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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优良种质是榛子产业发展的基础，传统的平榛生产已从野生采摘、粗放经营向采用优良类型采种圃的种子进

行育苗、标准化垦复管理的方向发展。平欧杂种榛的育种成功，结束了我国没有栽培种的历史，开启了我国榛子产

业发展的新时代。目前，已经基本明确了平欧杂种榛主要品种的特性及其适生区域。生产上普遍采用的是绿枝直

立压条育苗方法，嫩枝扦插和组培育苗技术也取得了成功并开始应用于生产。平欧杂种榛‘平欧２８号’、‘平欧３３
号’、‘平欧６２号’、‘达维’等品种具有极强的抗抽条能力，‘平欧２１号’、‘平欧３３号’、‘平欧５４５号’、‘辽榛４
号’、‘平欧２３７号’、‘辽榛８号’等品种具有很强的耐盐碱能力。榛树具有自交不亲和现象，但目前尚没有专用授
粉品种，建立榛子园需要选配几个既能亲和、又能花期相遇的不同品种进行相互授粉。榛树栽培施肥方面的研究较

少，今后应结合土壤养分含量、树体营养状况、生理需肥时期、树体负载量等多因素制定施肥方案。树形选择应综合

考虑栽植区域的气候、土地类型、管理方式等特点选用单干树型或丛状树形。平欧杂种榛以１年生中长枝结果为
主，修剪时要依据这些特性制定技术方案。有害生物防治是榛子生产的主要问题，本着预防为主的原则，加强有害

生物危害规律的研究，大力推行生物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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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榛品种选育
１．１　平榛选优

我国野生平榛资源约有１６０万 ｈｍ２，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开始，东北地区的一些科研单位和院校先后
开展了平榛资源调查和选优工作，并根据果形归纳

出了圆形、扁圆、长圆、圆锥、扁形、尖榛、平顶等类型

的榛组［１］。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经
过５年的选优，在初选出６５个优系的基础上，进一
步对坚果性状的稳定性、丰产性、生物学特性、坚果

经济性状和遗传特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最

终选出了永陵平榛、旺兴平榛、光仁平榛、长果平榛、

褐皮平榛和薄壳平榛等６个优良类型［２］。近年来，

也有一些平榛优良类型被命名和审定，如辽宁省铁

岭市林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铁榛１号（Ｃｏｒｙｌｕｓｈｅｔ
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ｔｉｅｚｈｅｎ１’）和铁榛２号（Ｃｏｒｙｌ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
ｌａ‘ｔｉｅｚｈｅｎ２’）于２０１３年通过辽宁省林木良种审定。
１．２　平欧杂种榛新品种选育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梁维坚等［３］利用平榛的抗寒、

耐瘠薄、适应性强的特性和欧洲榛果个大、壳薄、产

量高的优点进行种间杂交，培育出了具有大果、抗

寒、丰产等特点的平欧杂种榛新种质，结束了我国没

有榛树栽培种的历史，目前已在全国２０余个省市区
引种、推广。平欧杂种榛的选育成功，使我国榛子产

业实现了两个巨大转变，一是由野生资源利用向新

品种园艺化栽培转变，二是由传统的“小零食”向现

代产业转变。根据品种的抗寒能力，将平欧杂种榛

新品种分为三种类型，其中，抗寒能力极强的优良品

种包括‘达维’、‘玉坠’、‘辽榛３号’、‘辽榛７号’、
‘辽榛８号’、‘平欧２８号’、‘平欧２１号’、‘平欧１５

号’等；抗寒能力强的品种包括‘辽榛４号’、‘平欧
３３号’、‘平欧２３７号’、‘辽榛９号’等；抗寒能力较
强的品种包括‘辽榛１号’、‘辽榛２号’、‘平欧５４５
号’等［４］。

１．３　第２代平欧杂种榛新品种选育
２００６年以来，中国林科院林业所王贵禧等以提

高抗抽条能力、壳薄、坚果圆形、种皮易脱离等为目

标，开展了平欧杂种榛第２代新品种的选育工作，目
前已经选育出一批优良单株，其中，具有高抗抽条能

力的中榛１－７号被国家林业局认定为科技成果“平
欧杂种榛新品种中榛１－７号选育及组培快繁产业
化育苗技术”（林科验字［２０１７］７５０号），这几个品
种具有良好的坚果经济性状、很好的脱种皮能力和

