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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北板栗丰产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1

梁传波

（襄阳市林业科技推广站，湖北 襄阳 441021）

【摘 要】：本文主要从产业政策、丰产栽培技术、技术推广以及发展方略建议等方面对鄂西北板栗进行了分析

研究。丰产栽培技术主要包括栽培品种选择、种植园区建立、壮苗、幼树管理、土壤水肥管理、整枝修剪以及病虫

害防治等。技术推广措施主要包括健全完善推广网络、提高技术推广人员专业水平、加强技术推广力度以及创新技

术推广模式。最后根据鄂西北板栗的产业政策、丰产栽培技术等提出了其发展方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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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北主要是指湖北省西北部，属于汉江中游地区，与河南省、陕西省以及重庆市相邻，依偎于大巴山脉余脉，主要包括

十堰市和襄阳市。十堰市和襄阳市均盛产板栗，野生板栗资源较为丰富，栽培板栗品种也较多。板栗是壳斗科栗属植物，具有

较高的营养成分，是重要的木本经济作物。

1、鄂西北板栗产业政策概述

近年来，在鄂西北地区对板栗产业的发展有较大扶持，主要体现在通过精准扶贫、绿色产业工程以及乡村旅游发展等政策

来促进板栗产业发展。

1.1通过推进产业扶贫政策发展板栗产业

在鄂西北地区，发展板栗产业，是推动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工作之一。通过扶贫工作进行板栗产业发展的政策主要包括：

电商与扶贫相结合，建设合作社、建立扶贫板栗种植基地、扶贫人员帮助销售板栗以及进行技术指导等。

十堰市提出的“乡镇产业扶贫”政策中，将发展板栗等苗木产业放在了重要位置，例如，在其张湾区方滩乡转头沟村的精

准扶贫工程中，是通过组织专业合作社的方式对贫困户进行专业指导，已经进行板栗种植面积达 100 余亩，同时将板栗等种植

产业与乡村旅游相结合，进行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增收。

襄阳市也通过为贫困户提供相关政策、技术以及资金等支持来发展板栗产业。例如，其板桥店镇政府积极扶持板栗种植产

业发展，邀请专家进行板栗丰产栽培技术的相关培训，鼓励外地客商来采购板栗。

1.2通过推进绿色产业工程发展板栗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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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种植产业是林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板栗产业，有利于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在十堰市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工程，

建设板栗等林果特色产业，并利用板栗等本地树种种植来进行固水保土工程。在襄阳市谷城县，也积极开展绿色发展，建设电

商产业园区，建设服务点，完善仓储配送物流产业链，拓展板栗等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并积极开展板栗等农产品深加工行业，

创新绿色发展机制，例如在该县庙滩镇建设有 5 万亩的板栗种植基地，每年能够收获板栗约 1 万吨，为板栗深加工行业提供了

丰富的原材料。

1.3通过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板栗产业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也是带动板栗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例如 2017年底，十堰市利用湖北省推出的春节旅游路线，进行

