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山县核桃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核桃 Juglans regia 是世界四大干果之一，售养丰富。

核桃油脂中，饱和脂肪酸总量小于 10%，不饱和脂肪酸(包括

油酸、亚油酸、亚麻酸和和花生稀酸)总量大于 90%，优良木

本油料植物，核仁脂肪含量为 65.10%-68.40%，最高达 76.34%。

蛋白质含量一般为 15.00%左右，最高达 29.70%，核仁矿质

元素和维生素含量也相当高，核桃加工食用油。核桃树具有

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尘降噪、固定 CO2、净化空气的生

态功能，还具有一定经济价值。

1 竹山核桃种植历史及产业发展现状

1.1 种植历史

竹山县属神龙架核桃生长中心区，种植核桃历史悠久。

上世纪 50 年代初，年产核桃就达 900t，品种主要以当地晚

熟型中薄壳干果核桃品种为主，特别是集体经济时代，栽植

核桃树已成为农户油盐钱重要来源，广为农户房前屋后、“四

旁”种植。

1.2 发展现状

到 2012 年底，全县核桃基地面积达到 3334 公顷，投产

面积约 667公顷，年底核桃产量达到 121t。以生产“心纳海”

牌核桃油著称的湖北强生园油脂有限责任公司，2013 年底核

桃油年加工能力达到 4000t,其现代加工工艺，彻底地改变了



竹山县长期靠小作坊加工核桃油的历史。此外宜昌东灵秀水

有限公司、十堰溢香有限责任公司、竹山奇能核桃专业合作

社为代表的企业、农村合作组织等，利用自身优势，在溢水、

麻家渡、宝丰、秦古等乡镇流转土地发展核桃基地 1333 公

顷，为竹山县核桃产业建设夯实基础。

竹山县不仅从政策上支持核桃产业发展，还从资金上提

供配套，全县通过财政项目资金建设核桃基地 800 公顷。县

林业局积极寻求与省林科院等科研单位合作，在全县建核桃

病虫害观测点 11 个，辐射 7 个乡镇，1 万余农户，3334 公

顷面积。截止目前，竹山基本形成了“科研＋基地＋企业＋农

户”的核桃产业发展格局。

2 竹山核桃产业发展的优势条件

2.1 气候及土壤条件

2.1.1 温度和光照

竹山县地处鄂西北汉江、堵河盆地，由于处于南北气候

过渡带，北亚热带季风山地气候，四季分明。全县年平均气

温 10.2~15.6℃，最冷月(1 月)-1.9～3.1℃，最热月（7 月）

21.7～27.7℃，核桃适宜的年平均温度为 9-16℃，极端最低

温度-26-2℃，极端最高温度 38℃。核桃适宜的年平均日照

时数为 2000h，无霜期 200d 以上，竹山县年平均日照时数

2000h 左右，无霜期 252.8d。

据竹山县乡土树种资源调查显示，竹山县宝丰、竹坪、



楼台栽植在坡向朝南、阳光充足的阳坡、半阳坡的百年核桃

古树，单株核桃干果产量一般达 15kg 以上。柳林海拔

1000-2000m 的四方扒药场，至今保存有近百年核桃大树群，

且单株核桃干果产量为 20kg 以上，干果壳薄仁饱满、质脆

味香，是竹山人喜爱的当地核桃品种之一。

2.1.2 水份和湿度

竹山县绝大部分地区为山峦重叠、谷峡沟深的山道，河

道比降大，落差大，能保证核桃生长发育良好、结实正常所

需要的足够水份，形成年平均降水量 927.1mm，年平均雨日

110d，空气相对湿度为 85%、干燥度>0.9 的竹山县域独特地

理气候环境条件。核桃适宜在年降雨量 400-1200mm 之间、

干燥度>0.95 地区生长，核桃在生长发育期间需要充足水分，

从水份和湿度上看，竹山也是核桃理想种植区。

近几年，竹山县从陕西引进“清香”、“香玲”，形成了以“近

地缘核桃种原为主”的核桃引种栽植模式，加快了核桃基地建

设步伐，丰富了核桃品种。

2.1.3 土壤条件

竹山县 17 个乡镇，北部乡镇以云母片岩发育的粗骼土

壤为主；东部乡镇沿河低丘，有少数第四纪沉积物发育的土

壤，如黄棕壤和粘土黄褐土；中西部乡镇主要有水稻土，第

四纪粘土黄棕壤、红沙岩黄棕壤，土层深厚，地势平缓，肥

力较高，加之生产基础较好，是竹山的主要产粮区；南部乡



镇属高山区，主要为云母片岩风化物发育的粗骼土壤及高山

森林土壤。

全县 7 个土种分布最广，占全县总面积的 82%。其中黄

棕壤占 10.2 万 hm2，黄棕壤性土占 154 hm2，黄沙泥土占 4.1

万 hm2，黄泥土占 4.8 万 hm2，石渣子土占 169hm2，细石皮

占 2.8 万 hm2，黄灰包土占 1.9 万 hm2，森林黄灰包土占 1.7

万 hm2，黄石渣子灰包土占 2 万 hm2。

全县 85%以上的土壤为微碱性含钙土，土壤质地为轻中

壤或沙壤，土地碱解氮 95~100mg/kg,速效磷 7～10mg/kg,速

效钾 93～150 mg/kg，有机质 20～22mg/kg，pH 值 6.5~7.5。

适宜的土壤条件给核桃种植提供了广泛空间。

2.2 发展空间潜力大竹山县地处汉江上游的鄂西北腹地，

介于大巴山脉与武当山脉之间，海拔在 220~2635m，北亚

存为热带温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属神农架核桃中心栽培区。