极强的抗抽条能力，后续区试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２　榛苗繁育

２．１　榛种子解除休眠研究
无论是实生育苗还是杂交育种获得的种子都需

要进行播种，脱除休眠是从种子到苗木的关键环节。

传统的解除休眠的方法是采用湿沙层积处理，山西

农业大学季兰指导的研究生从层积处理的基质筛

选［５］、层积坑（场所）的深度［６］、层积天数和赤霉素

浓度等方面［７］进行了系列研究，结果认为，牛粪＋沙
壤土作为基质层积６０ｄ以上对打破平欧杂种榛和
毛榛种子的休眠有较好的作用，能显著提高其出苗

率，层积９０ｄ有促进苗高生长的作用；平欧杂种榛
‘平欧７号’和‘平欧７３号’在２５、４０ｃｍ深度的层积
坑中进行层积的种子均具有较高的发芽率；层积６０
ｄ＋８０ｍｇ·ｋｇ－１的赤霉素处理相结合，比单独采用
赤霉素处理更利于平榛种子的发芽和苗木生长。马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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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华等［８］以平欧杂种榛主栽品种‘达维’和‘辽榛３
号’的鲜种子为试材进行解除休眠研究，果苞出现

‘黄绕’时即采摘并取出坚果作为鲜种子，经清水浸

泡２４ｈ和表面消毒，与消毒后的湿润蛭石混合，装
入透气的塑料袋内，置于０℃冷库中保湿存放６个月
以上，鲜种子即可解除休眠，整齐萌发，可于翌年开

春直接播种。该方法操作简单，可作为解除休眠的

一种处理方法应用于榛子播种育苗。

２．２　平榛播种育苗
挑选的平榛种子经清水浸种后进行层积处理，

播种前进行催芽处理。播种方法有造林地直播、垄

播、床播、容器育苗等方式，出苗后进行浇水、追肥、

除草、松土、间苗、有害生物防治等田间管理，具体操

作方法及要求参见相关标准［９］。

２．３　平欧杂种榛绿枝直立压条育苗技术
果树上常用的嫁接育苗方法也可以在平欧杂种

榛上使用，但目前没有专用的砧木，此方法在实际生

产中也基本未被采用。榛子的硬枝扦插目前还不成

功，但嫩枝扦插育苗方法已有较多研究［１０－１１］并已在

生产上应用。目前，生产上普遍采用的是绿枝直立

压条方法进行苗木繁育，具体操作方法参见相关

标准［１２］。

２．４　平欧杂种榛组培快繁育苗技术
国内一些单位对组培育苗的启动培养基、增值

培养基、生根培养基配方等进行了优化研究［１３－１４］，

组培技术基本成熟，并已应用于生产。中国林科院

林业所经济林室研究的组培苗自２０１１年进行大田
栽培以来，其生长和结果习性与用其他方法培育的

苗并无不同，没有滞后结实现象。组培育苗是一种

工厂化育苗方法，苗木整齐度高，在优良品种苗木快

速繁育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

３　野生平榛林垦复
平榛在辽宁铁岭地区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特色

产业，经过多年的试验研究和生产总结，提出了野生

平榛林垦复管理的技术措施：（１）补植，自然生长的
榛林株丛密度不均，对榛林空地面积≥３０ｍ２的过稀
地块应进行补植，使单位面积密度合理。（２）平茬
复壮，根据平榛的生长和结果习性，选择集中连片的

野生林分，对３年以上的榛林采取平茬复壮措施。
带状平茬，伐除带与保留带宽度比为：１ｍ∶２ｍ，１ｍ
∶３ｍ，２ｍ∶２ｍ，２ｍ∶４ｍ，２ｍ∶６ｍ。平茬带的方向沿
山体等高线或垂直方向，于休眠期进行。（３）除杂

