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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茱萸适宜气候条件与高产栽培技术
陈明彬１，刘天民２，刘哲１

（１商洛市气象局，陕西商州７２６０００；２商州区气象局，陕西商州７２６０００）
摘要：利用商洛气候资源分布特点和中药产业基地的栽培试验资料，在实地勘察，调查研究、统
计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山茱萸适宜生长的气候生态条件指标；提出山茱萸高产栽培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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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茱萸为山茱萸科，楝木属多年生植物，是
我国传统常用名贵中药材，也是商洛“地道中药
材”品种。山茱萸以果皮供药用，具有补益肝肾，
涩精固汗的功效。主治眩晕耳鸣、腰膝酸软、大
汗虚脱、内热消渴等。对自然环境要求较严，喜
温暖湿润、半向阳的气候环境，不耐寒旱。在海
拔９５０ｍ以下的缓坡、丘陵微酸性沙质棕壤土或
黄棕壤土栽植生长良好，进入盛果期年产干果肉
２３００～３０００ｋｇ燉ｈｍ２，收入达４６～６０万元燉
ｈｍ２。
山茱萸品种分布、生物学习性与土壤
１１品种分布

商洛山区目前栽培的山茱萸品种主要有石磙

枣、香蕉、园铃、珍珠红、小米枣、小园铃和笨
米枣等。主栽植品种分布：丘陵平坝区（海拔８００
ｍ以下）为石磙枣、香蕉、园铃、珍珠红；浅山
缓坡区（海拔１２００ｍ以下）为珍珠红、小米枣、
小园铃；浅山沟槽区（海拔１１００ｍ以上）为小米
枣、小园铃和笨米枣等。
１２生物学习性

山茱萸生态气候适应性较强，喜温暖、湿润、
半向阳的生态气候环境，尤其是花果期，气温较
高，座果好；进入成果期（８月下旬—９月）需要
较好的光照条件。在海拔６００～８００ｍ的浅山、丘
陵、平坝区种植生长快，投产早，寒害轻，产量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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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防治病虫害
黄连喜腐殖质土壤，腐殖质土易滋生病菌和

小虫类。５月发现白粉病，可用７０％甲基托布津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倍液喷灭；发现碳疽病可用１∶１∶
１００波尔多液喷灭；夏秋季易发白绢病，可用５０％
退菌特５００倍液喷灭。蛞蝓等害虫或小动物为害
时，可用蔬菜拌农药做成毒饵诱杀。
采收加工

黄连生长５ａ后产量最高，应于立冬前后、小
心挖起全株，抖掉泥沙，剪去须根和叶柄，晾干
水汽，放入专设炕房由６０ｏＣ逐渐降到３０ｏＣ，缓

慢烘干。取出置于大筛或竹筐内，趁热来回轻度
撞击，去净泥沙、叶柄和须根残余，形成优质干
黄连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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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茱萸为雌、雄异花植物，植株的生长从种
子出苗到开花结果，需１０～１５ａ，但初果期产量
极低；２０～５０ａ为盛果期，产量高，品质好；植
株结果时间可达１００ａ。花芽分化集中在前一年
４—６月。５月为花序花苞分化期；６—７月为小花
分化期，花蕾８月形成；翌年３月下旬进入花期，
先花后叶；４月中下旬幼果期。生理生长特点是开
花量大，座果率低；生理落果多集中在４月；整
个花果期不断发生落果。花蕾和花期遇严寒，则
严重减产，甚至无收成；花果期遇干旱，会造成
大量落果，降低产量和品质。异株授粉结果率高，
宜连片造林，花期放蜂传媒，提高授粉座果率。
１３土壤

山茱萸是浅根型植物，喜土层深厚，腐殖质
含量丰富，疏松，肥沃，湿润的微酸性沙质壤土，
根系分布多密集在５０ｃｍ左右的浅土层中，吸收
根群多在１３ｃｍ以上的土层中，为增强树势，生
产上必须培土，加厚根际土层。
山茱萸栽植适宜气候条件
２１温度

