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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壳山核桃的营养价值含量较高，会给区域种植带

来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实际开展种植工作时，

受多重要素影响，对薄壳山核桃种植技术的要求较高，

要合理挑选树种，明确科学的种植技术。相关部门要合

理规范薄壳山核桃种植工作，严格控制种植过程中的各

项细节，利用合适的病虫害防治手段来解决山核桃的生

长问题。

一、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现状

薄壳山核桃为胡桃科山核桃属性，也被称为碧根

果、长山核桃，属落叶乔木性质。一般来讲，薄壳山核

桃既根深叶茂、树体高大，还带有明显的固碳效应、生

命周期较长，可起到庭院绿化、道路河流绿化美化的作

用，拥有极强的生态价值。薄壳山核桃在实际应用中还

可成为优质木材与营养美味的坚果及营养丰富的山核桃

油，内部含有大量的亚麻酸、不饱和脂肪酸及较佳的核

黄素、维生素、蛋白质等，产出的木材也带有结构细

密、色泽美观与材质坚韧等优势，可用在工艺品与高档

家具制作中。薄壳山核桃属高价值含量的树种，可在多

个区域进行栽植推广。从 2000 年至今，皖北地区已大

量引入薄壳山核桃，大中沟堤坝甚至研究出了一套完整

的薄壳山核桃种植技术，无论是在育苗嫁接还是育种引

种，都获得了一定的效果。利辛县从 2014 年开始，通

过招商引资外地企业承包经营，已在茨淮新河、阜蒙河

及老母猪港堤坝种植薄壳山核桃 1.6 万余亩，其中汝集

镇境内老母猪港堤坝 850 余亩。截至 2021 年，皖北地

区已拥有 50多个薄壳山核桃品种，培育出了 2000 多株

优质母树，每年带有 100 多万株穗芽。皖北地区的多个

城市都在推广薄壳山核桃的种植发展工作，将该类树种

定位为省级基调树种，该类种植技术对城市树木发展带

有积极影响。大中沟堤坝在开展薄壳山核桃种植工作

时，与区域周围的企业签署了合作加工协议，对种植加

工产业的整体链条进行了适宜完善。广泛种植薄壳山核

桃以后，既能优化调整皖北地区的树种结构，满足区域

造林的基础目标，还能给林业的增产增效增绿带来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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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相关单位人员应利用对薄壳山核桃的种植规划，

合理探究该项作物的种植过程，将合适的种植技术运用

到作物生长中，提升该类树种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种植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要合理规划薄壳山核桃的种植过

程，将各项种植手段投入到该项作物的种植工作中，切

实改善薄壳山核桃的种植效果。

二、薄壳山核桃种植技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薄壳山核桃在区域种植工作中存有些许问题，相关

人员要适时探究该类技术的应用状态，充分展现种植

时的诸多细节。一般来讲，部分区域在开展薄壳山核桃

的种植工作时，未对该类树种种植进行合理规划，降低

了植株的成活率，没能对种植区域进行合理规划，究其

原因在于种植人员未能在种植前适时了解与掌握该类作

物的生长习性，无形中缩减了栽植管理的专业性，难以

在开展管理工作时满足作物的水分要求，使相关苗木因

缺水而出现枯死现象。部分区域在进行薄壳山核桃种植

时，没能挑选出优质品种，使苗木质量产生良莠不齐现

象，难以统一新建果园的更多品种，产生了良种苗被实

生苗替代的不良现象，增加了区域营林难度。同时，授

粉品种与主栽品种没能进行合理配置，使授粉率有所下

降。当前部分地区在开展薄壳山核桃的种植工作时，由

于没能及时了解薄壳山核桃的生长状态与习性，导致主

栽品种与授粉品种的花期生成不匹配问题，而授粉花期

不合理对该类作物的生长状态产生严重影响。此外，部

分薄壳山核桃种植工作采用栽培管理形式，其管理状态

较为粗放，难以达成此前制定的高效高产目标。种植人

员在开展薄壳山核桃种植工作时，要对各项细节进行精

准把控，粗放的种植管控方式将极大影响薄壳山核桃的

生长状态，使其生长过程中出现较多问题。比如，在某

些区域薄壳山核桃植株的生长过程受粗放管理状态影

响，产生透光度差、层间距小、生长弱势、主枝过平等

问题，极大降低树体结构的合理性。由于皖北地区大中

沟堤坝薄壳山核桃种植技术的开展效果较佳，可适时探

究该区域薄壳山核桃种植技术的应用过程，及时规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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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环节出现的问题。

