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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椒经济与生态效益显著，云南省永善县气候、土壤条件适宜花椒生长，有较好的种植基础。通过对永善县

花椒林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实现永善县花椒林提质增效的对策：基地发展集约化，投资渠道多元

化，品种改良助推良种化，科技支撑效益最大化，为永善县及相似地区花椒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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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椒树是集经济与生态效益于一体的绿色产业
植物，具有结果早、见效快、经济效益高的特点，是永

善县金沙江沿岸１６２．８ｋｍ干热河谷区绿化造林的
“先锋”植物，对绿化美化环境、治理水土流失，具有

重要作用。永善县金沙江干热河谷区特殊的气候、

土壤条件较适宜花椒树的生长，其花椒种植具有一

定规模，已发展成为繁荣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

的主导产业。但椒农长期以来形成了“靠天收椒”

的思想，对花椒林管理粗放，导致花椒树长势弱，抗

逆性差，单位面积产量低，病虫危害严重，低质低效

花椒林比重较大。因此，探索花椒低质低效林综合

改造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已成为永善县花椒产

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１　花椒林建设现状
１．１　花椒林种植现状

永善县受金沙江水系的切割，境内河谷纵深，立

体气候明显，形成了独特的金沙江边干热河谷气侯

带，年日照１１７２．８ｈ，年降水量５８０～１０００ｍｍ，年
平均气温１７．４℃，最高海拔高度３１９９．５ｍ，最低海
拔高度３４０ｍ，花椒种植主要分布于４００～１７００ｍ
区域。全县适宜种植花椒的土地面积为 ２３０００
ｈｍ２，分布于 １３个乡镇 ９９个村。现已种植花椒
１８４５２ｈｍ２，种植经营农户５万余户，占全县总户数
的４４．３％，占全县农业人口的５０．１％。可见，永善
县适宜种植花椒的土地面积已趋饱和，培植发展空

间不大，单位面积产量低，因而提质增效潜力大。

１．２　花椒林结构现状
据调查统计，在永善县现有的１８４５２ｈｍ２花椒

林中，幼龄期（２～３ａ）占２４．１％，结果初期（４～７ａ）
占１４．５％，结果盛期（８～２５ａ）占 ５０．６％，衰老期
（２５ａ以上）占１０．８％。

幼龄期和结果初期的花椒林占３８．６％，是永善
县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加快“特色经济林”

建设步伐的成果；结果盛期的花椒林占５０．６％，是
永善县紧紧抓住林业“生态工程”、“以工代赈”、“林

业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而创造的业绩。

２　花椒林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经营管理体制落后

在营林生产建设中，仍然执行过去计划经济时

期的经营管理模式，即各级政府通过下达年度造林

任务后，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施工作业设计、造林、检

查、验收，然后交给林农管理经营。除生态林外，经

济林等严重缺乏后续费用，导致花椒经济林建设经

营管理环节中最重要的实用新技术的研究、引进、示

范、推广等十分落后，多数林农只能采用过去传统的

粗放经营模式进行管理，这就严重制约了花椒林的

优质发展。

２．２　选种育种工作滞后，良种使用率低
永善县在花椒林建设中，花椒苗木的培育主要

依靠农户自己进行，多数情况是有种就采，见种就

收，有苗就用，即使在验收苗木时只简单地考虑苗木

的粗度、高度和根系，没有（事实上也无法）对苗木

真伪和品种优劣做鉴定；种源控制不好，这对栽植后



苗木成活率、生长势、产量和品质等都无保障。近年

来，永善县虽然在花椒树的优树选择、采穗圃建设、

良种选育３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对优树没有很
好的利用，采穗圃建设规模小，后续管理差，未建立

优良种子园，良种使用率低。

２．３　造林资金投入不足，水利基础设施薄弱
当前，花椒经济林建设，虽已列入云南省的“特

色经济林”发展范围，并制定了“滇东北花椒产业

带”发展规划，但造林补助很低（省级投入４５０元／
ｈｍ２），与实际造林成本相差太大（实际承包造林为
３９００～４５００元／ｈｍ２）。在市、县级财政极度困难
的情况下，很难实现花椒经济林规模化、高标准的发