山茱萸是喜温暖、忌严寒的中药材品种，对
生态气候环境条件要求较严；年平均气温１３～１５
ｏＣ最为适宜；１月气温＞２５ｏＣ，树苗不会受到冻
害。以春播为主，气温＞１２ｏＣ，出苗较好。花期
（３月底）气温８～１５ｏＣ花繁，座果率高，此期间
若出现寒潮或霜冻，对座果形成较大影响，造成
减产。旺盛生长期（６—８月）气温１８～２５ｏＣ生长
良好，个大肉厚。成熟期（８月下旬—９月中旬），
日平均气温＞１８ｏＣ，果肉增厚受到影响；若＜１５
ｏＣ，易形成雏果。要求年≥０ｏＣ积温４５００～５０００
ｏＣ·ｄ，年无霜期＞１９０ｄ。
２２降水

山茱萸喜湿润，年降水量８００～１５００ｍｍ地
区都能生长，８００～１０００ｍｍ较为适宜；在年相
对湿度７０％～８０％区域生长良好。播种期（３月
下旬—４月上旬）降水量＞３０ｍｍ，出苗正常。花
期（３月下旬—４月初）降水量２０～２５ｍｍ为宜，
若降水偏多，易灌花，降水偏少，易旱花。旺盛
生长期降水量＞３５０ｍｍ能够满足正常生长对水
分的要求，有利于果实膨大，增加果肉厚度。成

熟期降水量１００ｍｍ左右生长良好，降水偏多、偏
少，均易落果，且成熟度不好，品质差。适宜于
栽种在海拔６５０～９５０ｍ的山坡上，坡度３０～
３５°，排水条件较好的缓坡地为最佳。
２３光照

山茱萸是中性植物，年日照时数１６００～
２０００ｈ地区都能栽植，既耐阴又喜光，忌强烈光
照射，生长期内光照条件好，果实成熟好，个大
色艳，品质好，产量高。若过阴，座果率较好，但
旺长期光合积累少，果肉薄，成熟度差，品质降
低，影响商品价值。
ＧＡＰ高产栽培技术
３１选地整地

选择土层深厚、疏松、湿润、肥沃的半向阳
坡沙质壤土或腐殖质土为宜。秋季整地，按行距
３ｍ，挖宽０８ｍ，深０６ｍ的定植沟，施４５ｔ燉
ｈｍ２有机肥混土回填。春季按株距２５ｍ定植苗
木。育苗地施３０ｔ燉ｈｍ２有机肥，深耕细耙，按１２
～１５ｍ做好育苗畦待播。
３２繁殖方式
３２１种子繁殖选择树势健壮，冠形丰满，生
长旺盛，抗病虫害能力强，丰产性能优良的品系
作采种母株。在霜降后，果实外表鲜红时即可采
收，选果大，色艳，子粒饱满，无病虫害，核仁
完整的果实略晒３～４ｄ，待果皮柔软后，剥去果
肉，水洗种子，将水洗过的种子放在温室内沙藏，
在２５～３５ｏＣ高温４个月后，至次年１月，７０％～
９０％的种子开裂，经过５～１０ｏＣ２个月的低温发
芽，３月初在苗床播种，４月下旬幼苗出土，当苗
高６０～８０ｃｍ且须根较多时当年即可移栽定植，
定植密度为株行距２５ｍ，栽后踩实，随即浇水，
保湿，以利成活。
３２２压条繁殖秋季采果后或春季萌发时，选
１５ａ以上的健壮优良母株，将离地较近的２～３ａ
新枝，环割深达木质部后压条，当年即可萌根，翌
年剪下移栽。
３２３嫁接繁殖山茱萸嫁接在７月上旬进行，
接穗选当年新生枝条，从优良单株中上部采取，枝
条采下后立即剪去叶片，仅留叶柄，并用湿毛巾
包好，放在低温潮湿处，防止失水。嫁接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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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字形芽接或长块贴芽接。长块贴芽接不仅成
活率高，且操作简单，成活后生长好，当年抽稍
可达２５～４０ｃｍ。嫁接成活后，即剪去上面一对真
叶，待新芽抽稍后，再剪去其余叶片，及时抹掉
砧木萌芽，保证新稍生长。
３３田间管理
３３１中耕除草每年结合中耕，锄草４～５次。
３３２追肥每年４月上旬和１０月下旬各施肥
一次，以有机肥为主，施用量应根据树龄和植株
生长情况而定，小树、壮树少施，大树、弱树多
施。正常施肥每株有机肥１０～５０ｋｇ和过磷酸钙１
～３ｋｇ，速效肥幼树每株施尿素３００ｇ，过磷酸钙
２ｋｇ，结果树每株施尿素５００ｇ，过磷酸钙４ｋｇ。
采用环状沟施或坑施，避免直接与根接触。
３３３浇水移栽后第１年和进入结果期应注
意浇水。花期幼果期或夏季干旱时应及时浇水，防
止造成落花落果。
３３４培土山茱萸根系分布较浅，应培土垒
蔸，结合中耕幼树每年培土１～２次，成树２～３ａ
培土一次。
３３５整形修剪株高１ｍ左右，以自然开心
形整形修剪，保持低杆矮冠，既可促提早结果，又
便于管理和采摘。老树应更新修剪，整枝主要在
冬季落叶后进行，剪除枯、残、病、弱枝和交叉
重叠枝，基部萌芽枝。生长期中可根据树势树形
适当除萌疏稍，摘心等夏剪，促进营养集中，确
保疏果适量，缩小大小年差。
３４病虫害防治
３４１灰色膏药病菌丝在皮层上形成圆形，椭
圆形或不规则形厚膜，多在２０ａ以上老树的树干
及枝条的表面发生，危害严重时常把枝条包卷，使
之凹陷，致使被害树干或枝条逐渐衰弱枯死，凡
树冠郁蔽度大，通风不良，树势衰老的容易发生
流行。防治方法：用刀割去菌丝膜后，在病干或
病枝上涂波美５度石硫合剂；也可用石硫合剂喷
雾，防止胞子在蚧壳虫的分泌物上发芽，消灭传
染媒介。发病初期用１∶１∶１００倍的波尔多液喷
雾，控制流行发病效果较好。
３４２炭疽病于６月上旬发生，绿苞果实表面

