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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核桃业之差距与对策

梅立新, 郭春会, 刘林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院,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　现阶段我国核桃与美国核桃在产量、质量、出口量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核

桃良种率低, 经营规模小而分散, 管理粗放, 加工处理技术落后, 生产、加工、销售严重脱节。因此, 应充分发挥自然

资源优势, 重点建立高标准的优质核桃生产基地, 进行老园改造, 开发我国的名、特、优品牌; 积极引进消化国外先

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 加大投资力度, 加强科学研究, 改善生产设施, 提高经营者素质; 扶持培育龙头企业, 参与

市场竞争, 实施产业化开发; 发挥区位优势, 开拓国内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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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面积 7. 8 万 hm 2, 总产量 1997 年 24. 43 万 t,

1998 年 20. 61 万 t, 1999 年 25. 70 万 t, 平均单位面积

产量分别达到 3. 13, 2. 64 和 3. 29 töhm 2 [5 ]。美国核桃

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是我国的 9 倍多。

1. 2　品　质

从同一品种果实内在品质比较, 两国不相上下。

但从商品一致性比较, 我国与美国的差距较大。美国

核桃全部用优良品种无性繁殖, 园艺化栽培管理, 果

实大小、形状、色泽、出仁难易等商品一致性高; 而我

国过去 (除泡核桃外)主要采用种子实生繁殖, 零星栽

植, 管理粗放。生产的果实大小、形状不一, 果实绵夹

相混, 商品性很差。近 10 年来, 虽在发展中强调采用

优良品种无性繁殖, 但还未形成规模。

1. 3　出口量

我国曾是世界上核桃出口量最多的国家。20 世

纪 60 年 代, 我 国 核 桃 出 口 量 占 世 界 市 场 的

40%～ 50% , 之后, 出口量逐年下降, 到 70 年代, 我国

核桃出口量仅占世界核桃出口量的 20%～ 30% , 至

90 年代, 占国际市场份额更低[6 ]。与此同时, 美国不

断改良品种, 改进栽培技术, 核桃产量和质量显著提

高, 一跃成为核桃出口大国, 1996 年出口核桃 5. 8 万

t, 占当年世界出口量的 60% , 为美国当年生产量的

31% ; 1999 年国外市场销售量 9. 4 万 t, 是生产量的

36. 8% [5 ]。由于商品性高, 美国核桃出口单价比我国

核桃高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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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核桃生产经营特点

