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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报道 日本栗在桂林引种栽培研究结果 。日本栗筑波、银寄品种种植表现出生长快 、长势好、早实、早 

熟、丰产 、粒大、质优等优 良性状 ，是值得大力推广的优良品种。适 当密植、幼树整形修剪 、合理配植授粉树、加 

强肥水管理 、人工辅助授粉及适时除雄是 日本栗获得早实丰产的关健技术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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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reports the results of cultivated experiment of Castanea crenata Sieb．et Zucc in Guilin． 

Two species of Castanea crenata，ZhuBo and YinJi，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pid growth，vigor，early fruit， 

early ripe，high yield，big nut and high quality．They are fine varieties for popularizing and development ener— 

getically．Using key techniques which included rational dense planting，proper shaping and pruning of seed- 

ling，disposing male tree，reinforcing management of manure and water，artificial pollination，picking up sta— 

mens on time can get early fruit and high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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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栗(Castanea．crenata Sieb．et Zucc．)为壳 

斗科(Fagaceae)栗属 (Castanea Mil1)植物 (中国科 

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1998)。原产于 日本和 

朝鲜半岛，主要分布于 日本 、韩国和朝鲜 ，我 国的丹 

东及胶东地区也有分布 。主要品种有大正早生、银 

寄 、筑波 、丹泽、伊吹 、金华 、岳玉等 100多个品种(姜 

国高，1995)。日本栗适应性强 ，只要冬季低温度不 

低于零下 25℃和夏季温度不超过 42℃的地区均可 

种植 日本栗，其中以土壤的 pH值为 4．5～7．1，年 

均温度为 15~22℃，年降雨量为 1 300 1 800 mm 

的地区最适宜种植 日本栗 。 日本栗具有 生长速 度 

快，成花容易 ，早结性好 (一年生嫁接苗种植后，当年 

就能开花结果)，丰产性好 (第三年株产可达 8～12 

kg，5～7年丰产)，果大(平均单粒坚果重 35～37 g， 

最大坚果重可达 55 g)，成熟早(7月下旬～8月中旬 

可成熟上市)，适宜深加工利用 ，种仁褐变较轻，加工 

品不易破碎与浑浊，质地细软、口感好，抗病虫害能 

力强等多项特点，是优 良的果树品种。为了丰富我 

区果树品种 ，广西植物研究所于 1994~2003年进行 

日本栗引种栽培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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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地自然条件概况 