除草，野生榛林常与其它乔灌木混生，杂草很多，应

及时清除榛树以外的全部零星树木、杂草、伐根。在

榛子停止生长季节（如１—３月）清除非目的树种，杂
草随时清除。（４）科学疏枝，根据不同立地条件和
不同树龄调整榛林密度，把榛丛内部的过密株、病虫

害株、机械损伤株、生长不良的瘦弱株及新的萌条除

掉，保留健壮的植株。２年生以上枝条在１１月至翌
年早春２月下旬进行疏枝，当年生枝条应在６月末
前进行疏枝。土壤条件好、山坡中下部位置的２年
生榛林保留２３ ３０株·ｍ－２，３年生榛林保留１５
２０株·ｍ－２，４年生榛林保留６ １０株·ｍ－２，５年
生榛林保留３ ６株·ｍ－２。山坡上部立地条件较
差的地块，每平米保留株数应较山坡中下部少１／３。
在疏枝过程中根据枝条的生长情况，留花芽多的枝

条，疏去花芽少枝条。（５）人工授粉，如果在开花期
连遇不良天气可采用人工授粉。榛树雄花开放早于

雌花，当雄花伸张后，尚未散粉时把花序摘下，放在

干净有阳光的室内，摊在白纸上，待花粉散出时，收

集于瓶中用棉塞封口，放在 ０ ５℃温度下保存备
用。当雌花柱头全部伸出时，选在阳光充足的天气

进行人工授粉。（６）施肥，有条件的可采取测土施
肥。施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所施用的肥料不

应对榛林环境和坚果品质产生不良影响。秋季基肥

在果实采摘后土壤结冻前的９—１０月份，在根际施
入有机肥或 Ｎ、Ｐ、Ｋ复合肥。春季施肥在早春萌芽
前进行。５月下旬至６月上旬在果实膨大和新梢生
长期、７月中上旬坚果迅速发育期及花芽开始分化
期，可根部追施尿素、二胺及含有Ｎ、Ｐ、Ｋ的复合肥。
在生长季节可进行根外追肥，喷施０．３％ ０．５％Ｎ
素或磷酸二氢钾或其他叶面肥。（７）榛林有害生物
控制（主要病虫害种类及防治技术参见本文“４．６”
部分）。为了达到规范、科学、合理、高效的管理，辽

宁省制定了野生榛林垦复技术规程［１５］和无公害平

榛生产技术规程［１６］，可供生产管理参考。

４　平欧杂种榛栽培技术研究
榛树栽培方面的研究相对较落后，至今没有开

展正规的品种区域化试验。目前，各地的引种栽培

大多限于引种观察、生长表现等层面。王贵禧等根

据现有研究情况并结合生产实践调研，制定了《平欧

杂种榛栽培技术规程》林业行业标准，为现阶段指导

我国榛子建园和栽培管理提供指导［１７］。

４．１　平欧杂种榛抗寒、抗抽条研究
目前，平欧杂种榛还是以东北、华北、西北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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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区栽培为主，寒冷、干旱是这些地区的限制因

素。尽管平欧杂种榛中的一些抗寒品种在休眠期可

以抵抗－４０℃左右的低温，但冻害、雄花序冻干、抽
条等问题时有发生。冻害包括枝干冻害和花的冻

害，枝干冻害会导致木质部和髓部变褐、死亡，但直

接的枝条冻害不多见。２０１７年哈尔滨周边地区榛
子开花时遇到低温，花芽遭受冻害，导致当年减产或

绝产。冬季少雪、空气干燥年份或地区，雄花序抽干

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抽干的雄花序不能开放散粉，影

响授粉和坐果。平欧杂种榛不同品种（系）的抗寒、

抗抽条能力差异较大，在规模种植前必须进行品种

选择。李春牛等［１８］以平欧杂交榛的１８个优良品种
（系）为试材，研究各品种（系）在北京地区的抗抽条

能力，依据研究结果将１８个品种（系）抗抽条能力分
为４类：抗抽条能力最强的一类为‘达维’、‘平欧３
号’、‘平欧２１号’、‘平欧 ３３号’、‘平欧 ７２号’和
‘平欧 ９０号’；第二类为‘平欧 ４８号’、‘平欧 ２３０
号’、‘平欧１２７号’、‘平欧２３７号’和‘平欧１０号’，
抗抽条能力较强；‘辽榛７号’、‘平欧５４５号’和‘辽
榛３号’为抗抽条能力较弱的一类；抗抽条能力最弱
的为‘平欧５７２号’、‘平欧４０２号’、‘辽榛９号’和
‘辽榛１号’。韩俊威等［１９］对引入新疆地区的１３个
平欧杂种榛品种（系）的抗寒性能进行了比较，抗寒