乡村旅游年货节宣传，通过乡村旅游带动十堰市板栗等农产品的销售。又例如，在襄阳市板桥店镇李湾村建有千亩板栗种植园，

其通过开展板栗采摘活动等乡村生态旅游项目吸引了大量游客，促进了板栗产业发展以及使农民收入增加。

2、鄂西北板栗丰产栽培技术研究

从板栗的栽培品种选择、种植园区建立、壮苗、幼树管理、土壤水肥管理、整枝修剪以及病虫害防治等各栽培环节进行技

术研究。

2.1选择栽培品种

选择种植优质的板栗品种非常重要，目前，全国板栗的优质品种种植在 75%以上。在鄂西北地区，应因地制宜，选择符合当

地气候等条件的优质品种。例如，中果早栗、乌壳栗、金优 2号、江山二号、八月红、六月暴、鄂栗 1号、桂花香、房山大栗、

玫瑰红、红毛早以及青毛早等。农户在政府的指引下，应积极关注新的优质品种，政府及相关研发机构也应积极开展新的优质

栽培品种的研发，并进行积极推广。在栽培品种选择时，根据当地情况，合理配置好早熟、中熟以及晚熟品种，既有利于错开

板栗上市时间，又有利于板栗深加工产业的原材料提供。

2.2建立种植园

在鄂西北地区，大部分地区（包括丘陵及低山地带）均可种植板栗。板栗生命力较为顽强，对寒冷和炎热都具有一定耐性，

对土壤要求主要是具有良好的排水性能以及 pH值呈现微酸，同时要求种植园内光照充足。

选择好合适的种植园区后，就可以开始栽种板栗，板栗的种植可以采用种子，也可以种植树苗或嫁接，一般用于板栗生产

的园区采用种植树苗或嫁接，用于人工造林的园区采用种子。在栽种过程中，要合理密植，也可与粮食、药材、蔬菜、牧草以

及家禽进行复合模式经营。如果是山地丘陵地带的种植园区，需要将板栗进行等高种植，以防止水土流失。

2.3壮苗技术

如果采用嫁接方式，一般为实生板栗做砧木，春季采用切接、劈接、皮下接或插皮舌接的方式嫁接板栗。在板栗定植前，

需要在每个板栗穴内施加基肥。如果是移栽树苗，在安放好树苗后，需要将土壤回填，浇水，有条件的覆盖薄膜。

2.4幼树管理

采用移栽树苗时，板栗丰产栽培中幼树管理主要包括摘心、拉枝以及促雌花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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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摘心，为了促进分枝生长，提高板栗产量，在板栗树苗的新梢长到 50 厘米左右时需要进行摘心，其分枝在 25 厘米

左右时进行再次摘心处理；然后是拉枝，当直立旺枝生长到两年时，可在四月份进行 65度左右的拉枝，并在枝芽上方 1毫米处

进行刻伤；最后进行促雌花处理，选择留下 4-5 个饱满芽，将多余的雄花摘除，以便使营养能够集中在雌花上。如果采用嫁接

技术，在嫁接后应及时去除萌蘖，然后绑好支棍，然后再进行摘心、拉枝刻伤以及促雌花处理。

2.5水肥及土壤管理

在板栗种植过程中，水肥和土壤管理对板栗的丰产非常重要。根据板栗的自然特性，在鄂西北地区施加基肥种植后，每年

至少需要对板栗进行三次追肥、四次灌溉。并且为了保持土壤的可持续使用，建议肥料选择有机肥。

三次追肥分别是在萌芽期、板栗盛花期以及果实膨大期。萌芽期施肥是为了促进新梢生长，增加每个树枝的苞果数量，以

含氮量较高的有机肥为主；盛花期和果实膨大期施肥是为了增加板栗结实率以及提高板栗百粒重，以含氮磷钾较高的有机肥为

主。同时，在施肥时，需要进行水分灌溉，以便促进板栗树对肥料的吸收转运。施肥尽量以有机肥为主，在秋冬季进行树盘深

翻时，根据鄂西北的土质情况，施加含钙的基肥。

四次灌慨分别是在萌芽期、开花期、果实快速膨大期以及封冻前期。前三次灌溉都是与施肥同步进行，最后一次灌溉是为

了保证土壤中水分含量。

2.6整枝修剪技术

对板栗树整枝的修剪要从幼树开始，成年树和老树也要定期进行修剪，每年 12 月下旬到第二年 2 月之间修剪较好，此外，

幼树在夏季也要进行摘心摘梢修剪。

幼树的修剪主要是使板栗树成型，保留一个直立并且生长最旺盛的枝条作为主干，然后根据想要的树形进行修剪，板栗的

树形主要有疏散分层形以及自然开心形。成年树的修剪主要为修剪徒长枝，因为板栗种植需要充足的阳光，而且板栗枝条顶端

生长较快，如果不及时修剪，会影响结实率，所以就需要及时进行去除；同时合理保留结果母枝，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多修

