｈａｗｋ×ＳｔａｒｋｉｎｇＨＧ Ⅰ １２３ ５４ ４ ０９－１４
Ｓｕｍｎｅｒ ＳｃｈｌｅｙＳｄｌｎｇ Ⅱ １２３ ４９ ２ １０－２９

部分推荐应用于佐治亚地区的品种

ＣａｐｅＦｅａｒ 实生起源 Ⅰ １２１ ５１ ２ １０－１９
Ｃｒｅｅｋ Ｍｏｈａｗｋ×ＳｔａｒｋｉｎｇＨＧ Ⅰ １２１ ４８ ２ １０－１８
Ｋｉｏｗａ 实生起源 Ⅱ １０６ ５３ ２～３ １０－２１

推荐作为栽培适应性评估的品种

Ａｍｌｉｎｇ 实生起源 Ⅰ １２６ ５５ １ １０－１７
Ｂｙｒｄ Ｐａｗｎｅｅ×Ｗｉｃｈｉｔａ Ⅰ １１０ ５９ ２ ０９－２１
Ｅｘｃｅｌ 实生起源 Ⅱ １１０ ４８ １ １０－１３
Ｌａｋｏｔａ Ｍａｈａｎ×Ｍａｊｏｒ Ⅱ １３０ ６２ １ ０９－２８
Ｍａｎｄａｎ ＢＷ－１×Ｏｓａｇｅ Ⅰ １０８ ５７ ２ ０９－１６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实生起源 Ⅱ １１２ ５０ １ １０－１２
Ｚｉｎｎｅｒ 实生起源 Ⅱ １０６ ５６ ３ １０－１２

３　产业化生产关键技术
３．１　苗木培育

美国薄壳山核桃商业化种植园全面推广优良品

种的嫁接苗，不同地区应用的砧木种类不同：美国东

南部地区主要利用 Ｅｌｌｉｏｔｔ、Ｃｕｒｔｉｓ及 Ｍｏｏｒｅ等品种的
种子，而南部各州则主要利用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Ｂｕｒｋｅｔｔ及
Ａｐａｃｈｅ等品种种子，在北方产区则主要利用 Ｇｉｌｅｓ及
其本地的实生苗作砧木。砧木的品种化利用是美国

薄壳山核桃嫁接育苗技术的重要特色，值得借鉴与学

习。砧木可在大田播种，也可采用芽苗移栽培育容器

苗作砧木。大田播种可采用秋播（１０—１１月）或春
播（３—４月），若春播种子必须用湿沙进行层积催芽，
播种前苗床进行细致整地。为了促进种子的萌发及

幼苗生长，大田播种育苗通常都要进行地膜覆盖；如

采用容器苗作砧木，则在温室或大棚内进行种子高温

催芽，芽苗切根移栽，促进砧木根系的发育。美国主

要采用枝接和芽接两种方法培育薄壳山核桃的良种

嫁接苗：枝接通常在３—４月进行，多采用舌接、切接
等；芽接通常在夏末进行，主要采用方块芽接。其次

采用“工”字型或“Ｔ”字型芽接，当年芽接未成活的砧

木可在次年春季继续进行枝接。嫁接苗有当年出圃

的，也有２～３ａ出圃的。育苗的株行距（２０ｃｍ×５０
ｃｍ）较大，以利通风透光，促使苗木健壮生长。由于
管理科学，当年生嫁接苗苗高可达２～３ｍ，地径可达
３～４ｃｍ，质量较好，价格较高。２年砧的１年生裸根
苗价格在１８美元／株左右，而相同规格的容器苗价格
在２５美元／株左右，容器苗更受市场欢迎。
３．２　栽培管理

由于美国土地资源丰富，薄壳山核桃种植园通

常建在有水源、水质好的平原地区。建园前进行全

面深翻，以“正方形”或“品字形”设计种植穴。由

于薄壳山核桃树体高大，生长迅速，通常采用大株

行距种植，有 ８ｍ×８ｍ（１５６株／ｈｍ２）、１０ｍ×８ｍ
（１２５株／ｈｍ２）和１２ｍ×１０ｍ（８４株／ｈｍ２）几种密
度。定植当年在１．５～２．０ｍ处定干，培育自然开
心树形。成龄树修剪采用隔行隔年的方式，以机械

修剪为主，人工修剪为辅。

考察团参观的几家较大规模种植园均配备专职

的营养学专家，他们对种植园的土壤条件及树体生长

状况开展薄壳山核桃的营养诊断研究，根据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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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指导种植园的施肥。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