2. 1　优生区发展, 规模化栽培

　　美国十分重视核桃的优生区发展, 加州是全美唯

一的核桃生产州。在加州, 核桃主产地集中在温度适

宜、土壤肥沃、立地条件更好的萨克拉门托河流域河

谷地带。已形成了有名的圣华金 (San joaqu in)和萨克

拉门托 (Sacram en to)核桃产区, 面积占全加州核桃栽

培面积的 90% 以上, 现在是美国优质核桃生产加工

出口基地[7 ]。

美国核桃生产的最小单元是农场, 经营面积一般

100 hm 2 左右, 有的达到 1 800 hm 2。

2. 2　品种良种化, 栽培有机化

美国从 1915 年就开始采用品种嫁接苗建立生产

园, 所用品种均具有符合市场要求的优良性状[8 ]。为

了满足市场要求, 品种去劣换优, 形成主栽品种。现主

栽品种有哈特利 (H art ley)、强特勒 (Chandler)、希尔

(Serr)、维纳 (V ina) 等 4 个, 同时注重新品种的推广

应用, 如 T u lare 和How ard 的面积正在增加。

在栽培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 采用有机栽培方

法, 生产绿色果品。核桃园全部实行生草制; 生物防治

病虫害, 使用的农药必须是经政府有关部门许可的无

公害农药; 施肥以有机肥为主, 基本不施化肥。

2. 3　科学管理, 机械化作业

根据品种特性和栽培方式确定合理的栽植密度。

依据营养诊断结果, 指导施肥时期、施肥量。核桃园全

部采用节水灌溉——滴灌, 有利于提高产量, 改善品

质, 生产优质商品果。

从施肥、刈草、喷药到采收、漂洗、烘干、取仁等作

业, 全部实现机械化, 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损

失, 降低成本, 增加经营效益。

2. 4　加工、销售专业化

美国核桃加工、销售几乎都由专业公司完成。钻

石公司将美国核桃冠以商品名“钻石核桃”, 并登记注

册, 完全商业化操作, 使美国核桃成为世界名品。其核

桃销售量占全美的 95% 以上。公司负责核桃市场调

研、开发, 及时修改制定合乎市场要求的更严格的商

品果标准, 改良包装物大小等。收集核桃生产国情报,

为政府决策、制定措施提供依据。

3　我国核桃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3. 1　品种化程度低, 商品一致性差

　　历史上, 由于北方核桃嫁接繁殖难, 人们只能以

实生繁殖方式发展核桃。虽然目前核桃嫁接问题已得

到彻底解决, 同时育成一批生产力高的优良品种, 但

优良品种所占比例很小, 生产中仍然是过去实生繁殖

的个体, 产量低, 商品一致性差, 效益不高。

3. 2　栽植立地差, 管理粗放

缺乏对核桃商品生产发展的认识, 忽视树种对立

地的选择, 盲目栽植。目前, 沟洼陡坡地零星分散核桃

树比率过大, 致使无法人工管理, 病虫害蔓延, 收成难

以保证, 更谈不上商品果生产。

重栽树, 轻管理。在许多地区将核桃用林木生产

方式管理, 不施肥、不灌水、不修剪、不防治病虫害, 任

其自然生长, 收多收少全靠天。对立地条件较好, 按一

定株行距栽植的核桃园的管理, 也仅仅停留在管理间

作物时顺便予以照顾 (如施肥、土壤翻耕等) 的水平

上[9 ]。

3. 3　经营分散, 信息闭塞

我国核桃生产以农户为基本单位, 而且绝大多数

为兼营, 一户栽培面积很小。采后处理技术落后, 没有

脱皮、烘干、漂洗专用设备, 如遇不良天气, 还会产生

霉变, 造成损失, 果实商品质量难以保障。果农相互之

间基本不联系, 未形成应有的组织形式和以利益为纽

带的经济共同体, 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交流的渠道不

畅, 使生产处于较封闭的状态, 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

件下商品化大生产的要求。

4　我国核桃业应采取的对策

4. 1　加快优质核桃基地建设, 为产业化打好基础

国内外实践证明, 选择优生区建立优质农作物生

产基地, 是实现农作物商品跃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是

全面提升商品竞争力的有效措施。建立优质核桃商品

生产基地, 有利于提高我国核桃整体水平, 对我国核

桃栽培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由分散经营向规模经

营过渡有着重要意义[10 ]。我国地域辽阔, 气候多样,

有许多适宜建立优质核桃生产基地的区域。目前, 北

方一些省 (市) 已规划或正在实施自己的核桃生产基

地, 如陕西渭北优质核桃基地建设项目等。基地选择

要以生产高质量的绿色果品为原则, 优中选优, 确保

基地建立在优生区内。对基地要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

因地制宜, 选好品种。

发展基地要选择丰产性好, 坚果品质优良, 商品

竞争力强, 具有出口潜力和广阔市场前景的优良品

种。目前推广的品种主要有香玲、鲁光、中林 1 号、辽

核 1 号、陕核 1 号、西林 2 号、新早丰等国家级 16 个

早结实核桃品种和礼品 1 号、晋龙 1 号、晋龙 2 号、西

洛 1 号、西洛 2 号等晚结实品种[11 ]。为了生产商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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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坚果, 基地的主栽品种不宜过多, 一般选择 3

