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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植物的保健功能进行总结，提出人居环境绿化适宜的优良保健植物及其典型群落

的配置模式。选择１０种抑菌能力强的树种，配置３种抑菌保健型的植物群落；选择３０种释放活性素能力强的树
种，配置３种活性保健型的植物群落；选择１５种释放负氧离子水平高的树种，配置３种释氧保健型的植物群落；选
择１０种降噪效果好的树种，配置３种降噪保健型的植物群落；选择１５种滞尘能力强的常绿树种，配置３种滞尘保
健型的植物群落；选择１０种吸收废气能力强的树种，配置３种环保保健型的植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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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重工业、农业、交通、建筑、餐饮等行业的
各种污染源不断涌现，对人居环境及人体健康造成

极大危害。而城乡绿化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科

学配置的植物群落对人体具有保健功能［２－６］。许多

学者对植物的保健功能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但在

保健植物群落模式配置方面的应用研究还比较少。

文章通过阅读前人大量研究成果，对植物的保健功

能进行总结。从中选择１０种抑菌能力强的树种，配
置３种典型抑菌保健型的植物群落；选择３０种释放
活性素能力强的树种，配置３种典型活性保健型的

植物群落；选择１５种释放负氧离子水平高的树种，
配置３种典型释氧保健型的植物群落；选择１０种降
噪效果好的树种，配置３种典型降噪保健型的植物
群落；选择１５种滞尘能力强的常绿树种，配置３种
典型滞尘保健型的植物群落；选择１０种吸收废气能
力强的树种，配置３种典型环保保健型的植物群落，
为城乡人居环境绿化的植物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１　植物保健功能的概念
目前，“保健植物”、“保健树种”、“保健型园