开始出现圆形或椭圆形红色小点，病斑扩大后，外
围有不规则的小晕圈，是苞果未熟先红。后期呈
大小不等的褐黑色病斑，并生有小黑点，即原菌
分生胞子盘，病斑逐渐扩大，严重时形成僵果并
脱落。防治方法：冬季清除病枝、病叶和病果，控
制消灭病原；下种前用０２％抗菌剂４００倍液或
５０％退菌特１０００倍液浸种２４ｈ；发病初期喷洒１
∶１∶１００倍的波尔多液并加入１％茶橘水作粘着
剂；６月中旬喷５０％多菌灵８００～１０００倍液或
６５％代森锰锌５００倍液；及时摘除病果，集中深
埋。
３４３蛀果蛾每年发生１代，以幼虫蛀食果
肉。防治方法：羽化盛期喷２０％杀灭菊酯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倍液；利用食醋加乐果制成毒饵，诱杀成
蛾。
３４４木撩尺蠖幼虫咬食山茱萸叶片，仅留叶
脉，造成枝干光秃，树势衰弱。严重危害时段７月
上旬—１０月上旬，造成当年结果少，已结果实因
营养不良而脱落，第２年不能结果。防治方法：７
月幼虫盛发期对１、２龄幼虫及时喷洒７５％鱼藤
精６００～７００倍液防治或早期在树干周围１ｍ内
挖土灭蛹，减少成虫数量。
３４５绿腿腹露蝗咬食叶片，造成孔洞或缺
刻。严重危害时段为６—７月。防治方法：冬季除
草灭卵，减少虫口密度；若１～２龄幼虫集中危害
时人工捕杀，蝗卵孵化半个月内早晨露水未干时
用２５％敌百虫粉剂２２５～３７５ｋｇ燉ｈｍ２喷杀。
３５采收加工

９月下旬—１０月初果实成熟，当果实外表鲜
红即可采收。采回果实后，及时除去枝梗，果柄
等，采用沸水浸烫，水汽蒸或文火烘等方法处理
后，挤出果核，晒干或烘干果肉，即成商品。佳
品为无核，肉厚柔软，色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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