试验地设在广西桂林雁山的广西植物研究所 良 

种水果园内，位于 110。12 E，25。11 N，海拔 150 m 

左右 ，属 中亚热带 季风气 候 区。年平均 气温 19．2 

℃，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 8．4℃ ，最热月(7月)平 

均气温 28．4℃，极端最高温 40℃，极端最低温一6 

℃，≥10℃ 的年积温 5 955．3℃。冬季有霜冻，霜 

期平均 6～8 d，偶降雪。年平均降雨量 1 865．7 

mm，主要集中在4～8月，其降雨量占全年的 73 ， 

冬季 雨量 较 少，干湿 交 替 明显 ，年平 均相 对 湿度 

78 ，土壤为砂 页岩发 育而 成 的酸性 红壤 ，pH 值 

5．O～6．0。0～35 cm深 的土壤营养成分含量 ：有机 

碳 0．663 1 ，有机质 1．143 1 ，全氮 0．117 5 oA，全 

磷 0．113 1 9，5，全钾 3．066 1 9，6。 

1．2材料来源 

日本栗品种筑波(I号 )和银寄 (Ⅱ号)，1994年 

春分别引 自于辽宁丹东 和江苏邳州 ；对照为 中国南 

方板栗 良种—— 九家种。 

1．3试验方法 

1．3．1试验设置 引种 的 日本栗筑波、银寄及九家 

种苗木均为 1年生嫁接苗，每品种各 10株，栽植株 

行距为 3 mX 4 m。试验设 3株为 1个小区，随机排 

列 ，3次重复为 1个栽植大区。定植 时挖 1 ITI×1 m 

×1 m 的大坑，每坑施人腐熟猪粪 30～40 kg，花生 

麸 3～5 kg，磷肥0．1～0．5 kg。定植当年间种花生， 

次年间种黄豆，第 3年开始不间种任何作物。 

1．3．2试验观测 定植后 采用相 同栽培管理技术， 

从定植第二年开始，连续 3 a采用定株和定人统一 

标准对供试品种的物候期 、生长结果习性、抗逆性进 

行观测与调查。座果后采用定株 、定人 ，挂牌的方式 

每隔 7 d测定总苞 的纵径和横径 ，直 到果实成熟采 

收。并于采收后测定平均单株产量、单位面积产量 、 

平均单果重、可食率 、出籽率等。 

1．3．3营养成分测定 取鲜样后先测坚果重并分别 

测定种仁 、种皮(各种皮)两部分的鲜重，同时取样烘 

干测定种仁含水量 ，然后分别测定脂肪 、蛋 白质、总 

糖及淀粉的含量。具体测定方法为：水分测定用烘 

干法 ，脂肪测定用乙醚法 ，蛋 白质测定用常量凯 氏定 

氮法 ，总糖 、淀粉测定用 DNS试剂法 。 

2 结果与分析 

2．1生物学特性观察 

2．1．1形 态特征 日本栗叶片狭长 ，为披针形 ，叶长 

24．50～25．00 cm、叶宽 6．5～7．0 cm；叶柄长 2．43 

～ 2．59 cm、粗 0．18～0．20 cm；叶脉明显，叶片表面 

富有光泽 ，叶背无葺 毛。叶色较浅 ，为淡绿色，叶近 

全缘 ，波浪状 ，侧脉伸 出叶缘外呈芒状 ，芒状长约 3 

mm，先端直。一年 生枝为灰褐 色或红褐色，无毛， 

表面密生小皮孔，年生长量达 50～170 cm，顶部3～ 

4个芽生长较稀 ，芽间距达 2．30 cm。冬芽卵形 ，顶 

端较尖(I号比 Ⅱ号 的大)，长约 5 mm，被绒毛 ，鳞 

片互生 ，最外 2个鳞片少毛，二年生以上枝颜色较一 

年生枝深。 

九家种的叶较宽大，为长椭 圆披针形，叶长 

19．11 cm，叶宽 8．18 cm；叶柄长 1．47 cm，粗 0．24 

cm；叶背密被灰 白色绒毛 ，叶色较深，为深绿色，叶 

缘有锯齿 ，侧脉伸 出齿 尖外 呈短 芒状 ，芒状长约 2 

mm，先端内湾。一年生枝为深灰色 ，顶端被灰色绒 

毛，不规则纵裂 ，表面密生小皮孔，年生长量达 50～ 

150 cm，顶 部 3～4个 芽生 长较密 ，芽 间距 平均为 

1．03 cm。冬芽宽卵形，顶端较平，长约 5 mm，被绒 

毛，鳞片互生，最外 2个鳞 片密被绒毛。二年生以上 

枝为灰褐色，无毛。 

供试品种 I号 、Ⅱ号 的雄花序长 、雄花序数、混 

合花序长 、混合花序数、叶形 指数、混合花序上着生 

的雌花簇数等均有差异，结果见表 1。 

2．1．2物候期观察 通 过对连续 3 a物候 观察资料 

的统计，结果表明：供试品种在桂林的主要物候期各 

年虽有差异，但相差不大。从表 2可看出，各品种的 

芽萌动期在春季树液开始流动时即开始 ，萌动最早 

的品种是 I号 ，为 10／3～12／3日，比对 照早 9 d，Ⅱ 

号品种萌动较晚 ，比对照晚 2 d；花期较早 的是 I号 

品种 ，雄花盛开期 为 7／5～9／5日，比 Ⅱ号品种早 2 

d，最晚的是对照 ，比 Ⅱ号 品种晚 5 d。雌花出现期 

与雄花出现期相差较大，约为 15 d，而雌花盛开期与 

雄花盛开期 比较接近约 2～3 d；各 品种都有一次较 

明显的生理落果期，开花早的品种生理落果期也早； 

果实发育天数最短的为 I号 ，仅 97 d；最长的是对 

照，达 135 d；I号 、Ⅱ号都有二次开花结果的特性 ， 

但以 Ⅱ号品种最为突出，二次开花的花量大，座果率 

高，能形成一定的产量，而 I号品种的二次果很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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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产量。Ⅱ号品种的二次开花时19在 7月中旬，第 