～ 5 个为宜。在地势平坦、土壤较肥沃的地区, 以发展

早实品种, 密植栽培为主; 立地条件较差的则以发展

晚实品种, 稀植栽培为主。

基地建设要求全部用成品良种嫁接苗建园。由于

我国北方核桃嫁接繁殖时间短, 良种苗木价格高且供

不应求, 个别地方为了完成数量, 采用实生苗或劣质

价低的嫁接苗建园, 给以后的生产埋下隐患。为了克

服这个问题, 一是要广泛宣传, 使广大果农在思想上

充分认识良种嫁接苗建园和规范化栽培是现代核桃

生产最基本的要求; 再是要建立标准化的良种采穗圃

和嫁接苗木繁育中心, 加快良种繁育速度。可用大树

高接、生长期摘心、压株等方法加快良种接穗的繁殖;

采用露地嫁接与室内嫁接相配套、夏季嫁接与春季嫁

接相结合、芽接枝接并用, 提高嫁接苗繁殖系数, 满足

生产需求。

基地采取集中连片建设, 分户承包管理, 各个栽

培环节统一实施, 保证各项管理技术措施规范到位。

政府要制定优惠激励政策, 鼓励农户营建优良品种核

桃园, 引导农民向产业化方向迈进。

近年来, 一些地方大力引进发展美国黑核桃, 试

图建立黑核桃商品生产基地。这是由于宣传上的误

导, 一味迎合一些人追求新、奇、特的心理, 过分夸大

果实价值, 而出现的不正常“热”。黑核桃确有材质优

良, 木材及制成品售价高的优点。但是, 生长缓慢, 生

产周期长, 在良好土壤立地条件下至少生长 40 年以

后才能利用[12 ]。美国黑核桃育种专家Keithe W oeste

博士认为, 黑核桃木材生长 100 年后价值最高。坚果

仁营养虽较丰富, 但果实坚硬, 内隔膜发达, 取仁极

难, 只能得到碎仁, 而且仁有怪味, 口感也较普通核桃

差。不过果壳可加工成果粉, 有一定的工业用途。因

此作者认为, 黑核桃只宜作为生态林和防护林及“四

旁”绿化树种发展, 以用材为主。若以果材两用为目

的, 建设黑核桃商品生产基地, 则很难取得预期的经

济效益。

4. 2　重点实施实生树改造, 提高老园生产力

选择立地条件好, 园貌比较整齐, 生长旺盛的实

生园, 用高接换头方法, 将其改造成为优良品种生产

园, 这是我国核桃改良工作必须进行的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工作。大树多头高接, 3 年即可恢复原树冠大小,

4 年产量超过原树产量, 经济效益成倍增长。在高接

过程中, 要注意主栽品种和授粉品种的搭配; 高接和

树形改造相结合, 培养合理的树体结构; 同时要配套

相应的土、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技术, 最大限度地

发挥生产潜力。

4. 3　开发名特优品种, 形成特色品牌

我国河北的石门核桃、山西的汾州核桃等, 曾经

是享誉中外、深受国际市场欢迎的名牌产品。但是, 由

于采用实生繁殖, 加之栽培条件差, 生产的果实商品

性难以达到当前市场要求, 其优势逐渐在消失。为了

恢复这些核桃在国际市场上的名牌地位, 要积极开展

优选工作, 用优选得到的品种建立商品生产基地。优

选的标准是: 丰产性好, 树冠垂直投影面积连续 3 年

平均产坚果 300 göm 2 或核仁 150 göm 2 以上。品质优

良, 坚果三径平均在 32 mm 以上, 单果重 9 g 以上,

外观光滑美观, 果壳厚度小于 1. 5 mm , 出仁率 50%

以上, 核仁饱满易取, 色浅, 涩味轻, 抗逆性强[13 ]。

我国核桃资源丰富, 存在着许多类型和特异性

状。若以某一特异性状进行开发, 便会有很大的市场

潜在经济价值。只要积极开展研究, 进行规模化开发

栽培, 市场运作宣传, 形成我国核桃名、特、优新的品

牌是完全有可能的。

4. 4　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

加强与发达国家核桃研究、生产、经营、管理机构

的交流, 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 引进优良栽培技

术。重点培养一批经营管理人才, 建立试验示范区, 逐

步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 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优