展。种植越多，地方财政压力越大；种植规模越大，

造林质量越无法保障；造林质量不高，加之管理粗

放，椒树长势不好，结果少产量低，品质不佳，效益不

显著。如此循环，势必挫伤地方和林农的积极性。

花椒虽具耐旱特性，适宜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种

植，但在过度缺水干旱情况下长势弱、产量低。永善县

大部分花椒种植区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段，由于水

利基础设施薄弱，花椒产区严重缺水，椒树只能靠自然

环境生长。遇到干旱时（主要是春季和初夏），不少地

方的花椒树发芽、开花、抽梢时间比正常年推迟２０～３０
ｄ。春末夏初的干旱，会严重影响花椒当年的开花和坐
果率。遇到严重干旱时，无法人工浇灌，椒树枯萎甚至

死亡现象突出。如２０１０年，由于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
椒林死亡面积达１０００ｈｍ２。
２．４　科技意识淡薄，田间管理粗放

在椒林的培植经营中，先进实用的种植管理技

术未能在广大椒农中普及，群众重植轻管，采用过去

传统的粗放经营模式，造成椒林产量和品质不高。

如用劣质苗和带病虫苗造林、过度密植、套种高秆作

物、不合理的浇水和施肥等现象突出，导致病虫危害

严重，椒林长势差，产量低。

３　花椒林提质增效对策
花椒林提质增效，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

需要动员各方力量，采取切实有效的综合措施，才能

见成效。

３．１　实现基地化、集约化、标准化管理
花椒产业发展，首要的是建立优质商品椒林基

地，实行规模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种植，走集约化经

营的发展道路，按规划有计划地完成花椒优质原料

林基地建设任务，才能使花椒产品加工成为“有源

之水”。目前，永善县花椒林建设规模已达１８４５２
ｈｍ２，约占适宜规划种植面积的７０％，余下适宜种植
区域地理条件相对较差，属于“啃硬骨头”地带，需

要“用真功夫，花大力气”种植和管理；现已成林的

花椒，由于受种源没控制好、经营管理粗放、病虫危

害严重、水利配套设施缺乏等原因的影响，树势不

好，挂果产量低，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经济效

益。因此，无论从现实和长远来看，从经济规律、市

场竞争力来看，从资源强县到经济强县来看，还是从

增加椒农经济收入来看，都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全力

推动，各部门联动，群众积极行动，使花椒基地林建

设走集约化经营发展道路。

３．２　品种改良助推良种化
林木良种是林木优良遗传基因的载体，是决定

林木生长快慢、产量高低、品质优劣的内在因素，是

林业建设效果的关键。花椒特色经济林基地建设，

在选择花椒品种时，既要考虑到适应性和抗逆性，更

要考虑到丰产性和优质性。品种改良是实现良种化

的有效途径［１］。永善县在花椒品种改良上做了一

些探索：第１，培育出了“永青１号”品种，并通过国
家认定为良种。笔者调查了解，“永青１号”最初是
从永善县莲峰镇的狮田村花椒林里长势和结果最好

的椒树上采集种子，播种培育成家系，然后在最优家

系中选择最优单株，如此反复多次进行这样的配合

式选择而成。‘永青１号’虽长势好，产量高，但仅
适合永善县的二半山即海拔１０００～１６００ｍ地区种
植，种植区域有一定局限性。第２，利用野生花椒作
砧木，从现有种植的花椒林群体中选择优良单株，并

从被选出的优良单株上采集穗条，通过嫁接（多采

用芽接和切接），进行无性繁殖，培育成无性系植

株。通过这种无性系选择培育出来的品种（苗木），

由于砧木野生花椒根系较发达，吸收水分和养分能

力强，生长快，长势好，适应性和抗逆性强，加之穗条

来自优良的无性系原株，遗传表现稳定，产量高，品

质好，培育时间短，见效快。最近几年，该品种（“金

江”）先后被引种到周边县区、昆明、贵州等地种植。

当前，永善县在花椒品种改良和良种推广上应

加快开展以下工作：一要加强野生花椒种质资源的

保护和收集，建立野生花椒种质园，集中采种育苗，

为培育嫁接苗提供砧木；二要全面、系统地开展花椒

优良单株选择，并从优良单株上采集穗条进行无性

繁殖，建立无性系采穗圃、种子园及采种基地和苗木

良种生产基地，确保花椒种源质量得到保障；三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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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花椒品种改良专业团队，负责花椒品种改良工作，

并邀请有关育种专家进行指导，加快推进永善县花

椒良种化进程；四要加强花椒苗木生产过程管理，加

强花椒苗木质量监督抽查和苗木使用环节的管理。

３．３　多方筹措资金，加强椒园基础设施建设
一要建立“政府引导，金融部门支持，农民投入，

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二要用足、用好林业现

有的各项扶持政策，如贷款贴息、种苗补助、造林补

助、林木良种补贴等多项扶持政策；三要充分利用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果，积极探索以林权证、经济林