一 次果成熟前 40 d开始 ，到 9月上旬果实采收完后 

仍未结束 ，但只有 7月 中旬～8月上旬的雌花能正 

常座果和成熟 ，二次果成熟时间在 lO月上旬。 

2．1．3生长结果 习性 

(1)树冠形成及开花结果特性 供试品种 I号 、 

Ⅱ号幼树表现生长势强旺，新梢抽生较密，树冠形成 

快 ，开花结果早 ，定植 当年即可开花结果，且有二次 

开花结果的习性 。其中 Ⅱ号的二次果较多，且稳定 。 

对照幼树第 l～2 a生长较慢 ，第 3 a后生长较旺，直 

立性强 ，新梢抽生较少 。 

日本栗树势生长调查结果见表 3。日本栗 Ⅱ号 

表 l 品种间部分性状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some characters among varieties 

表 2 各品种的物候期 (单位 ：日／f1) 

Table 2 Phenological observation among varieties 

品种 
Variety 

茎围Trunk circumference(cm) 

2年 3年 4年 

树高 Plant height(cm) 

2年 3年 4年 

冠幅 Crown width(m ) 

2年 3年 4年 

的树冠大小及茎粗在种植前 3 a都明显大于 Ⅱ号及 

对照品种 ，种植第 2 a，冠幅可达 2．59 ITI ，第 3 a达 

l8．56 ITI ，茎围 42．2 cm，而对 照第 3 a树冠仅 4．62 

ITI ，茎围为 2O．36 CITI。 

(2)总苞生长动态观察 对 13本栗和对照(九家 

种)的总苞生长发育规律进行定期 观测 ，结果见 图 

l、2。根据观测，日本栗总苞的纵向生长和横 向生长 

都各有两次生长高 峰，第一 次高峰在种子形成期 。 

其中 I号品种第一次横 向生长高峰在 21／5～ 18／6 

13，纵向生长高峰比横 向生长晚 ，为 5月 28日28／5 

～ 18／6日；Ⅱ号品种的横向生长高峰 比 I号品种的 

晚 7 d，为 28／5～25／6日，而纵 向生长高峰与 I号品 

种相同。第 二次高峰在采收前 30 d左右 ，其中 I号 

品种第二次纵 向生长高峰与横向生长相 同，都在 9／ 

7~23／7日；Ⅱ号 品种第二次生长高峰 比 I号 品种 

晚，横向生长与纵 向生长高峰都在 6／8~2o／8日；而 

对照品种的生长高峰不明显 。 

2．1．4抗逆性 日本栗适应性较强 ，能适应各种气 

候条件 。例如：在 2003年生长期(5～lO月)连续干 

旱和高温的条件下，九家种出现叶黄且落叶、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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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果；而日本栗在大量结果的情况下叶色仍保持浓 

绿、不落叶、不落果 ，仅有少量生理落果 ，且 2004年 

仍能正常结果。 

罩 

2．5 

2 

1．5 

1 

0．5 

0 

7／5 4／6 2／7 30／7 27／8 20／9 

H期(H／门)Date(D／M) 

图 1 总苞横径生长曲线 

Fig．1 Transverse growth curve of involucrum 

叫嘲 
出 

州 
靛 
粤 

7／5 4／6 2／7 

日期(日／月) 

30／7 27／8 20／9 

Date(D／M) 