林”、“保健型植物群落”、“植物的保健功能”等广为

大众关注。经过分析总结，植物给人生理带来的保

健功能可分为６类。
第１类植物抑菌保健功能：有些植物能分泌杀

菌素、抗生素等化学物质，抑制和杀死病毒、细菌、空

气微生物等而使人减少致病菌危害的作用，称为植

物抑菌保健功能。

第２类植物活性保健功能：大多数活体植物能
释放对人体有益的挥发物等生物活性物质如植物精

气、芳香挥发物。这些挥发物通过人的呼吸被人体

吸收，能够防御人体的某些疾病，增强人体免疫功

能，使人神清气爽，从而达到防治疾病、强身健体的

目的，故称为植物活性保健功能（植物释放保健素

保健功能）。其中包括调节精神保健功能、保护心

血管保健功能等。

第３类植物释氧保健功能：植物释放较多的负
氧离子，人体呼吸充分的负氧离子能改善人体心肺

功能、心肌功能，利于睡眠，促进新陈代谢，增加肌体

的抗病能力等，称为植物释氧保健功能。

第４类植物降噪保健功能：据研究，植物能够降
低和隔离噪音，使人免受噪音引起的心烦意乱、难

眠、思维混乱等危害的功能，称为植物降噪保健

功能。

第５类植物滞尘保健功能：植物具吸滞尘埃、空
气颗粒物（如 ＰＭ２．５）、净化空气的作用，为人类遮
挡灰尘，减少人类因呼吸尘埃而遭受呼吸道等疾病

的侵害，称为植物滞尘保健功能。

第６类植物环保保健功能：植物能吸收废气而
使人们少吸废气、多吸新鲜空气、减少呼吸废气污染

至病的几率，称为植物环保保健功能，如科学配置的

行道树能够吸收大量的汽车尾气，减少尾气对行人

的侵害。

２　植物保健型群落配置原则
笔者认为应该遵循以下４点原则：
（１）保健树选择原则：不同树种之间的保健功

能差异巨大，绿地中保健功能强的树种较多，可大大

提升其保健效应。因此在营造人居环境时应多选一

些如樟科、松科、柏科、冬青科、木兰科等保健功能强

的树种。

（２）常绿树优先原则：因植物的保健功能主要
是通过叶片来实现的，没有绿叶，光靠枝干，其保健

功能要小得多。落叶树由于冬季落叶，其保健功能

会在冬季减弱、甚至消失。故笔者认为，常绿裸子植

物松柏类及一些常绿阔叶树种如香樟、冬青、石楠、

深山含笑等四季常绿，应优先选择，在绿地植物配置

中适当提高常绿树种的比例，可有效增强绿地对居

民的保健作用，对秋冬季环境空气质量的改善有重

要作用。

（３）适生树选择原则：国内外学者对保健树种、
保健植物群落、森林的保健功能做了大量研究，得出

了许多优良的保健树种，但基于此次研究的实施地

点处于江苏，故必须选择适合江苏地区生长的保健

树种。

（４）乔灌草复层原则：研究表明，利用各类保健
树种组成的乔灌草复层群落更有利于降低噪音、滞

纳尘埃，释放更多的保健挥发物，更有利于杀灭群落

周边的细菌和吸收更多的废气。苏树权对不同种植

方式下的空气负离子浓度监测得出，乔灌草混合林

＞乔灌混合林＞单层乔木＞乔草混合＞灌草混合＞
单层灌木＞单层草被［１］。所以，保健群落的配置必

须遵循乔灌草复层原则，增大植物保健物质释放的

立体空间。

３　保健植物选择及群落配置
３．１　抑菌保健功能植物选择及其群落配置

据研究表明，侧柏、雪松、香樟、桂花、合欢、水杉

林群落对细菌有明显的抑菌效果；侧柏、乳源木莲、

雪松、香樟、龙柏、广玉兰、枇杷、水杉、银杏、栾树、琼

花等树种叶的提取挥发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

杆菌的抑菌活性强［２－３］。秃杉 ＋松阔、阔瓣含笑 ＋
杂阔、乳源木莲＋杂阔、香樟＋杂阔、香樟＋松阔、深
山含笑 ＋杂阔、乐昌含笑 ＋杂阔群落抑菌效果较
好［４］。小乔木层为桂花、石楠，灌木层为山茶、海

桐，地被层为金边黄杨群落（其中桂花１４株）的抑
菌率达到６３．２４％［５］。根据以上研究，选择了１０种
适合示范地南京市溧水区生长、且抑菌能力强的常

绿树种，分别为雪松、侧柏、龙柏、香樟、广玉兰、枇

杷、桂花、深山含笑、阔瓣含笑和乳源木莲。

利用上述１０种优良抑菌树种，结合南京地区北
亚热带的地域特点，在项目示范地设计提出３种典
型抑菌保健型的植物群落，采用散植等形式形成乔

灌草复层模式。模式１（松柏类树种群落）：侧柏 ×
雪松×龙柏＋桂花＋麦冬（见图１）；模式２（常用园
林树种群落）：广玉兰 ×香樟 ＋桂花 ×枇杷 ×石楠
＋狗牙根（见图２）；模式３（木兰科树种群落）：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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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笑×阔瓣含笑×乳源木莲＋石楠×紫薇＋狗牙根
（见图３）。

图１　松柏类树种群落配置

图２　常用园林树种群落配置

图３　木兰科树种群落配置

３．２　活性保健功能植物选择及其群落配置
李晓储等［６］通过对植物挥发油进行抗肺癌细胞

试验，发现１００ｍｇ／ｍＬ侧柏挥发油对肺癌细胞 ＮＣＩ
Ｈ４６０抑制率高达９７％；刺柏、圆柏、龙柏、日本扁柏和
绒柏等５种柏树叶挥发油对肺癌细胞ＮＣＩＨ４６０的抑
制率分别为 ３６９３％，７８４％，７３７７％，８１２２％和
５６５３％；深山含笑、金叶含笑、乐昌含笑、阔瓣含笑的
叶挥发油对肺癌细胞 ＮＣＩＨ４６０的抑制率分别为
４８２８％，８７８４％，５７８０％，９９２７％。