是薄壳山核桃的幼树，还是成龄盛果期的果园，对氮

肥的需求量均明显高于磷、钾肥，仅在成龄盛果期时，

适当提高磷、钾肥比例，同时非常重视锌、锰等微量元

素肥料的应用。薄壳山核桃是最容易出现缺锌症的

果树之一，西部干旱区土壤固锌能力很强，所以要大

量施用锌。叶面喷洒各地都应用，反应快，但其效果

不如土壤施用持久。使用浓度为０．７５ｋｇ３６％的硫
酸锌溶于４５０Ｌ水中，在授粉后２７～４２ｄ开始喷洒，
潮湿地区再加０．７５ｋｇ石灰。土壤施用按树龄每株
０．１９～０．３７ｋｇ，在２月底至３月初施用，一旦缺锌症
得到矫正，则每５～１０ａ施用１次，经常使用对树体
有害。

水分管理是薄壳山核桃商业化种植园管理的关

键技术，根据薄壳山核桃生长发育规律，一年中根系

生长期（３月底至４月初）、果实上浆期（６—７月）、
果仁发育期（７月下旬至 ９月）和果荚开裂期（１０
月）是水分管理的关键阶段。任何一个时期出现水

分胁迫，均会引起落果或僵果，甚至影响翌年产量。

美国很重视水分管理，在果园建立的同时配套建设灌

溉系统，大多数果园的灌溉系统与施肥系统相配合，

在灌溉的同时完成施肥工作。

３．３　病虫害防治
疮痂病是美国东南部几个州薄壳山核桃产区的

最严重病害，通常危害叶片和果实，极易在潮湿的气

候条件下发生。培育抗疮痂病新品种是目前最有效

的防治措施，几十年来已经培育出如‘Ｎａｃｏｎｏ’、‘Ｌａ
ｋｏｔａ’、‘Ｅｘｃｅｌ’、‘Ｓｕｍｍｅｒ’等许多抗疮痂病的优良品
种。种植者通常采用杀菌剂控制，在危害严重的年

份，需多次喷施杀菌剂。

危害薄壳山核桃的虫害主要是鞘蛾幼虫（Ｃａｓｅ
ｂｅａｒｅｒ）和象鼻虫（Ｗｅｅｖｉｌ）。鞘蛾幼虫已在几乎所
有的种植园均有发现，大量群居性地为害幼果。最

有效的防治方法是在适当的时候喷洒杀虫剂，毒杀

孵化幼虫，避免其进入幼果。美国种植者在病虫害

管理上，非常注重生物防治，尽可能少用杀虫剂。

３．４　采收和采后处理
在美国，薄壳山核桃的采收、清洗、分级、烘干

等工序已完全实现了机械化。每年９月下旬至１１
月底是薄壳山核桃的采收期，采收通常一年要２～３
次批完成。在９月末，当树上有２／３的薄壳山核桃
青皮开裂，标志着果实可以采收了。薄壳山核桃果

实的采收是通过振荡采种机将果实振落到地面上，

通过机械收集果实，运送到加工厂进行清洗、脱青

皮、分级、烘干等处理。在美国，规模较大的种植园

均建有自己的加工工厂。

４　发展经验与特点
４．１　主栽品种良种化

实行良种化栽培是美国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的

一个显著特征。尽管美国薄壳山核桃品种资源丰富，

但主栽品种主要有‘Ｓｔｕａｒ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ｃｈｌｅｙ’、‘Ｄｅ
ｓｉｒａｂｌｅ’、‘Ｐａｗｎｅｅ’等，上述４个品种的栽培面积超过
全美薄壳山核桃总面积的５７．４％［６］，在美国薄壳山

核桃栽培中良种化普及程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４．２　生产过程现代化
美国薄壳山核桃从建园开始，到土壤管理、树种

