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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实核桃的生长发育特点和整形修剪技术

宋尚伟 , 苗红霞 , 王 娟

(河 南 农 业 大 学 林 学 园 艺 学 院 , 郑 州 450002)

摘 要 : 早 实 核 桃 具 有 结 果 早 、分 枝 力 强 、花 枝 率 高 等 生 长 发 育 特 点 , 宜 选 择 采 用 自 然 开 心 形 、疏 散 分 层 形

和 纺 锤 形 等 整 形 方 式 。根 据 一 些 地 区 的 试 验 结 果 现 多 提 倡 休 眠 期 修 剪 , 但 尽 可 能 延 期 进 行 以 避 开 严 重 伤 流 期 ,

以 萌 芽 前 结 束 修 剪 为 宜 。 在 修 剪 上 应 按 照 树 体 年 龄 和 特 点 采 取 不 同 的 技 术 。 最 后 提 出 了 修 剪 中 应 注 意 的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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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s of Training and Pruning Based on Growth and Bearing Habits of
Precocious Walnut

SONG Shang- wei, MIAO Hong- Xia, WANG Juan

(College of Forestry and Horticulture,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 tract: Based on early fruiting, abundant and high ratio flower branches, some tree shapes such as natural

open- centered training, dispersive and layered training or spindle shaped training should be selected for

precocious walnut. According to some experimental results, tree should be pruned during dormant period and

finished before the budding in order to avoid bleeding.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pruning techniques depended

on tree ag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rowth and bearing of the trees. Some issues during pruning period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ere suggest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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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桃 (Juglans regia L.)又 名 胡 桃 , 是 重 要 的 坚

果和木本油料树种 , 具有很高的经济和药用 价值。

近年来 , 随着核桃产业化发展 , 早实核桃以其 结果

早、壳薄等特点迅速占领市场 , 常见品种有 中林系

列、辽核系列、鲁光、香铃、薄壳香和绿波等。但生

产实际中存在的问题还不少 , 如有些 果农对早实

核桃的生长结果特性缺乏正确的 认识 , 尤其对 修

剪 没 有 足 够 的 重 视 , 疏 于 修 剪 , 甚 至 不 修 剪 ; 另

外分不清核桃与其它果树修剪方法 的区别 , 造 成

树 形 紊 乱 、树 冠 郁 闭 、结 果 部 位 外 移 、连 续 结 果 能

力降低、落果严重、产量低、品质差等现象 , 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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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果农的经济收入。本 文针对早实 品种的生长

发育特点及生产中常见的问题 , 综 合前人的研 究

结果和生产经验 , 探讨其整形修剪技术 , 以期 为今

后早实核桃生产和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1 早实核桃的生长发育特点

早 实 核 桃 成 年 树 , 树 高 可 达 10 m 以 上 , 干 径

可达 50 cm 以上 , 寿命可达 80 年以上。一般而言 ,

早实核桃比晚实核桃根系发达 ; 萌芽力、成枝力较

晚实核桃品种强 ; 且雌花芽生理分 化期多在中 短

枝 停 止 后 3～7 周 , 持 续 约 4 周 ; 混 合 花 芽 形 态 分

化 还 具 有 时 间 短 、进 程 快 、分 化 期 集 中 的 特 点 [1- 5],

这些为早实核桃的早结实、早丰产奠定了基础。但

如果不及时合理地修剪 , 极易造成树形紊乱 , 既影

响产量 , 又影响质量。现将早实核桃的生长发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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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简介如下 :