果抵押贷款；四要对目标相同、用途相近的资金进行

整合，把林业、农业、水利、国土、扶贫等部门的涉林资

金有效整合起来，大幅度增加投入，尤其要把水利工

程建设与花椒基地建设配套实施，确保旱地保水含水

能力、浇灌能力，并据需要和可能，铺设浇灌系统（管

引、滴灌、喷灌），把国土改造项目与花椒基地建设配

套实施，加强劣质地改造，实施土壤改良；五要在资金

使用方向上拓宽用途，除加大花椒造林投入外，对花

椒低产林改造、新品种培育、新技术的研究推广、配套

设施建设、病虫害防治、科技培训等方面，都要有资金

作保障，形成“环环相扣、共同发力”的良好态势，助推

花椒林基地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

３．４　花椒提质增效的对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很抓科技措施的落

实，是实现花椒基地林建设效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１）提高认识，明确产业发展目标。长期以来，
部分干部群众受传统农业观念和计划经济的影响，

信息闭塞，观念落后，对发展花椒产业缺乏正确认

识，信心不足。为此，急需加大对县、乡、村各级干部

群众的宣传、引导和发动，切实将永善花椒品质优势

和市场前景宣传到村、到组、到户，让干部群众认清

花椒的市场需求、价格走向、开发潜力和品牌优势，

进一步提高发展花椒产业的认识水平，转变发展观

念，树立起“业主制农业承包经营观念，工业化市场

农业理念，规模化、规范化科技农业理念”，不断夯

实发展花椒产业的思想基础，确立花椒在永善农村

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优势产业地位，以花椒产业发展

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２）抓科技示范带动，加快示范基地建设。一
是选育花椒优良品种。加快花椒品种选育工作，不

断提高花椒产量、品质。二是推广实用科学技术。

培养一批热爱花椒产业、技术过硬的花椒科技人员

及较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围绕花椒优势特色产

业开发和主推品种及技术应用，开展科技入户活动，

加大科技示范服务平台，发挥以点带面、辐射带动的

作用，让现代农业科技和花椒技术走进千家万户椒

农。三是开展花椒丰产栽培科技示范基地建设。为

了有效地向广大农民广泛宣传花椒丰产栽培科技措

施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知识，引导他们由粗放经营

和重花椒产量转变为集约化经营，市、县政府通过项

目资金投入扶持的方式建设花椒丰产栽培科技示范

基地，严格按照农业标准化要求对花椒进行栽培、管

理和采摘，全面推广使用高效低碳低毒低残留的生

物农药，生产绿色花椒。提高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促进龙头企业和花椒科技示范基地协调发展。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花椒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农

村经济发展，林业技术人员要深入田间地头为种植

户传授育苗、抹芽、蔬果、施肥等一整套栽培技术，从

而不断提高椒农的技术素质和科学栽培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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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模式筛选［Ｊ］．林业科技开发，２０１４，２８（６）：９０９４．

［１５］祝遵凌，杜　丹，韩　笑，等７种阔叶植物群落降噪的临界达

标宽度［Ｊ］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２０１２，２５（３）：２２２５

［１６］程政红，吴际友，刘云国，等．岳阳市主要绿化树种滞尘效应研

究［Ｊ］．中国城市林业，２００４，２（２）：３７４０．

［１７］郑　蕾．芜湖市主要绿化树种滞尘能力的比较研究［Ｊ］．安徽

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２６（１）：３６４０．

［１８］朱凤荣，周君丽．二十种园林绿化树木滞尘量比较［Ｊ］．北方

园艺，２０１３（１２）：４８５０．

［１９］陈卓梅，李庆荣，杜国坚．浙江省４２种园林绿化植物对 ＳＯ２气

体的抗性及吸收能力研究［Ｊ］．浙江林业科技，２００７，２７（６）：

２９３２．

［２０］陈卓梅，杜国坚，缪宇明．浙江省３８种园林绿化植物对氟化氢

气体的抗性及吸收能力［Ｊ］．浙江林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２５（４）：

４７５４８０．

［２１］刘志强，屠苏莉，黄　勇．华东地区芳香植物及其园林应用

［Ｊ］．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程技术版，２００４，１７（１）：６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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