性强弱的顺序为‘达维’、‘品系８５－１５２’、‘玉坠’、
‘辽榛３号’、‘平欧４３号’、‘平欧２１号’、‘品系８５
－４９’、‘平欧１５号’、‘辽榛６号’、‘辽榛５号’、‘平
欧３６０号’、‘平欧３３号’。薛俊宏［２０］比较了引入山

西晋中的平欧杂种榛品种（系）的抗抽条能力，认为

‘平欧７号’、‘平欧７３号’和‘达维’等品种（系）的
抗抽条能力较强，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抽条指数均为
０；品种（系）‘辽榛２号’、‘魁香’、‘平欧３６０号’、
‘平欧４０２号’等的抗抽条能力较弱，２０１４年的抽条
指数分别为４８．８８％、３２．２３％、３１．０７％、１２．１３％，
２０１５年的抽条指数分别为 ８９．６２％、７５．３６％、
８９．３５％、６３．２１％。２０１７年冬春季，北京少雪、干
旱，榛子普遍抽条严重，笔者调查了延庆资源圃保存

的４０份品种（系）资源，其中，抗抽条能力极强的品
种（系）包括‘平欧２８号’、‘平欧３３号’、‘平欧６２
号’、‘达维’；较强的品种（系）包括‘平欧２１号’、
‘平欧３号’、‘玉坠’等。尽管不同研究者在平欧杂
种榛不同品种（系）抗寒能力方面的研究排序略有

差异，但‘达维’、‘平欧２１号’、‘玉坠’等都是抗寒、
抗抽条能力很强的优良品种（系）。在华北、西北等

干旱、半干旱地区建园时，应特别重视选择抗抽条能

力强的品种（系）。

预防抽条的措施很多，除了选择品种之外，摘

心、控制后期徒长以及其他有利于促进枝条木质化

的措施都可预防抽条。防止抽条的另一措施是在发

生抽条关键时期的初期和中期对树体喷洒２次高脂
膜１００倍液，入冬时铺地膜也能起到减轻抽条的作
用［２１］。抗寒性与抗抽条能力是２个密切相关又各
自独立的问题，二者在发生机理、发生时期、树体的

受害部位和伤害表现等方面都有不同［２２］。笔者在

实践中发现，有些品种如‘辽榛７号’在吉林、黑龙江
等东北地区抗寒能力很强，但在华北地区则容易抽

条，关于抗寒与抽条的关系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平欧杂种榛抗旱能力的研究较少，新疆林科院［２３］采

用４个品种（系）的１年生苗进行了盆栽干旱胁迫试
验，认为抗旱能力强弱依次为‘达维’、‘辽榛７号’、
‘平欧１５号’、‘玉坠’，今后还应加强抗旱性方面的
研究。

４．２　平欧杂种榛耐盐碱能力研究
在我国北方及西北地区有较大的盐碱地面积，

如能利用盐碱土地进行榛子种植，无论从社会和生

态角度，还是从经济效益角度都具有重要意义。罗

青红等［２４］在新疆地区选用不同盐碱程度的大田样

地进行了６个平欧杂种榛品种（系）耐盐碱实验，结
果表明，各品种（系）对盐碱土的适应能力从强到弱

依次为‘辽榛３号’、‘达维’、‘辽榛８号’、‘平欧１５
号’、‘玉坠’、‘辽榛７号’。张丽等［２５］利用盆栽试

验对１８个平欧杂种榛品种（系）进行耐盐能力对比
研究，筛选出的６个耐盐性强的品种（系）为‘平欧
２１号’、‘平欧３３号’、‘平欧５４５号’、‘辽榛４号’、
‘平欧２３７号’、‘辽榛８号’，３个耐盐性差的品种为
‘辽榛１号’、‘玉坠’、‘辽榛７号’。不同研究者报
导的结果大体一致，但个别品种也有不同，今后还需

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４．３　种或品种间亲和性及授粉树配置
榛属植物存在自交不亲和现象，种与种之间也