1.1 分枝性强

在分枝上 , 据赵金锁观察 , 早实核桃同 晚实核

桃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早实 核桃栽后第 2 年开始

大 量 分 枝 , 在 调 查 的 158 株 核 桃 中 , 122 株 是 早 实

的 , 平 均 分 枝 19.1 个 , 是 晚 实 核 桃 (2.14 个 )的 8.9

倍 。 而 且 早 实 核 桃 在 6～7 月 份 又 大 量 抽 生 二 次

枝 , 多 数 能 抽 生 3～5 个 枝 [6]。 张 旦 儿 也 报 道 早 实

核 桃 平 均 分 枝 19 个 , 是 晚 实 核 桃 的 6 倍 , 而 这 种

表现在幼树阶段十分突出 , 随 着树龄的增 大逐渐

减弱 [7]。

1.2 早实性强

早 实 核 桃 在 幼 树 阶 段 的 生 殖 生 长 能 力 极 强 ,

嫁接当年或第 2 年基本都能开花 , 比晚实核桃提早

结果 3～5 年 , 当年嫁接平均开花株率达到 90.3% ,

是晚实核桃的 24 倍 [8]。在赵金锁调查的 1 198 株

中 , 早实核桃 878 株 , 当年嫁接平均 开花株率达 到

90.3% , 比晚实核桃高 86.5% [9]。

1.3 花枝率高

早实核桃的 花枝率极高 。据赵金锁对 3 年生

早实核桃的花枝调查结果表 明 , 早实核桃 平均花

枝率为 94.1% , 辽宁 1 号可达到 95.3% 。可见早

实核桃幼树阶段具有很强的结果能力 [8]。

2 早实核桃修剪的技术要点

2.1 选择适宜的修剪时期

一 般 认 为 核 桃 树 修 剪 的 时 间 与 其 它 果 树 不

同 : 休眠期修剪容易引起伤流 , 使大量水 分和养分

丧 失 , 造 成 树 势 衰 弱 、枝 条 枯 死 , 严 重 影 响 产 量 。

因而核桃修剪应避开伤流期 , 过去多在春 季萌芽

后 (春 剪 )和 采 收 后 至 落 叶 前 叶 片 开 始 变 黄 时 (秋

剪)进行。

然而 , 杨华廷 1991～1993 年 进 行 的 系 统 试 验

发 现 : 元 丰 、薄 壳 香 、辽 核 1 号 等 早 实 核 桃 在 休 眠

期 修 剪 的 平 均 株 产 高 于 春 、秋 季 修 剪 [10- 11]。 同 样 ,

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陕西省果树 科学研究 所等

进行了多年的冬剪试验也表明 , 核桃冬剪不 仅对

生长和结果没有不良影响 , 而且在新梢生 长量、坐

果率、树体主要营养水平等方面也都优于春、秋修

剪。

试验认为 , 休 眠期修剪主 要是水分和 少量矿

质营养的损失 , 而秋剪有光 合作用和叶 片营养尚

未回流的损失 , 春剪有呼吸消耗和新 器官形成的

损 失 。 相 比 之 下 , 春 剪 营 养 损 失 最 甚 , 秋 剪 次 之 ,

休眠期修剪损失最少。由此可见 , 休眠期修剪是改

变 传 统 的 春 、秋 季 修 剪 , 实 现 核 桃 丰 产 、稳 产 切 实

可行的生产措施。

目 前 , 在 秦 岭 以 南 地 区 及 河 北 省 涉 县 等 地 区

已推 广休眠期修 剪 , 均未 发 现 有 不 良 影 响 ,其 它 各

地可根据当地条件采用。从方便操作 , 充分利用农

村 劳 力 的 空 闲 和 不 伤 害 间 种 作 物 等 方 面 考 虑 , 也

以休眠期修剪为好。但进行冬季修 剪也应尽量 避

开伤流严重的时期。

2.2 合理选择树形

早 实 核 桃 树 形 的 选 择 应 结 合 品 种 的 生 长 特

点、栽培方式、当地的立地条件和管理水 平等因素

加 以 考 虑 , 整 形 一 般 宜 早 不 宜 晚 , 要 求 在 5～7

年内基 本完成 [12]。在生 产中常用 的 树 形 有 自 然 开

心形、疏散分层形和纺锤形等。

2.2.1 自然开心形

这种树形无明显的中心 干 , 自然开心 , 不分层

次 , 一般有主枝 2～4 个。其特点是成形快 , 结果

早 , 各 级 骨 干 枝 安 排 比 较 灵 活 , 整 形 容 易 , 便 于 掌

握 , 幼 树 树 形 较 直 立 , 进 入 结 果 期 后 逐 渐 开 张 , 通

风透光好 , 易管理。

该树形适用于在土层较 薄、土质较差 、肥水条

件不良地区栽植的核桃 , 以 及树姿开张 的早实品

种。自然开心形也符合目前树形简化的发展趋势。

2.2.2 疏散分层形

该 树 形 有 明 显 的 中 心 领 导 干 , 一 般 有 6～7

个主枝,分 2～3 层 ,成螺旋 形着生在 中心主干 ,形

成半圆形或圆锥形树冠。其特点是通风透光良好 ,

主 枝 和 主 干 结 合 牢 固 , 枝 条 多 , 结 果 部 位 多 , 负 载

量大 , 产量高 , 寿命长。但疏散分层形在 核桃盛果

期 后易出现树 冠郁闭、内膛 光 秃 等 问 题 ,导 致 产 量

下降。

该树形适于立地条件较好的稀植园。

2.2.3 纺锤形

这种树形有中央领导干 , 直立 , 其上自 然分布

l5～20 个 侧 枝 。 定 干 后 按 不 同 方 位 均 匀 选 留 2～3

个 枝 作 第 1 层 主 枝 , 基 角 60°; 保 持 中 央 领 导 干 顺

直 生 长 , 其 上 每 隔 30 cm 选 留 1 个 侧 枝 , 向 四 周

伸 展 , 在 空 间 上 注 意 位 置 错 开 分 布 , 防 止 重 叠 , 侧

枝上直接培养结果枝组。

该树形适于 栽植密度比 较大的果园 和成枝力

强的早实核桃品种 , 也是近年来栽培 上推广的一

种树形 [13]。

2.3 不同树龄应区别修剪

修剪是在整 形的基础上 继续培养、维 持和更

新丰产树形的重要技术措施。在生产中 , 应根据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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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的品种特性、栽培密度及管理水平等情况 , 确定