剪弱枝细枝，壮枝旺枝可以多留。老树的修剪主要为去除枯死树桩及退化大枝，重新培养骨干树枝。

2.7病虫害防治

据统计，鄂西北地区板栗树的病害相对较少，虫害相对较多。病害主要有白粉病、炭疽病以及干枯病（也叫板栗疫病或者

胴枯病），虫害主要包括红蝴蛛、栗链蚧、板栗皮夜蛾、栗大蚜、桃姓螟、栗实象以及栗瘿蜂等。

针对病虫害主要以预防为主，在病虫害高发期及时进行巡查，及早发现，对已经感染的树枝以及细弱枝条及时进行清理，

并喷洒药剂进行消毒杀菌。此外，对于虫害还可以采用烟熏以及生物防治的方法。

3、鄂西北板栗丰产栽培技术推广措施

在鄂西北板栗产业发展中，需要不断进行丰产栽培新技术研发并进行合理有效的推广。

3.1建立并完善板栗丰产栽培技术推广网络

在研发出板栗新品种以及丰产栽培技术后，应积极开展技术推广工作，这就需要建立并完善技术推广网络，例如可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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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村三级网络结构，确保政府相关部门、技术研发部门以及农业推广机构三者的有效配合，共同为农户提供先进的技术推广

和服务支持工作。例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与科研技术部门应保持及时畅通的联系，有了新技术，就应该及时开展试验田，观

察在当地的情况，并及时进行示范园区建设，当新技术成熟稳定后，就需要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及时做好推广工作。

3.2提高技术推广人员专业水平

要定期或不定期对技术推广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并让技术推广人员积极参与到新技术的学习中，使其能够掌握过硬的丰产

栽培技术，并对其推广能力进行大力培养，增强推广人员与农户的沟通能力，使新技术能够尽快被农户接收并及时作出应用。

3.3加强技术推广力度

应建立合适的推广教学模式，应用多种形式，全方位进行丰产栽培新技术的推广。随着电子设备的普及，在新技术推广方

面，不仅仅只依靠线下推广，还应该加强媒体教学以及网络等推广模式，例如开展专家在网上为农户进行答疑等“互联网+”的

鄂西北板栗丰产栽培推广模式。

3.4因地制宜创新技术推广模式

鄂西北地区具有自己的特色，并且不同县乡村也具有各自的特色，所以在推广过程中，就需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县乡村

的实际情况，根据风土乡情，建设好示范基地，合理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工作。

4、鄂西北板栗丰产栽培技术发展方略及产业发展建议

在鄂西北地区，板栗行业的发展也存在地域不均衡问题。

4.1鄂西北板栗丰产栽培技术发展方略

首先是提高鄂西北板栗良种化水平，淘汰不良品种，进行板栗种植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良种搭配种植。技

术人员应加强对板栗种植园区的走访，及时发现不良品种，与农户进行协商和沟通，推广优良的板栗品种，并根据种植区的实

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良种选择；并且可以在各个村镇进行合理有效宣传，鼓励农户进行咨询，主动与技术人员进行沟通交流。

其次是创新鄂西北板栗丰产栽培技术，增加科技投入，提升板栗生产过程中的科技含量。可以加强与科技单位的合作，实

行优惠政策鼓励邀请科研单位到鄂西北地区进行板栗育种以及丰产技术研发工作。

最后是提高新技术推广力度，对新的研发成果及时进行试验示范，在新技术成熟后，及时进行推广工作。

4.2完善板栗产业发展的建议

首先是完善产销链。政府从政策、资金以及技术等方面加大对板栗产业的扶持，完善板栗的种植、贮存以及销售等环节，

鼓励板栗良种以及丰产栽培新技术的研发，积极推广；提高仓储技术或者进行集中仓储，保证仓储过程中板栗的质量；鼓励农

户进行大规模销售渠道的拓展，并吸引外商或本地超市市场等收购板栗。

其次是与电商相结合。政府鼓励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园，完善农村物流等产业，建设农村电商企业，实现板栗产业的多渠道

销售及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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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打造板栗品牌。当地政府应以根据地理位置等因素，根据各地板栗生产情况的不同，推出相应的特色板栗产品以及

板栗深加工产品，提高当地板栗及其深加工产品的知名度，打造板栗品牌。

最后是创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板栗深加工产业发展。鄂西北地区板栗资源丰富，为发展板栗深加工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原

材料，板栗深加工产品包括板栗脯、板栗罐头以及板栗蜜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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