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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辽西地区，山杏是种植面积较广的一类树种，一
般来说，在正常生长的状态下，山杏可以存活 100 年以上。与其
他生长周期较长的树种不同，山杏只需栽植两年左右即可开花结
果。随着山杏的种植面积逐步拓展，辽西地区也更加关注山杏的
生产，我们就具体对于辽西地区山杏生产和研究的现状开展分
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应对对策。

一、辽西地区山杏生产和研究的现状
早在 20 世纪年代末，辽宁省的干旱地区造林研究所就已经

着手对于山杏造林技术相关问题开展研究。但当时由于受到资金
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针对山杏优良品种培育开展的研究并未
取得突出进展。在正常状态下，山杏更加适宜在石质山地、片麻
岩山地和花岗岩山地生长。在进行山杏的播种时，需提前对于山
杏的种子进行预处理，以提高种子的出苗率。种植人员可以将山
杏的种子提前取出在冬季来临之际进行混沙埋藏，或是在正式进
行山杏播种之前将山杏种子短暂以温水或冷水浸泡，放置于阴凉
处存储，在低温下静置后再取出播种。根据以往的种植经验，采
取冬季混沙埋藏方法进行预处理的山杏种子的发芽率能够达到
90%以上，采取更加便捷的浸泡处理法进行预处理的山杏种子的
发芽率能够达到 8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种子处理方法
特指在春季进行山杏种植，秋季天气逐渐转寒、雨季水分较为充
足，如果选择在秋季或与激进型山杏种植则无须进行上述处理。

相对于播种进行山杏种植之外，我们更加倾向于采取移栽造
林的方式，能够更大程度上提高山杏的成活率，如果种植地的自
然条件相对适宜，山杏的成活率更难得到保障。平茬造林在冬季
进行更加适宜，种植两年后，山杏树即可开花，少量山杏树能够
结果。树龄在 3 岁左右的山杏结果数量逐年增加，五岁左右的山
杏回大良产果，树龄在 10 年以上的山杏，枝叶繁茂，但却已经步
入了衰老期，结果量会有所降低。

20 世纪年代末，沈阳农业大学着手对于辽西地区山杏立地
的条件开展研究，并得出可靠结论。在山杏生长的过程当中，无
论是土层条件、坡向条件还是颇为条件，都会对于山杏的生长产
生影响。如今，山杏生产业在我国辽西地区的发展仍在持续，这
与山杏产品开发和种植水平的不断进步和山杏相关衍生产品市场
需求量的逐年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地鼓励和支持山杏生产业
的发展，广大农民群众对于山杏种植也有着较强的积极性和依赖
性，山杏种植能够获取的经济效益逐年提高。

二、辽西地区山杏生长和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项目应对
策

针对优良品种开发水平有待提升的问题，辽西地区还需投入
更多资金和精力开展研究。众所周知，我国辽西地区气候相对寒
冷，山杏生产业的逐步发展使得辽西地区的山杏种植面积明显增
加，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能够抵御当地严寒的优质山杏品种仍然
有待培育，随着天气的转冷，山杏的产量也会受到影响。国家和
政府不仅需要及与辽西地区高产量、抗寒能力强的山杏品种的研
发足够的重视，还应当投入更多的经历，鼓励科研项目的推进，
培育出质量更加优质的品种，并在辽西地区推广。

针对当前阶段存在的管理水平有待提升的问题，建议能够大
力宣传现代化的山杏生产技术。许多山杏长期处于自然生长的状
态下，生长形态不规则，生长寿命明显缩短，部分山杏甚至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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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了衰老期，就在无形当中降低了山杏的产量。究其原因，主
要与种植人员的管理意识较差和专业能力较差有着直接的关系。
针对此类问题，建议地方政府能够投入更多的精力加强技术推
广，组织农民们参与到专业的种植技术培训当中，积累更加丰富
的专业经验，提高山杏种植经营管理的质量。

针对山杏种植过程中存在的强青采收现象，应当充分认识到
这种错误的做法会导致杏仁产量和质量的同时降低。看似在提前
收获，不够饱满的杏仁品质较差，质量较低，反而无法获取突出
的经济收益。另外，如果在采收的过程当中，对于山杏的职业造
成了破坏，也会导致第二年山杏产量的降低。如此循环往复，山
杏树体受到的危害越来越严重，更容易感染病虫害问题，更容易
提前进入衰老期。为此，建议能够采取集体承包的方式避免个人
不良行为对于山杏造成不良影响，另外，可以选择不收购抢青采
收而导致质量降低的山杏，以阻断买方市场方式规范不良行为。

针对山杏生长过程中面对的病虫害问题，应当采取有效地方
式予以治理，避免山杏产量的降低。就目前情况来看，辽西地区
在培养山杏的过程当中，只关注到了山杏生产能够带来的短期效
益，在长远发展方面的规划仍然存在诸多欠缺。纯林种植加大了
病虫害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如果病虫害问题出现，不仅治理难度
较大，而且极易导致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建议能够将山杏林的
面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采取以其他树种进行混合栽植的方式，
从源头处避免病虫害问题的出现。另外，还应当探寻治理病虫害
问题的有效方法，保障山杏的产量。

针对山杏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加工质量较低的问题，应当重点
加强对于申请及其相关加工产品种类的研究，提高山杏产品的档
次，开发更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新口味产品，提高良心地区山杏生
产业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带动山杏产业的一体化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辽西地区的山杏生产经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产

业化的态势，但随着市场对于山杏产品需求量的逐步增加以及广
大消费者对于山西产品质量要求的提升，辽西地区在开展山县生
产工作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注重提高山杏产品的质量之外，更要
积极主动的发现当前阶段三星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探
求应对的方法。今后，在开发优良山杏品种这一方面，有关部门
还需予以更多资金支持，同时重视解决病虫害问题，提高政治管
理质量，避免抢青采收行为的出现，并开发高质量的加工产品，
使辽西地区的山杏生产，能够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条，为当地产
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拓展有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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