管理、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再到采收、脱皮、烘干和

分级，全部环节都实行机械化作业，特别是其采收加

工工艺令人大开眼界。振荡采种机采种，堆扫机收

集，运送到加工厂后及时进行清洗、脱青皮、分级、烘

干等处理。整个工艺过程的机械化、标准化保证了薄

壳山核桃园的集约管理和产品的质量。

４．３　组织管理专业化
美国薄壳山核桃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私人种

植主，绝大多数薄壳山核桃种植园都是家族经营，即

是近几年新买土地或租赁土地发展起来的薄壳山核

桃种植园。其园主一般都具有很高的专业学历，有些

是农学、园艺方面的博士，对薄壳山核桃的生物学特性

和生态学特性都掌握得非常清楚，专业化生产的水平

都比较高。有些园主还高薪聘任高等院校或专业研

究机构的专家作技术指导，进行科学的专业化经营。

４．４　产学研一体化
美国把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视为薄壳山核桃生

产的灵魂，特别重视影响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的关键

技术的研究工作。在种质资源收集、砧木品种和栽培

品种的良种选育、优良品种的无性扩繁、栽培生理、营

养生理、病虫害控制技术等方面坚持不懈地开展研

究，现在其各方面的研究水平均处国际领先地位。在

重视科学研究的同时，建立健全全国性的技术推广体

系。美国农业部培养了一批薄壳山核桃推广专家，每

个农场主均有专门技术顾问，薄壳山核桃的主要生产

州都有种植者协会。农场主和种植者协会还为专业

的研究机构提供研究经费，如佐治亚大学薄壳山核桃

育种项目的经费主要由农场主和种植者协会提供，其

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生产，这种利益相关的推广体系

有效地推动了整个薄壳山核桃生产技术的推广，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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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科技成果的转化。

５　对我国的发展启示与建议
５．１　合理规划，推进薄壳山核桃产业有序发展

目前，云南、安徽、浙江、江苏等省份已把薄壳山

核桃作为重要木本油料树种进行重点推广，各地发展

薄壳山核桃的积极性高涨［１０－１１］。但由于对薄壳山核

桃生物学特性掌握不够，加之优良品种苗木资源缺

乏，不少地方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各地在发展薄壳

山核桃时，首先应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研究制定

合理的发展规划，突出重点，体现各区域特色；要与调

整树种和品种结构结合起来，通过规划，优化布局，发

挥优势，达到形成规模、提升效益的目的，促进薄壳山

核桃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５．２　加强科学研究，突破制约我国薄壳山核桃产业
发展的技术瓶颈

我国引种薄壳山核桃已有１００多年历史，至今尚
未形成产业化，其主要原因在于育种进程缓慢、优良

品种资源匮乏、规模化扩繁技术落后、良种苗木供不

应求和配套栽培技术不完善。要提升我国薄壳山核

桃的产业化水平，相关研究部门应联合攻关，突破如

下关键技术：（１）薄壳山核桃优良新品种培育。薄壳
山核桃新品种培育要从传统的表型选择育种向有性

杂交制种与无性利用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同时，将常

规育种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细胞工程育种、转基因

育种等现代生物技术手段相结合，加快薄壳山核桃新

品种的培育进程。（２）薄壳山核桃良种扩繁技术。
在进一步完善薄壳山核桃嫁接技术的基础上，开展组

织培养、体细胞胚胎发生等现代快繁技术研究，形成

以无性系快繁技术为核心的优良薄壳山核桃品种规

模化快繁技术体系。（３）薄壳山核桃丰产栽培机理
研究。薄壳山核桃属于雌雄异熟树种，多数品种雌雄

花期不遇，不能自花授粉，建园时必须配置授粉品种。

有关薄壳山核桃的成花机制、花芽分化与性别调控、

雌花促成、矮化机理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４）薄
壳山核桃配套栽培技术。主要包括品种配置技术、树

形管理技术、群体结构调控技术、水肥调控关键技术、

病虫害防治技术、高效复合经营技术等。

５．３　建立示范基地，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
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选择具有一定条件的

地区建立示范基地，在加强科学研究的同时，加大对现

有技术成果的推广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和

科技服务，使优良品种繁育、丰产栽培、抚育管理、病虫

害防治等配套栽培技术真正让农民掌握并运用到生

产实践中，切实提高我国薄壳山核桃产业的集约化经

营水平，促进我国薄壳山核桃产业的健康发展。

５．４　成立行业协会，加强对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的
指导

目前江苏省发展薄壳山核桃的基础较好，南京林

业大学、江苏省植物研究所、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均有从事薄壳山核研

究的课题组，并分别在句容张庙、南京六合、常州武进

和淮安盱眙等地建有试验示范基地。本次前往美国

考察的南京绿宙薄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无锡万阳

园艺场、常州天目中山杉培育场等企业均种植有不同

规模的薄壳山核桃果园，此外，宿迁泗洪、南京六合、

盐城大丰等地近年也进行了规模化发展［１２］。借鉴美

国的经验，建议江苏可率先成立江苏省薄壳山核桃协

会，设立相关研究项目，促进科研跟进，推动该树种的

科研和相关技术的提升，指导全省薄壳山核桃产业的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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