三、皖北地区大中沟堤坝薄壳山核桃种植技术

分析

（一）选择栽培地

皖北地区大中沟堤坝开展的薄壳山核桃种植技术，

要合理规划种植过程，即在种植该项作物前，科学选

择栽培地。皖北地区属暖带与北亚热带的中间区域，适

合薄壳山核桃生长栽植。挑选栽培区域时要尽量使地块

达到向阳背风、水肥充足的效果，及时观察土壤内部性

质，使区域土壤做到通透性强、湿润、质地疏松、高腐

殖含量与土层深厚等，壤土与沙壤土可作为种植薄壳山

核桃的土壤。完成物理性质栽培地规划后，还要检测土

壤的酸碱度，只有pH值在 5.8 ～ 8.0 之间，才能促进薄

壳山核桃整体生长，为该类作物的养分充足提供恰当条

件。关注适合薄壳山核桃作物生长的土壤类型时，要尽

量避免使用酸性土壤与黏性太重的土壤，皖北地区大中

沟堤坝的土壤会给薄壳山核桃种植生长带来较佳状态，

无论是零星栽植还是连片栽培，都能获得较佳的种植

效果。

（二）挑选品种与苗木

从薄壳山核桃的品种选择上看，在完成栽培区域的

选择后，需对树种的整体生长状态进行适当观察，挑

选出的品种不仅要促进皖北地区的农业发展，还要具有

较佳的推广价值，适时扩大栽培面积。在挑选薄壳山核

桃树种品种时，还要与皖北地区大中沟内部的实际情况

相结合，满足该区域作物种植工作的基础要求，提升薄

壳山核桃生长效果。当前皖北地区常见的薄壳山核桃品

种有绍兴一号、薄丰、茅山 1号、马汉、威斯顿、波尼

等，可将该类品种用于皖北地区。同时，进行薄壳山核

桃品种选择的过程中，还要根据合适的品种来挑选苗

木。部分薄壳山核桃的实生苗在实际种植时带有的挂果

时间较长，且存有较低的品质与产量，要尽量选择嫁接

苗。受多重要素影响，薄壳山核桃可生长在不同类型的

种植区域中，要尽量与种植区域的具体情况相适应，

即采用可存活 2a左右的嫁接苗。完成适宜的苗木选择

后，相关人员可根据该类品种的内在性质，合理开展薄

壳山核桃苗木种植工作。

（三）栽培管理

1.科学整地。进行薄壳山核桃种植前，要对皖北地

区大中沟种植区域进行合理修整，清理种植区域的内

部垃圾。鉴于大中沟的内部坡度可进行合理调整，要

采取全垦整地形式，将整体深度把控在 80cm左右。针

对薄壳山核桃的栽植密度而言，初植株的株行距要保

持在 5m×6m或 4m×6m，其密度要把控在 340 ～ 420 株

/公顷。在薄壳山核桃果树生长的后期可依照其生长发

育的具体状态，适时完成疏伐工作，再根据实际情况来

恰当保留一定的植株，通常具体的保留规格株行距为

6m×10m或 6m×8m。

2.定植补栽。开展薄壳山核桃的定植补栽工作时，

要适时明确当前种植区域内土壤的具体状态。若土壤内

部的土质较为疏松，要利用机械来整平地面，对定植穴

的整体规格进行科学确认，并分开放置心土与表土。依

照丰产技术经验可知，要在穴底铺设秸秆，将土层覆盖

10 ～ 20cm，将有机肥与土壤搅拌均匀，并在 3个月后

开展定植工作。完成定植工作以后，还要进行定根水浇

水工作，其培土与地面的距离在 5～ 10cm之间，在苗木

长出新芽后，及时检测苗木存活率，要在存活率较低的

区域开展补栽工作。

3.配置品种。薄壳山核桃的品种配置需适当满足大

中沟内部的种植需求。一般来讲，薄壳山核桃为雌雄异

株、雌雄同株型植被，可在相关区域内开展连片造林

工作。栽植过程中要尽量挑选 2 ～ 3个品种，增强树

木授粉的便利性。比如，相关人员在挑选 1个主栽品种

时，还要明确 2～ 3个副栽品种，无论采用混杂还是分

行形式，都要明确各品种花期，使各类品种的花期保持

一致。一般来讲，副栽品种与主栽品种的配置比例为

1∶ 8。

4.修剪整形。薄壳山核桃种植生长过程中，还要定

期开展修剪整形工作。比如，薄壳山核桃生长的早期，

可采用轻度修剪形式，不可将枝条修剪过短，即保留

一定的主枝，增进其生长速度。开展夏季修剪时，由于

该阶段薄壳山核桃生长状态达到一定规模，该类修剪工

作要采取合适的修剪方式，有效遏制可能出现的伤流现

象，使树木的枝叶生长状态更为合理。针对薄壳山核桃

修剪工作而言，要在修剪过程中明确修剪原则，即快速

更新骨干类枝叶、保证枝叶通风条件，并在修剪中合理

去除弱枝、枯枝与病虫枝，切实改善薄壳山核桃树木的

整体形态。

5.套种。鉴于薄壳山核桃不同生长阶段，其树冠、

株行存有些许差距，要合理利用低秆套种形式，将更多

耐阴作物种植到薄壳山核桃的生长区域中。当前适宜

的耐阴作物，如蔬菜、花生、豆类及中药材都可套到皖

北地区大中沟堤坝内，其中套种中药材是一种效益较高

的模式，利辛县汝集镇老母猪港堤坝套种的菊花、薄

荷、玫瑰等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利用对该类作物的适当

种植，高效调整种植区域土壤的内部性质，使该类土壤

形式更加适合薄壳山核桃，提升该类作物的种植生长状

态，在满足了种植过程中的更多需求后，薄壳山核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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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效果将变得更为理想。同时也破解了企业前期资金