全县国土总面积 35.89 万 hm2，其中海拔高度 600~1000m、

坡度 20~30°的面积占 80%以上，非常适宜种植核桃的宜林地

面积 1.5 万 hm2，占林地面积 28.78 万 hm2 的 5.2%。

3 存在的问题

3.1 发展意识不强

由于核桃产业周期长、见效慢，农户对种植核桃认识不

到位，“有什么种什么、别人种什么就种什么”，对长远利益

以及核桃种植的适合程度不加于考虑，导致栽培管理粗放、



核桃品质差、产量低。

3.2 科技含量不高长期以来，该地核桃“跟风”种植现象

较重，栽植核桃主要靠引进品种为主，缺乏核桃种植的专业

技术指导。核桃嫁接、人工授粉等技术手段落后，技术上缺

乏对群众的说服力。群众在核桃栽植上，还习惯于沿用传统

技术，苗木质量、整地方法、栽植技术不能达到要求。在选

择品种上，“见核桃树就栽”，结果是新老品种混杂，影响了

核桃基地效益。从核桃产业与其他经济林产业横向相比，科

技系列化服务水平和各个环节上的科技含量相对较低，一部

份农户在核桃种植之后，不去施肥、修剪，任其发展，重栽

植轻管理。短期行为的核桃发展机制，很难适应现代产业发

展对科技的要求，更不利于产业总体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

上阻碍着核桃产业的发展。

3.3 销售渠道狭窄

该县湖北强生园油脂有限责任公司，近年经过产品转型

升级，生产能力提高到了 4000t，但核桃油销量远比粮食加

工的油类销量小，据调查结果显示，核桃油销量占食用油总

量的 6.28%，且 50%以上的是核桃混合油，纯核桃精品油销

量更低。当地社会收入水平，影响了核桃油销售。竹山已见

收的核桃为中薄壳型核桃干果品种，机械化剥壳率低，人工

剥壳提高了核桃油生产成本，生产成本高影响了核桃销售。

核桃销售网络不够健全，制约了核桃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4 发展对策

4.1 整体规划，科学发展

一是要积极做好全县范围内核桃适宜发展区、试验区和

不适宜发展区整体规划，建设以海拔 300-800m 的潘口、溢

水、麻家渡、宝丰、秦古、得胜、竹坪、双台、楼台、上庸

核桃中心乡镇生产基地，对海拔≥800m 的柳林乡，扶持发展

当地高山核桃品种；二是要制定核桃中长期发展目标，出台

以奖代补政策。在核桃中心发展区形成丰产栽培技术体系，

对要引进栽培的品种，实行先引种试验，再推广栽植。对引

种成功的“清香”等核桃品种，明确栽培范围及制定配制授粉

树种，形成标准，逐渐推广。加大培育本县核桃优良品种力

度，争取用 5 年时间，培育 1-3 个竹山当地优良品种。

4.2 政策扶持，龙头示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把如湖北

强生园等品牌公司作为带动竹山县核桃产业发展的龙头，通

过核桃加工产品增值，带动提高核桃干果价格，增加核桃种

植收入；通过招商引资，鼓励更多有经营能力的小业主、实

体公司、种植大户、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整体流转农村的低

效土地，经营种植核桃。各级财政建立扶持投入增长机制，

加大农业产业化资金支持力度，整合涉农资金，重点是农业

综合开发、现代农业发展、农业产业化扶贫贴息等专项资金，

集中扶持核桃产业及核桃干果生产基地建设。

进一步支持龙头企业采取订单、入股分红、利润返还等



方式，与农户形成紧密型经济利益共同体。鼓励龙头企业自

建基地，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对龙头企业符合有关政

策规定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建设规模化、标准号、集

约化核桃原料生产基地。

县林业及县科技推广部门加强对龙头企业、小业主技术

服务，充分发挥龙头示范效应。

4.3 科技推广，良种良法

要发展竹山核桃产业，必须做好品种选优工作，进一步

加强优良品种引种栽培、利用当地野核桃，通过嫁接技术开

发当地新品种，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丰产栽培技术路子。建

立与核桃科研实力强的省级科研院校所间技术合作关系，进

一步夯实新品种培育和林农技术培训，保证核桃种植良种良

法。加快推进竹山县核桃栽培标准化进程，研究出版竹山核

桃丰产栽培技术规程。

4.4 复合种植优化产业

核桃种植要探索林粮结合、林药结合、林禽结合、乔灌

结合等立体种植模式，达到以短养长，提高效益、优化布局

目的。如溢水镇 3 年生核桃基地种植金银花，今年干花亩平

收入达到了 2200 元，基本维持了核桃基地抚育管理费用支

出。秦古镇奇能核桃专业合作社，在核桃园里养殖鸡，可以

控制部分杂草，还能提供鸡粪作肥料，取得较好效果。通过

种植业的收入支持核桃园的后期经营，是复合种植优化产业



发展的创新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