质核桃生产、栽培、经营体系[14 ]。

4. 5　加大投资力度, 实施产业化发展

政府应加大投资的力度, 这是提高核桃生产水平

的根本措施。应加大以下 3 个方面的投资: 一是加大

科研投资, 为生产上不断研制开发符合市场要求的新

品种和新技术, 及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新问题。二是

加大示范基地的投资, 以最新品种和技术成果为核

心, 建立试验示范基地, 将示范基地作为展示科研成

果的平台, 培训果农, 提高经营者素质, 加速科研成果

转化。三是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主要是改善生产

条件 (机械、灌溉等) 和加工处理设备 (漂洗、烘干、取

仁等) , 以创造良好生产环境, 提高劳动效率和经济效

益[15, 16 ]。

现阶段我国核桃小而分散的生产格局, 不能适应

大市场需要, 也难以经受市场竞争的风浪。只有实施

产业化开发, 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 才能从根

本上提高综合竞争力。核桃产业化应以建设商品生产

基地为基础, 以生产优质果品, 实施名牌战略, 发挥品

牌效应, 开拓市场为核心[17 ]。重点扶植龙头企业, 把

农户组织起来, 使基地与市场紧密相连, 共同参与竞

争。企业采取公司+ 农户模式 (订单农业) , 公司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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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收购农户生产的果品, 负责加工、市场开发和销

售, 及时向农户反馈市场信息。农户按照合同, 生产符

合标准的产品。同时, 建立各级核桃生产协会组织, 由

企业、农户自愿参加, 协会按照一定的章程运作。以核

桃生产协会为基础, 形成技术普及和信息传递网络体

系。

目前, 我国人均核桃占有量和实际消费量均远远

低于发达国家, 国内市场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在逐步

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开拓国际

市场时应发挥我国的地域优势, 把目标先定位在与我

国邻近的日本和东南亚诸国, 再进一步扩大至欧洲市

场。并发挥我国核桃种仁饱满, 仁色浅亮的品质优势,

更能加大竞争力度。只要采取上述对策, 改进栽培管

理措施, 在入世后的今天, 核桃业将由劣势变为优势,

把挑战变成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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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 betw een Ch ina and the U n ited Sta tes in w alnu t
indu st ry and Ch inaπs st ra teg ies

M E IL i-x in , GUO Chun -hui,L IU l in -q iang
(Colleg e of H orticu ltu re,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ere are obviou s gap s betw een Ch ina and the U n ited Sta tes in yield, quality and expo rt
amoun t of w alnu t a t p resen t. T he low rate of good variet ies, sm all sca le and decen tra lized opera t ion, ex ten2
sive m anagem en t, ou tdated p rocessing techn iques, detachm en t of p roduct ion, p rocessing and sales are the

m ain reason s, so the developm en t st ra teg ies are: To take advan tage of Ch inaθs natu ra l resou rces, focu s on

bu ild ing som e good quality w alnu t bases, imp rove the o ld w alnu t o rchard, develop famou s, specia l and good
b rands in Ch ina; To take effo rt to in troduce advanced fo reign techn iques and m anagem en t system s; To in2
pu t mo re funds, st rengthen research and imp rove p roduct ion facilit ies and quality of m anagem en t person2
nel; To fo ster key en terp rise so as to compete in the m arket, rea lize the indu stria liza t ion of w alnu t, tap the

po ten t ia l of locat ion, expand the m arket a t hom e and ab road etc.

Key words: Ch ina; the U n ited Sta tes; w alnu t indu 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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