张庆费等［７］采用活体植物采气法对上海常见

４７种绿化植物气体挥发物进行测试。得出的结论
有：供试树种调节精神保健药成分相对含量排名前

１０位的为水杉、雪松、香樟、龙柏、罗汉松、紫薇、扶
芳藤、海桐、常春藤、香石竹；供试树种心血管保健药

成分相对含量排名前１４位的为桃树、银杏、瓜子黄
杨、鸡爪槭、无患子、夹竹桃、垂柳、月季、白玉兰、狭

叶十大功劳、臭椿、意大利杨、常春藤、杜鹃。

根据已有的研究，通过综合评优法选择３０种适
合南京地区生长、且释放保健挥发物能力强的树种，

调节精神保健药成分相对含量排名前１０位的树种
为水杉、雪松、香樟、龙柏、罗汉松、紫薇、海桐、常春

藤、香石竹、桂花；心血管保健药成分相对含量排名

前１０位树种为桃树、银杏、鸡爪槭、无患子、夹竹桃、
月季、白玉兰、狭叶十大功劳、臭椿、杜鹃。抗肺癌细

胞的树种前１０种为侧柏、刺柏、圆柏、龙柏、日本扁
柏、绒柏、深山含笑、乐昌含笑、金叶含笑、阔瓣含笑。

利用上述释放保健挥发物能力强的部分树种，

结合实际情况，设计提出３种活性保健型的植物群
落，采用散植等形式形成乔灌草复层模式。模式１：
臭椿×香樟×白玉兰＋桂花×紫薇×鸡爪槭＋狗牙
根（见图４）；模式２：无患子 ＋深山含笑 ×乐昌含笑
＋银杏＋乳源木莲 ×白玉兰 ＋桂花 ＋狗牙根（见图
５）；模式３：罗汉松×香樟＋桂花×海桐 ×鸡爪槭 ＋
狗牙根（见图６）。

图４　活性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一

３．３　释氧保健功能植物选择及其群落配置
吴楚材等对湖南衡山南岳树木园分类区１８个

树种纯林空气负离子水平测定，结果得出：针叶林

中，红豆杉１７１９个／ｃｍ３、福建柏１８３８个／ｃｍ３、杉木
１５２１个／ｃｍ３、柳杉９８８个／ｃｍ３、秃杉１７２１个／ｃｍ３、
水杉 １３５８个／ｃｍ３、罗汉松１４０２个／ｃｍ３、马尾松
１５０７个／ｃｍ３；阔叶林中，枫香树１２４０个／ｃｍ３、阿丁

８２ 江　苏　林　业　科　技 第４２卷



图５　活性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二

图６　活性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三

枫１０２６个／ｃｍ３、锥栗 ９５６个／ｃｍ３、景裂白兰 ９４５
个／ｃｍ３、深山含笑１３９１个／ｃｍ３、中国鹅掌楸１１３４
个／ｃｍ３、观光木 １３３４个／ｃｍ３、白辛树 １２２５个／
ｃｍ３、沉水樟１３１６个／ｃｍ３、檫木１０４０个／ｃｍ３［８］。

吴际友等对８种园林树种周围空气负离子水平
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其浓度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沉

水樟（１４９１个／ｃｍ３）、罗汉松（１４５３个／ｃｍ３）、乐东拟
单性木兰（１４２０个／ｃｍ３）、木莲（１３９７个／ｃｍ３）、南方
木莲（１３４２个／ｃｍ３）、金叶含笑（１３１８个／ｃｍ３）、乐昌
含笑（１２１９个／ｃｍ３）、中国鹅掌楸（１１０６个／ｃｍ３）［９］。

储德裕等用 ＩＴＣ２０１Ａ空气负离子浓度测试仪
测得，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姥山林场

杨梅和柏木群落的环境空气负离子含量分别达到了

１８８９，１３０５个／ｃｍ３［１０］。
石彦军等对浙江省临安市６种植物群落距地面

１５ｍ处的空气负离子浓度进行了研究。结果显
示，在夏季９：００到 １１：００之间，雷竹群落、杉木群
落、马尾松群落、无患子－广玉兰混交群落内空气负
离子浓度均高于１０００个／ｃｍ３，而紫薇群落和马尼
拉群落均达不到７００个／ｃｍ３［１１］。

陶宝先等对南京地区４种林分进行研究，测得
其空气负离子含量年均值由高到低为马尾松１３８７

个／ｃｍ３、杉木１２３４个／ｃｍ３、毛竹 １１９８个／ｃｍ３、麻
栎１１５７个／ｃｍ３［１２］。

经医学家研究发现，空气负离子浓度达到７００
个／ｃｍ３以上才有益于人体健康，浓度达到１万个／
ｃｍ３以上才能治病［１３］。

通过以上研究，综合各个纯林树种的优点和地

方适应性，选择的１５种适宜南京地区生长且释放空
气负离子水平高的树种为水杉、罗汉松、马尾松、枫

香树、深山含笑、中国鹅掌楸、杨树、无患子、广玉兰、

杨梅、杉木、柏木、乐昌含笑、乐东拟单性木兰、金叶

含笑。利用上述释放空气负离子水平高的部分树

种，结合立地条件，设计提出３种释氧保健型的植物
群落，采用散植等形式形成乔灌复层模式。模式１：
广玉兰×马尾松＋杨梅（见图７）；模式２：马褂木 ×
榉树＋杨梅（见图８）；模式３：香樟 ×枫香树 ×榉树

