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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板栗栽植技术措施

河南省确山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　  霍　贺

摘  要：新栽植的板栗树普遍存在生根慢的现象，而这些板栗大多数又定植在山区片麻岩砾质土壤中，土壤的保肥保水能力较差，遇上春季雨水偏少，

新植的板栗成活率很低。要想提高栽植成活率，必须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才能确保栽植栗木的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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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的栽培面积，在驻马店地区已达到 2.2 万 hm2，
90% 以上的板栗园均建立在丘陵山区，一般在驻马店的栽
植时间是每年的 3 月份，在当地有一句俗语叫做春雨贵如
油的说法，说明了春天的雨水较少，干旱天气比较平常，
又加上苗木质量达不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往往栽植后，技
术措施不到位，造成苗木成活率偏低的现象。本文根据笔
者多年从事板栗生产栽培的实践经验，从苗木选择、栽植
形式与密度、栽植时间、栽植方法、大苗移栽和栽后管理
进行了论述，旨为林业科技工作者栗农专业户借鉴和参考。

一、苗木选择
苗木质量的好坏可直接影响苗木栽植成活率，故此，

在选用苗木时应选择地径在 1cm 以上，有主根 5 条以上，
根长在 20cm 左右，枝条发育充实，芽体饱满，无病虫害
的二年生健壮苗木，并且要求品种纯正。板栗苗木的含水
量低，最好就地取材，从当地购买苗木，要随起随栽。若
从外地购苗时，一定要加強包装，严格运输中苗木风干失
水。一但苗木购回，应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栽植，如果园
地沒整理到位，需推迟栽植时，要在栽植前用清水浸泡
12~24h。

二、栽植形式与密度
板栗的栽植形式一般采用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

等高形等栽植，行向以南北行为好，但在山区一般均采
用随坡向栽植。长方形栽植有利于耕作和田间作业，三角
形栽植有利于密植丰产，但不便利管理。栽植密度应按照
地力条件及品种特性而定，瘠薄山地河滩沙地栽短枝形品
种，每 667m245~66 株。土质较好，水源条充足的地块，
667m235~45株。也可采用2m×3m和 2m×4m高密度栽植，
有利于提高板栗园的前期效益。在修剪上，利用轮替更新
修剪法，来控制树冠扩展的速度，延长密植园的高产稳产
年限，随着栗园郁闭程度的增加，要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
进行间伐。

三、栽植时期
（一）秋栽
秋栽的优点是定植后第二年春季根系活动早，成活率

相应高，秋栽时间以 11 月栽植为好，此时叶片变黄失去
光合作用，但根系仍在进行活动。由于土壤温度高，在土
壤结冻前可以形成少数愈伤组织，有利于翌年生长发育。

（二）春栽
每年的 2 月下旬至 3 月上中旬为宜，春季树木内部积

贮的养分极丰富，可供一个时期消耗，叶脉叶芽还未伸张，
对外界要求还不那样急切，对根部的需求还不太急迫，当
受伤的根部有足够的时间来弥补创伤，另外，春季植树苗
木在距发芽生长的时间短，浇水次数相应减少，节省了部
分人力资源。

（三）夏季栽植
主要针对春季山区干旱或水源较远的边远山区，可利

用早春营养钵育苗，待 7 月份以后雨量充沛季节移栽，栽
植后成活率高，即节约用水，又无缓苗期，栽后苗木生长
又快。

四、栽植方法
针对近几年春季多干旱，山地栽植板栗成活率低的现

象，探索出了春季山地，“侧根插瓶栽植法”、秋季“无水
栽植法”、河滩沙地“泥浆栽植法”和黏土地“龟踏干栽法”
等技术，从而使山地板栗栽植成活率进一步提高，并在驻
马店栗产区广泛应用推广。

（一）春季侧根瓶栽植
在 3 月上中旬，在围山转栽植时，按株距 2.5m~3m 挖

长、宽、深各 1m 的定植穴。苗木定植时先将废酒瓶（易
拉罐或瓶均可）灌满水，将苗木一条侧根（粗度 0.3cm 左
右）插入瓶内，把苗木及瓶一同埋入定植穴内，从 2 年生
的瘪芽处定干，并浇足水分。水渗后将树盘修成直径 1m，
低于地面 10~15cm，中间低四周高的漏斗形状，然后覆盖
地膜防止水分蒸发，据观察，在 30 天左右无雨水的情况
下，树盘内的土壤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以上，当连续 50
天左右无雨时，土壤水分低于根系吸收临界值时，（对照
树已经干枯死亡），而瓶內的水份仍能维持苗木生长。当
降雨量少的春季，在 1m2 见方树盘内水分全部蓄积到根部，
干茎周围 10~20cm 深的土壤相对湿度为 64%，而侧根插瓶
法在干旱的春季，在春季降雨偏少的年份，成活率仍达到
84.6%，一般年份达到 95% 以上。