图 2 总苞纵径生长曲线 

Fig．2 Longitudinal growth curve of involucrum 

日本栗还具有较强的抗病虫特性 。引种到桂林 

以来几乎没有发现病虫危害，只在 1998年春发现 i 

株生长较弱的植株感染栗疫病 ，但症状轻，及时刮去 

患处的粗皮，再用 5O 多菌灵可湿性粉 i 000倍液， 

或 4O 福美砷可湿性粉 5O倍液涂施患处防治后再 

也未发现其 它植株受病 害感染 。在相同管理条件 

下，日本栗的果实未受桃蛀螟为害 ，而对照的果实则 

有近 9O 受到为害。另外 ，在桂林也未发现栗瘿蜂 

为害 日本栗。 

2．2品种产量比较 

各品种 2～4年生各年平均株产、最高株产见表 

4。三个供试品种中日本栗 I号、Ⅱ号均表现为结果 

早，丰产性 强 ，苗木 定植 后 第 1年 开花株 率 可达 

9O ，但很难形成产量，第 2年结果株率达 100 ， 

平均株产达 1 kg以上 ，而对照第 2年开花株率仅 

3O ，且均未结果。结果后 ，Ⅱ号年平均株产量增长 

最快 ，第 3年株产 9．57 kg，最高可达 11．63 kg；第 4 

年株产 15．63 kg，最高可达 15．83 kg；而对照第 4 

年的最高株产仅 5．3 kg，且畸形果、病虫果较多，有 

效产量明显低于 日本栗 。 

表 4 品种间不同树龄产量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yield of difference 

age among varieties 

2．3果实主要经济性状比较 

如表 5所示，供试品种中 I号坚果呈短三角形， 

平均单粒重 36．98 g，最 大可达 55 g；总苞大，扁球 

形 ，刺毛长，达 2．77 cm，密生，苞梗容易脱落；空苞 

率少 ，出籽率高 ，为 51．7 ；果皮红褐色，具光泽，外 

观美，果 肉淡黄色，粉质 ，味甜 ，具香气，品质优良；坚 

果较耐贮藏，可食率高 ，达 74．3 9，6，适宜加工 ；Ⅱ号 

坚果呈 扁 圆形 ，，平 均单 粒 重 3O．96 g，最 大可 达 

39．5 g。总苞大，扁椭圆形 ，刺毛稍短，为 2．62 cm， 

密度中等，出籽率高，达 59．8 。果皮 暗褐色，有光 

泽，果 肉淡黄色，粉质，品质 良好 ；坚果不耐贮藏，可 

食率高 ，达 73．5 。对照坚果呈 圆形 ，果皮赤褐色 ， 

有短葺毛 ，平均单粒重只有 14．69 g，总苞圆球形 ，刺 

毛短 ，为 1．85 cm，密生。可食率高，达 81．6 ，出籽 

率低 ，只有 38．8 。 

2．4果实营养成分比较 

日本栗和对照品种果实营养成分见表 6。日本 

栗的水分含量均低于对照 ，淀粉含量与对照接近，但 

总糖及脂肪含量 略低于对照。另据测定 ，日本栗经 

冰箱贮藏 9个月后其淀粉含量下降为 26．47 ，而 

总糖含量上升为 37．81 ，比刚采收时风味更好。 

3 栽培技术要点 

3．1立地条件的选择 

(1)气候条件：年均温度 1o℃以上，年均降水 

800 mm 以上的地 区均可种植 ，种植地要选择背风 

向阳且温差小的地方 ，避开风 口处 。(2)土壤条件： 

适宜 pH5．5～6．5的沙质土壤 ，要求土层深厚 ，排水 

良好 ，有机质含量较多的地方。 

3  5  2  5  5  O  

2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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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品种果实主要经济性状 
Table 5 The economic character of fruit among varieties 