图７　释氧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一

图８　释氧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二

＋杨梅（见图９）。
３．４　降噪保健功能植物选择及群落配置［１４］

根据作者测试，降噪效果好的１０个树种有珊瑚
树、夹竹桃、海桐、蚊母、多杆桂花、石楠、红花

"

木、

龙柏、雪松和孝顺竹［１４］。

利用上述降噪效果优良的部分树种，结合实际

情况，设计提出３种降噪保健型的植物群落，采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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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释氧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三

植等形式形成乔灌草复层模式。模式１：香樟 ＋珊
瑚树＋小叶女贞球 ＋马尼拉（见图１０）；模式２：广
玉兰＋珊瑚树 ＋石楠 ＋麦冬（见图１１）；模式３：广
玉兰＋桂花 ＋红花

"

木 ＋马尼拉（见图１２）。群落
长度必须根据阻隔噪音的目标范围来定，宽度必须

大于林带阻隔噪音的临界宽度［１５］，成林后透光空隙

率必须小于５％。

图１０　降噪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一

图１１　降噪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二

３．５　滞尘保健功能植物选择及群落配置
程政红等对岳阳市２５种绿化树种滞尘效应研

究，经综合分析，滞尘效果较好的树种有雪松、千头

柏、圆柏、石楠、罗汉松、红花
"

木、广玉兰、女贞、棕

图１２　　降噪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三

榈、春鹃、香樟、珊瑚树、红叶李、马褂木等［１６］。

郑蕾对芜湖市２Ｏ种主要绿化树种滞尘能力进
行测定，单位面积滞尘量超过１ｇ／ｍ２由高到低的顺
序为法国冬青＞大叶黄杨＞红花

"

木＞海桐＞小叶
黄杨＞八角金盘＞女贞＞广玉兰＞香樟＞紫叶李＞
紫薇＞红叶石楠＞夹竹桃，桂花、椤木石楠、银杏、鸡
爪槭、三角枫、垂柳、合欢均小于１ｇ／ｍ２［１７］。

朱凤荣等对２０种园林绿化树木滞尘量测试，结
果显示，单位面积滞尘量由大到小的顺序为枇杷 ＞
小叶黄杨＞臭椿＞悬铃木＞国槐＞毛白杨＞紫叶李
＞银杏＞大叶黄杨＞构树＞火棘＞栾树＞椤木石楠
＞紫薇＞大叶女贞 ＞垂柳（０１ｍｇ／ｃｍ２）＞紫叶小
檗＞紫荆＞合欢＞白蜡［１８］。

通过综合分析各个树种的优点和地方适应性，

选择１５种适宜苏南地区生长且滞尘能力较强的常
绿树种为枇杷、雪松、千头柏、广玉兰、女贞、香樟、棕

榈、小叶女贞、珊瑚树、大叶黄杨、红花
"

木、海桐、小

叶黄杨、火棘、红叶石楠。

利用上述滞尘能力较强的部分常绿树种，结合

立地条件，设计提出３种滞尘保健型的植物群落，采
用列植等形式形成乔灌草复层模式。模式１：女贞
＋枇杷×红花

"

木 ＋狗牙根（见图１３）；模式２：广
玉兰×雪松＋海桐 ＋马尼拉（见图１４）；模式３：香
樟×珊瑚树＋石楠＋棕榈（见图１５）。
３．６　环保保健功能植物选择及群落配置

陈卓梅等［１９］采用人工熏气法，对浙江省４２种
园林绿化植物对ＳＯ２的吸收能力进行了研究。结果
显示，４２种园林绿化植物对 ＳＯ２的吸收能力排名前
１３位的树种是杨梅、无患子、

#

木、乳源木莲、珊瑚

朴、红翅槭、香樟、红叶小檗、黑壳楠、国槐、红花
"

木、浙江樟、山茶。

陈卓梅等［２０］采用人工熏气法，对浙江省３８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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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滞尘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一

图１４　滞尘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二

图１５　滞尘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三

林绿化植物对ＨＦ气体的吸收能力进行了研究。结
果显示，吸收能力排名前１３位的植物依次是大叶榉、
马尼拉、

#

木、狭叶四照花、常春藤、无患子、香樟、天

师栗、红花木莲、麦冬、瓜子黄杨、火棘、乐昌含笑。

根据以上学者的研究，通过综合评优法，选择

１０种适合江苏地区生长，且吸收废气能力强的树
种，它们是无患子、乳源木莲、香樟、国槐、大叶榉、乐

昌含笑、
#

木、杨梅、红花
"