投入过多，薄壳山核桃没有收入的难题，起到了以短补

长的效果。

（四）田间管理

1.施肥。进行薄壳山核桃的田间管理时，要合理控

制施肥中的更多内容。比如，正式开展薄壳山核桃种植

工作时，要明确其生长发育时需要的多种营养，既需

要氮、磷、钾、硫、镁等基础元素，还要合理吸收更多

微量元素。薄壳山核桃栽植后的第一年无须开展施肥工

作，在第二年加入不同类型的基础肥料，即有机肥和适

量的硫酸钾复合肥。在施加基肥的过程中，要尽量选择

放射状沟或环状开展施肥工作，当薄壳山核桃植株为幼

苗时，要施加 30千克/株；而到了盛果期阶段，则要

施加 100 ～ 150 千克/株，对施肥数量进行科学控制。

当薄壳山核桃植株处在春季发芽以前，要施加尿素，再

依照植株生长状态来增加肥料数量，并定期向植株表面

喷施叶面肥，恰当融合 0.3%的磷酸二氢钾与 0.3%的尿

素。完成薄壳山核桃的施肥工作后，要对植株内部的含

水量进行合理关注，对雨季中的降水量进行合理控制，

避免相关植株因洪涝灾害而受到较大影响。针对冬季可

能出现的缺水情况，则要采用适当的灌溉技术，为薄壳

山核桃植株补充更多水分，使该类植株内部始终存有足

够的水分。

2.灌溉。开展薄壳山核桃的灌溉工作前，要适当明

确该类植株的内在性质，其为怕旱、喜水性植物，苗期

阶段不可出现连续 7d干旱情况，会对其生长状态形成

较大影响。一般来讲，薄壳山核桃灌溉多集中在果实灌

浆与果实膨大阶段，前者多集中在夏末秋初、而后者多

在 4—5月，最长灌溉时间可保持连续 2周左右。灌溉

薄壳山核桃植株时，要适当采用先进管理技术，根据薄

壳山核桃的生长状态，适当搭建出水肥耦合体系，并在

该系统中采用合适的灌溉技术与工具，对不同地区的薄

壳山核桃进行针对性灌溉，有效缩减灌溉劳动力，提升

该类作物的灌溉效果。

（五）病虫害防治

皖北地区薄壳山核桃在种植生长过程中，受区域环

境影响，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病虫害，降低该类作物的

整体生长质量。当前常出现的病虫害包括黑星病、溃疡

病、叶斑病、山核桃举肢蛾、蚜虫等，若想提高病虫害

的整体防治成效，要在日常工作中适时开展水肥管理，

科学融合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与化学防治等措施，确保

薄壳山核桃健壮生长。比如，在开展病害防治时，要恰

当明确皖北地区薄壳山核桃病害的具体情况，合理调整

植株生长状态。在 5月中下旬合理开展多菌灵的喷施工

作，将 600 ～ 800 倍液的甲基托布津溶液与 600 倍的多

菌灵溶液相结合，更为精准地去除薄壳山核桃植株内部

的各项病害，提升该类作物的整体生长质量。还要在枝

叶修剪过程中及时观察存有病害的植株，借助对该类枝

叶的适时剔除，有效改善健康枝叶的生长状态，满足薄

壳山核桃实际生长需求。从薄壳山核桃的虫害防治形式

上看，其形成的虫害多带有山核桃性质，要防治该类害

虫，可采用生物防治法，即找寻与薄壳山核桃虫害相关

的天敌，利用生物链来解决多种不同类型的害虫。相关

人员还可采用杀虫剂，即阿维菌或Bt制剂，将该类药

物喷施在害虫表面，借助该项举措来控制害虫的影响范

围，使用该类药剂时还需尽量缩减药物喷施范围，将对

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完成薄壳山核桃病虫害防治工作

后，还要开展适当的采收工作，要合理规范采收时间与

范围，根据相关果实的成熟度，科学完成采收工作的各

个步骤，在薄壳山核桃种植技术的影响下，有效提升该

类作物的生长质量。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良好的薄壳山核桃种植可增强区域经济

效益，相关部门要在日常工作中规划山核桃种植过程，

找出该类作物低产的原因，对种植过程中的质量影响要

素进行合理改善，既要提升薄壳山核桃的种植生长质

量，促进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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