项目 I号 II号 对照 
Items No．1 No．2 CK 

果形 
Shape 

表 6 品种间果实营养成分 比较 

Table 6 Comparion of nutritive composition of fruit 

注 ：脂肪 、蛋白质、总糖 、淀粉值均为干样品的 ％。 

Note；Content of fat，protein，total sugar and starch were deter— 

mined in dry samples． 

3．2定植 

(1)定植坑 ：要求挖长、宽、深都为 100 cm 的大 

坑，挖坑时表土、底土分开，回填时每株施农家肥 50 

kg，过磷酸钙 5 kg，每 666．7 m。撒施 生石 灰 100 

kg。(2)定植时间 ：宜在立春后清明前定植 ，定植时 

选根系好 、芽眼充实饱满、干径粗的苗木 ，栽苗时根 

要疏展，干要直立 ，随培土随提苗 ，用脚踩紧，当幼树 

栽好后，要在周围做一个 土埂 ，然后 淋足定根水 ，封 

土压墒。当年成活率可达 98％以上 。 

3．3授粉树配置 

主栽品种与授粉品种的比例为 3：1，一个 园内 

选择主栽品种不宜过多 ，一般 2～3个。 

3．4栽培管理 

3．4．1．施肥的时期和方法 (1)萌芽长叶肥 ：在桂北 

地区日本栗一般在 3月中旬开始萌芽长叶，需要大 

量养分，因此需在 2月下旬一3月上旬追施化肥，以 

速效性氮肥为主，配合施少量磷肥。5～6年生大树 

每株施用尿素 0．5～0．8 kg，钙镁磷肥 0．2 kg。(2) 

开花座果肥 ：日本栗的开花期在 5月上旬 ，花量非常 

大，需消耗大量养分来维持花的正常开放及座果。 

这一时期(4月下旬)需施速效完全肥料，每株施用 

复合肥 0．5～1．0 kg。另外还需及时的疏除部分花 

序，日本栗的雄花量极 大，一般结果枝基部 5～8个 

花序为雄花序应及时疏除，以减少树体养分的过量 

消耗。(3)果实膨大期肥 ：在果实迅速膨大前期(6～ 

7月)施复合肥 0．5 kg，硫酸钾 0．2 kg，促进幼果膨 

大，提高果实品质，并 为第二次开花提供充足 的养 

分。(4)叶面追肥 ：对于肥水不足、管理粗放的栗园， 

叶面追肥效 果更显著 。常用磷 酸二氢钾 0．1 ～ 

0．4 ，在嫩叶转绿期及采果前 30 d喷布。另外在 

开花前 7～10 d喷 0．2 硼砂 1次。(5)冬施基肥： 

在采第二次果后进行 ，最迟应在落叶前一个月施下。 

以有机肥(猪、牛、鸡粪)为主，混合磷肥及石灰 ，并充 

分混合拌匀沤制半个月后施用 ，每株施 25～50 kg。 

3．4．2病 虫害防治 栗疫病又名干枯病 、腐烂病 、胴 

枯病等，是栗产区一大病害。苗木、幼树和结果树均 

能受 到侵染 ，主要为害主干和主 、侧枝 。病树萌芽 

晚，叶片发黄，长势衰弱，病部树皮龟裂 ，严重时受病 

枝叶变褐枯死 ，常造成全株死亡 。防治 ：①加强栽培 

管理，科学合理地施用细胞分裂素，追施农家肥、复 

合化肥 、压绿肥等综合性壮树 措施，提高树体抗病 

力。要刮除老翘树皮 ，彻底清除枯死树 、重病株和枯 

死枝 、重病枝 ，及时烧毁。②适时涂施药剂：发病前 ， 

用 50 退菌特可湿性粉剂 100倍液 ，或 40 福美砷 

可湿性粉剂 50倍液 ，也可加入 0．1％平平加，涂施 

发病部位，疗效明显；发病后，要及时刮去粗皮，再涂 

施杀菌剂。用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 1 000倍液，或 

40 福美砷可湿性粉剂 50倍液 ，每半月涂抹一次， 

连续 2～3次，疗效明显 。 

3．4．3整形修剪 (1)幼树整形 ：自然开心形：树型 

较矮 ，无中心干 ，主枝 3条 。通风透光良好，利于内 

膛结果 ，适于密植栽培。整形方法 为：在离地面 50 
～

60 cm处剪截定干，待萌芽发枝后，选留3条生长 

健壮、分布均匀的侧枝为主枝。植后第 1 a冬，在各 

主枝 50～60 cm处短截 ，注意剪 口芽必须饱满 ，且 3 

条主枝的剪口芽方向必须一致 。之后 ，从各主枝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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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取血清，用试剂盒测定血糖水平。结果(数据 