木、山茶。值得说明的

是，植物吸收废气的能力和抵抗废气的能力是２个
不同的概念，植物环保保健功能主要是指植物吸收

废气的能力而不是抵抗废气的能力，只有通过植物

把废气吸走，人才能免受废气之害。

综合以上树种的优点，设计提出３种环保保健
型的植物群落［１９］，采用列植、散植或群植等形式形

成乔灌草复层模式。模式１：大叶榉 ×香樟 ＋桂花
×海桐＋马尼拉（见图１６）；模式２：无患子 ×

#

木

＋杨梅＋马尼拉（见图１７）；模式３：
#

木 ＋乐昌含
笑×乳源木莲＋火棘＋麦冬（见图１８）。

图１６　环保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一

图１７　环保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二

图１８　环保保健型植物群落模式三

４　保健植物群落适用的地点
抑菌保健型群落适用的主要地点为社区居住户

外环境、医疗卫生环境、城市中心绿地各休闲广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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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密集、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

活性保健型群落适用的主要地点为社区居住户

外环境、公共休闲绿地、医疗康复户外环境、户外运

动体育场所、学校的室外活动环境等。场地里同时

配置石凳、廊架、凉亭、游步道等休闲设施，便于年老

体弱者休息养身。其特点为组成树种的精神调节保

健药成分和心血管保健药成分相对含量较高，对场

地里的活动者起到一定的休闲保健作用。由于植物

的挥发物在室外易挥发，因此，该群落配置应防止挥

发物快速发散，必须通过地形、建筑物及植物的围合

才能维持一定的浓度。同时应考虑保健植物飘香季

节的当地主要风向，应将保健植物布置在利用人群

的上风向［２１］。

释氧保健型群落适用的主要地点为社区居住户

外环境、公共休闲绿地、医疗康复户外环境、户外运

动体育场所、学校的室外活动环境等人群活动较密

集的场地。

降噪保健型群落适用的主要地点为公路、铁路

等道路环境、露天停车场周边环境、社区居住户外环

境、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工作外环境（包括行政

办公区、研究机构、学校、幼儿园、医院等）。如构建

医院和行车主干道之间的防护林带、学校和行车主

干道之间的防护林带、工厂和行车主干道之间的防

护林带、办公区和行车主干道之间的防护林带、居住

区和行车主干道之间的防护林带、公共休闲绿地和

行车主干道之间的防护林带。

滞尘保健型群落适用的主要地点为公路、铁路

等道路环境、露天停车场周边环境、社区居住户外环

境、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工作外环境（包括行政

办公区、研究机构、学校、幼儿园、医院等）。

环保保健型群落适用的主要地点为公路、铁路

等道路环境、露天停车场周边环境、加油站附近、加

气站附近、垃圾中转站周边、废品处理场周边、公共

厕所周边等废气比较集中的地段。如在公路、化工

厂和居住区之间建设株行距较密的的防护林带宽

２０～３０ｍ，可对汽车尾气、化工厂的废气有较好的阻
隔和防止作用。居住区里行道树选择吸收废气强的

树种，以减轻居住区里日益增多的汽车尾气量。

５　结　语
综合分析前人研究的植物不同保健功能，结合

南京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北亚热带气候的地域特

点、植物引种地点的生长环境，作者设计提出了本文

人居环境绿化适宜的优良保健植物及其群落配置

模式。

在配置保健性植物群落时，往往并不局限于上

述单个的保健功能群落，而是多种功能混合的群落。

所以需要用不同功能的树种进行混合配置，并且同

一种植物往往在多个功能方面都表现出色，如香樟、

广玉兰等。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们对身体保健

日益重视的当今，如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配置具

有多种功能集一体的多功能植物群落就更值得推广

运用，如某种植物群落既能够释放较多的保健挥发

物，又能够释放较多的空气负离子，既能够抑杀细

菌，又能够吸收废气。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要配置好优良的保健植物群落，还需要根据不

同功能需求，选择已有目标植物群落，进行大量的测

试比较，选择真正对人体身心健康有益的群落，以供

林业、园林工作者更好的配置绿化树种，这些均需继

续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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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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