合适的树形 , 把握好“因树修剪 , 随枝造形 , 有形不

死 , 无 形 不 乱 ”的 原 则 , 结 合 不 同 树 龄 的 特 点 合 理

修剪。

2.3.1 幼树期修剪

早实核桃幼树期的特点 是分枝力强 , 结实早 ,

易抽发二次枝 , 造成树形紊乱 , 不利于正 常的生长

与结果。张文越等从 1986 年开始进行大面积的核

桃幼树丰产栽培技术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 幼树应

进行修剪 , 否则易出现早衰现象 , 直接影响产量 [14]。

因此 , 合理地进行整形和修剪 , 对保证幼树健壮生

长、促进早果、丰产和稳产具有重要意义。卢根良

等结合多年生产实践 , 指出幼树、初结果树修剪 的

主要任务是培养各级骨干枝 , 使其 尽快形成良 好

的树体骨架 [15], 修剪过程中应抓住以下几个要点 :

①控制二次枝 : 若二次枝 生长过旺 , 可 在枝条

木 质 化 之 前 , 将 其 从 基 部 剪 除 ; 在 夏 季 , 对 选 留 的

生长过旺二次枝进行摘心 , 控制其向外伸展。②利

用徒长枝 : 多采用夏季摘心法或短截法 , 促使徒长

枝的中下部枝条生长 , 以培养健壮的结果枝组。③

处理好旺盛营养枝 : 以轻剪或不修剪为宜。④疏除

过密枝和处理好背下枝 : 从枝条基部剪除过密枝 ;