略)表明，与对照组相 比较，优降糖有明显 降低正常 

小鼠血糖的作用，而蒲桃仁提取物大小剂量组均未 

对正常小 鼠的血糖水平产生明显影响。 

表 3 蒲桃仁提取物对葡萄糖引起高血糖小鼠血糖的影响 (x士s，n一10) 

Table 3 Effect of Syzyglum jambos extract Oil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of the glucose model mice 

注：与葡萄糖组比较 Compared with the glucose in group，”P<0．05， P<O．01，”P<O．001． 

有降血糖作用的化学成分，有待进一步研究。 

3 讨论 

(1)研究结果表明，蒲桃仁乙醇提取物不仅对四 

氧嘧啶糖尿病小鼠有一定的降血糖作用，而且对肾 

上腺素和葡萄糖引起的小鼠高血糖也具有明显的降 

血糖作用，但对正常小鼠的血糖无明显影响。 

(2)化学定性试验结果表明 ，蒲桃仁 乙醇提取物 

含有多糖、多酚、甾醇及黄酮等化合物。蒲桃仁中具 

(3)我国有丰富的蒲桃资源，本研究可望使蒲桃 

仁成为开发降血糖药物的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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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萌发的分枝中，选留生长健壮的 2～3条侧枝培养 

为副主枝。副主枝应强剪，使其短于主枝。对于副 

主枝上的侧枝，一般不予短截，使其成为结果母枝。 

若侧枝长且粗壮 ，树冠枝条又不密集 ，则可短截 ，促 

进分枝形成结果枝组。(2)结果树修剪：原则：对弱 

树、弱枝，宜多疏少 留：疏除过密枝 、下垂枝、纤弱枝 

和扰乱树形的交叉枝、重叠枝；短截部分营养枝、结 

果母枝，回缩多年生弱枝。①结果母枝的修剪：树冠 

外围生长健壮的 1 a生枝，大多能成为结果母枝，应 

尽量保留。强壮的结果母枝顶部 4～6个饱满芽都 

能抽生较好的结果枝，可适量轻剪；若一基枝有多个 

结果母枝，可适当疏去较弱枝，并选少量强壮枝重短 

截，使其基部萌发强壮新梢，留待作次年的结果母 

枝，以利于克服大小年结果，结果母枝附近的细弱枝 

也应及早疏除。②新结果枝的修剪 ：新抽发 的结果 

枝及时摘心，能提高当年产量；适当疏去结果枝下部 

雄花序和对结果后的结果枝适当疏除或短截，使其 

抽发新的结果母枝。③营养枝修剪：疏除过密或过 

弱的营养枝，对一般营养枝可任其生长、或基部留2 
～ 3芽短截 ，促 发新的结 果母枝 。也可 以于夏季新 

梢长至30 cm时摘心，促发二次梢(唐辉等，2002)。 

3．4．4采收 严格按照品种特性 ，在栗苞变黄、栗苞 

开裂、坚果呈褐色且带光泽，充分成熟后分期采收， 

切不可一次性采收。 

4 结论 

日本栗 I号 、Ⅱ号 品种 引入桂林种植能正常生 

长发育，具有生长快、适应性强、结实早、成熟早、丰 

产性强等特点，且保持粒大、出籽高、空苞率少等优 

良性状 。另外 ，日本栗 I号、Ⅱ号品种对不 良气候条 

件也具有很强的抗逆性，其抗病虫能力优于南方板 

栗良种——九家种。日本栗 I号、Ⅱ号品种在桂林 

引种是成功的，是适宜在广西大力推广种植的优良 

果树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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