（二）秋季无水栽植
雨季之前，在围山转栽植时，按株距 2.5m~3m 挖好 1m2

的定植穴，每穴施入腐熟的有机肥 20 ～ 25kg，表土在下，
底土在上，填至距地面 15cm 覆盖长、宽各 1.2m 的地膜，
在地膜上扎 15~20 个直径 1.0~1.5cm 的小孔，以便雨水和
地表径流蓄积到穴内。据观察，在年降水雨量偏少的情況
下，秋后定植穴的士壤相对水分仍可达到 76%~81%，如
果秋季雨水多，土壤水分更充足，完全可以满足苗木根系
生庄的需求，在 10 月中下旬把地膜揭掉，挖长、宽、深
各 40cm 的定植穴，将选好的苗木栽入穴内踏实，并覆地膜。
据观察，秋季（10 月中下旬）无水栽植加覆盖地膜，不但
可以防止水分蒸发，而且，在 10~20cm 深土壤温度可提高
0.2~0.35℃，土壤的结冻时间可延迟 7~10 天。在土壤结冻
前除去地膜，第二年春季，从苗木距地面 60~70cm 处的瘪
芽处定干，并将树盘修成低于地面 10~15cm，四周高中间
低 1m 见方的漏斗状，并覆盖地膜。

（三）河滩沙地泥浆栽植法
在沙滩地建园时，挖长、宽、深 40cm 的定植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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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表土填至穴内2/3，每个定植穴内填入黏土15kg。栽植时，
每个定植穴浇水15kg左右，用铁锹把黏土和沙搅成泥浆状，
把板栗苗木插入泥浆内，6~8h 时后泥浆重力水全部渗下后，
将树盘修成低于地面 10~15cm 的漏斗状，覆盖地膜可防止
水分蒸发和提高土壤湿度。夏季气温过高时，在地膜上覆
盖 2~3cm 砂土，避免地温过高伤害树干和地表根系。

（四）黏土免踏干栽法
在常规情况下为保证栽植成活率，要提前浇水，待水

渗下后在挖坑栽植，栽后用脚将土踏实，然后浇水。此方
法看似合理，实际并不科学。黏土地的土壤条件差，湿土
踏实后再灌水很难使用土壤与栗苗根系接触，造成根系漏
风死亡。因此，在栽移板栗时最好提前挖好定植穴，将土
晾干，栽苗时用干土将根埋好（不要踏压）浇水。干土遇
水后很快与根系紧密接触，待第二天再补浇一遍水，由于
黏土保水性能好，所以，栽植成活率可达到 95% 以上。

（五）大苗移栽
在生产上，3~5 年生大苗，包括密植园间伐的多年生

栗树，均可进行移栽。由于板栗林树根系再生根比较困难，
挖苗时尽量保持根系完整，做到随起随栽，栽后对枝干重
剪，可剪到侧枝部位，在剪枝的同时，进行整形处理。栽
后浇透水分，第二天复浇水并覆盖地膜。大苗移栽后，因
根系粗，生根较慢，地下不能及时供给树体养分，叶片长
出后，要及时叶面喷肥，用 0.3% 尿素或 0.25% 磷酸二氢
钾每隔 10 天喷 1 次，连续喷洒 3~4 次，可明显提高成活率。

（六）栽后管理
1. 定干。苗木栽植后在 60~70cm 瘪芽处剪截定干，并

剪掉所有的二次枝，严禁在饱满芽处定干，以防止芽体过
早萌发，枝叶蒸发量过大，造成树体死亡。苗木成活后选
留 3 个主枝为来年多头嫁接打好基础。

2. 叶面喷肥。栗苗栽植过程中断根很多，吸肥吸水能
力很弱，加之板栗的愈伤组织和不定根吸收能力较差，苗
木生长缓慢，为了补充树体营养，在 5 月上旬展叶后每隔
15 天喷 1 次 0.3% 尿素 +0.25% 磷酸二氢钾，全年喷 4~5 次。

3. 追肥。6 月下旬在距树干 25cm 处挖 2 个深 12cm 的
施肥坑，每株追三元复合肥 0.2kg，9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每
株追果树专用 0.4~0.8kg。施肥后根据土壤墒情合理浇水。

4. 病虫害防治。无论是新定植苗木还是新嫁接的栗苗，
由于成活后芽和叶少，往往在芽膨大期或展叶前会被金龟
子或大灰象甲危害，严重时叶片被吃净光，严重影响栽植
和嫁接成活率，为了防止金龟子的毁灭性为害，栗农采取
套袋，但由于虫害基数多，防治效果并不理想，通过观察
发现，金龟子在 3 月下旬至 4 月初开始出土活动，产卵盛
期为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卵期 20 天，幼虫盛发期为 5 月底
至 6 月初，在防治上采取成虫出土期，在树盘上喷洒 40%
乐斯本乳油 200~500 倍液，杀虫率达 92% 以上，在 5 月底
至 6 月初幼虫盛发期喷洒 20% 杀灭菊酯乳剂 2500~3000 倍
液，杀虫率达 9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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