对 于 背 下 枝 为 防 止“ 倒 拉 ”现 象 , 在 萌 芽 后 或 枝 条

伸长初期将其剪除 ; 若原母枝变弱 或分枝角度 过

小 , 可 利 用 背 下 枝 或 斜 上 枝 代 替 原 枝 头 ; 相 反 , 背

下枝生长势中等或健壮 , 可将其培 养成小型结 果

枝组。

2.3.2 盛果期修剪

早 实 核 桃 盛 果 期 的 特 点 是 树 体 已 经 成 形 , 树

冠开始郁闭 , 外围枝量逐渐增多 , 且大部 分成为结

果枝 , 主枝基部光秃 , 隔年结果现象比较严重。盛

果期修剪的主要任务是及时调整平衡 树势 , 调节

生长与结果的矛盾 , 延长盛果期年限。相应的修剪

技 术 要 点 是 : 疏 病 枝 、透 阳 光 、缩 外 围 、促 内 膛 、抬

角度、节营养、养枝组、增产量。

①骨干枝 : 注意及时更新 复壮 , 保持骨 干枝的

生长势 ; 主枝上多留枝叶 , 适当控制结果 量。②外

围 枝 : 适 当 疏 除 和 回 缩 ,对 树 冠 外 围 的 二 次 枝 , 特

别是旺盛的二次枝 , 进行早短截或破顶芽。③结果

枝组 : 按照回缩的方法更新复壮结果枝组 , 剪至生

长势较强、枝条向上的部位 , 同时控制枝组内的 旺

枝 , 尤其对大型枝组要防止“树上长树”, 影响树体

结构和其它枝组的生长。④徒长枝 : 对徒长枝采取

“ 有 空 就 留 、无 空 就 疏 ”的 原 则 [16], 充 实 内 膛 , 增 加

结 果 部 位 , 而 在 盛 果 期 末 , 还 应 注 意 选 留 徒 长 枝 ,

作为更新复壮的后备力量。⑤其它 : 剪除无用的细

弱 枝 和 密 挤 、并 生 、下 垂 、重 叠 、干 枯 、交 叉 及 病 虫

枝条 , 以减少营养消耗。

2.3.3 衰老期修剪

早实核桃在 衰老期外围 枝生长势减 弱 , 小枝

干枯 严重 , 外围枝 条下垂 , 产 生大量“焦梢 ”, 同 时

出现自然更新现象 , 萌发出大量徒长枝 , 产 量显著

下降。衰老树修剪的任务主要是用徒长枝、新发枝

更新复壮树冠。

修剪的要点 首先是疏除 病虫枯枝和 密集无效

枝 , 回缩外围枯 梢枝(但必 须回 缩 至 有 生 长 能 力 的

部 位 ), 促 发 萌 芽 新 枝 。 其 次 , 要 充 分 利 用 好 徒 长

枝 , 尽力恢复树势 , 保持继续结果。对严重 衰老的

树 , 可采取大更新 , 即在主干及主枝上截 去衰老部

分 的 1/3～2/5, 保证 一 次 性 重 发 新 枝 , 3 年 后 可 重

新形成树冠。对非良种的老树可 采用高接换 优的

办法进 行 改 良 , 常 用 接 头 包 土 皮 下 接 和 蜡 封 接 穗

插皮接 [17]。

3 修剪时应注意的问题

杨 华 廷 在 1990～2000 年 进 行 核 桃 休 眠 期 伤

流发生规律的研究时发现 , 核桃在冬 季休眠期内

修剪易发生伤流 , 且不同时期修剪 , 其 伤流量的 多

少不同。但只要在休眠期造成伤口 , 就一直有伤

流 , 直至萌芽展叶。因此 , 在提倡核桃 休眠期修剪

的同时 , 应尽可能延期进行 , 以避开伤流最重的 时

间。通常根据实际工作量 , 以萌芽前结束修剪工作

为宜。

在修剪时锯 口要尽可能 小 , 剪除枝条 时不留

桩 , 以利于伤口愈合。对于内膛当年生枝最好少短

截 , 采用摘心的方法处理。而对成枝力弱的品种可

适 当 短 截 , 以 促 生 分 枝 ; 成 枝 力 强 的 品 种 , 一 般 不

短 截 , 可 采 用 分 段 抹 芽 的 方 法 , 选 留 侧 枝 , 力 争 做

到主从分明 , 骨架牢靠 , 枝条丰满而不 密挤。还应

注 意 及 时 剪 除 病 虫 枝 , 防 止 核 桃 举 肢 蛾 、吉 丁 虫 、

白 粉 病 、梢 枯 病 、黑 斑 病 、枯 枝 病 等 危 害 较 重 的 病

虫害的扩散。

另外 , 放任生 长的核桃树 在我国仍占 相当大

的 比 例 , 其 特 点 为 大 枝 过 多 , 层 次 不 清 , 结 果 部 位

外移 , 内膛空虚 , 生长衰弱 , 坐果率低 , 衰老树自然

更新现象严重。其改造方法是 , 对部分幼旺树可采

用高接换头 的方式 ; 对于 进 入 盛 果 期 的 大 树 ,则 在

加强地下管理的同时进行修剪改 造 , 以迅速提 高

核桃的品质和产量。

总 之 , 施 行 科 学 的 整 形 修 剪 是 ( 下 转 第 6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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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58 页 ) 一 项 重 要 的 技 术 措 施 , 与 良 种 化 栽

培、土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相结合才能保证早

实核桃的高产稳产和优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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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配以黏合剂经技术处理后 , 可以制 作成秸秆复

合板。秸秆复合板被广泛的应用于天花板、地板 、

门板、家具和音响等行业。而且秸秆在生产过程中

无需进行碱介质软化和热磨处理 , 与 传统工艺木

质人造板相比 , 节能效果好。

秸秆还是造 纸业的优质 原料。秸秆皮 的纤维

素含 量高达 44.6%, 有利 于提高纸 浆率 和 纸 的 强

度 ; 半 纤 维 素 量 约 为 0.58%, 有 利 于 纸 浆 的 吸 水 ;

木质素含量约为 16.5%, 有利于蒸煮 漂白 , 从而提

高纸张的质量。

另外 , 利用秸秆的可降解 性生产缓冲 包装材

料也取得了成功 , 用秸秆纤维生产的包 装材料具

有体积小、重量轻、压缩性能好等特点 , 而且在自

然环境中可天然降解 , 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 是一

种可大力发展的包装材料。

6 秸秆应用对策

秸秆作为一种资源具有 原料广泛、价 格低廉、

易降解、无污染等许多优势 , 因此在许多 产业上都

得到很好的应用 , 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但由于我国 幅员辽阔 , 各 地气候条件 存在很

大差异 , 导致目前我国秸秆 综合利用技 术发展很

不平衡。许多先进的技术都或多或少 的受到当地

条件的限制。而且 , 我国对秸秆综合开发利用的研

究时间较短 , 规模不大 , 还没有形成产业化。因此 ,

我们需要加强秸秆综合利用的研究 深度与推广 力

度 , 通过示范试验 , 探索出适合不同地区发展的

模式 , 并进行大规模的推广 , 从而带动当地的农

业经济发展。

依 靠 先 进 的 科 学 技 术 和 适 当 的 政 策 倾 斜 , 必

将 使 我 国 的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实 现 规 模 化 、 产 业 化 ,

形成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 为促 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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