是有的亲和、有的不亲和。翟学杰等［２６］研究了平欧

杂种榛、平榛、毛榛、华榛以及欧洲榛之间的亲和性，

结果表明：平榛与其它几个种正反交都亲和，毛榛做

母本时分别与其它４个种杂交授粉时亲和，但反交
时只与平榛亲和，与欧榛、华榛、杂交榛单侧种间不

亲和；杂交榛与平榛、欧榛正反交都为亲和授粉，与

华榛正反交都不亲和，仅与毛榛单侧种间不亲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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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榛做母本时只与平榛、欧榛杂交时亲和，做父本时

与平榛和毛榛亲和；欧榛做母本时只与杂交榛、平榛

亲和，反交则都亲和。平欧杂种榛同样具有自交不

亲和的特性，栽植时需要配置授粉树，目前还没有专

用的授粉品种，生产上普遍采用几个品种搭配栽植、

相互授粉；但问题是不同品种（系）之间也存在不亲

和性，且有的品种间是双向或单向不亲和，这需要在

栽植时了解相邻的品种是否亲和。刘振盼等［２７］采

用荧光检测方法，筛选出的‘１－２１’与其他主栽品
种（系）的亲和性较好，而且雄花序数量多、抗抽条

能力也比较强，有望作为授粉品种，但对于‘１－２１’
的其他生物学特性还需要深入研究。

植物中有花粉直感现象，韩强等［２８］选用 ４×５
测交系设计测定不同亲本配置对平欧杂种榛果实性

状的影响，配合力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坚果三径均

值、单果质量、种仁三径均值、种仁质量、果壳厚、出

仁率、果腔系数在不同授粉组合间均差异显著，亲本

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占较大的方差分量，母本的一般

配合力效应达极显著程度，而特殊配合力效应及父

本效应则可以忽略。这一结果说明，在果实各性状

上均存在明显的加性遗传变异，杂交所得果实性状

受母本影响较大。以上研究认为，‘平欧１５号’凭借
其优良的果实性状和外观品相，更适合作为主要品

种推广，而父本品系‘８４－５’依其种仁三径均值、种
仁质量、出仁率、果腔系数的一般配合力最大且为正

向效应、果壳厚度为负向效应，有利于提高果实的经

济性状和经济效益，适宜作为授粉品种。

授粉树的配置首先考虑与母本树的亲和性，其

次考虑花期相遇，再次考虑授粉树的雄花序数量要

多，适应性强，没有或稍有抽条或雄花序冻干现象，

像‘８４－５’具有一般配合力最大且为正向效应、果
壳厚度为负向效应的特性最理想。

４．４　榛树营养、施肥与植物生长调节剂研究
在树体营养诊断中，通常采用叶片分析的做法，

国外在欧洲榛上也有较多研究。吴榜华等［２９］以平

榛叶片为试材研究了主要Ｎ、Ｐ、Ｋ、Ｚｎ、Ｃｕ、Ｃａ、Ｍｇ、Ｆｅ
等营养元素含量的动态变化，认为７月中旬至８月
下旬为适宜采样的稳定期，以采集发育枝中部叶片

为宜。由于国内平欧杂种榛作为栽培种刚开始推广

种植，叶片营养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安霞等［３０］测定

了平欧杂种榛４个不同品种（系）榛树叶片中的营养
元素含量，结果表明：榛树体内存在矿质营养失衡现

象，叶片表现黄化的品种，其Ｃａ和Ｃｕ的含量相对较

低；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２０ ４０ｃｍ土壤中的Ｋ与
叶片中的Ｃｕ、Ｍｎ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在关
于叶面Ｆｅ肥对平欧杂种榛树营养元素含量影响的
报导中［３１］，叶面增施 Ｆｅ肥能有效地使榛树黄化叶
片转绿，单独增施 Ｆｅ肥效果优于合施 Ｆｅ、Ｃｕ肥，增
施Ｆｅ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黄化榛树叶片内Ｋ、Ｚｎ
的含量。在关于榛属的结果产量与施肥量关系的研

究中，于冬梅等［３２］采用７ ８年生的平欧杂种榛进
行施肥试验，得出每生产１００ｋｇ鲜果，Ｎ∶Ｐ∶Ｋ∶Ｃａ∶Ｍｇ
各元素吸收比例为７．８∶１．０５∶３．６∶７．７∶１０，并提出生
产上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施肥量分别为６．０６、４．６５、４．２３
ｋｇ，比例为１．４３∶１．１∶１．０，这个研究结果为确定科学
合理的施肥量和施肥比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现代榛树生产越来越重视根外追肥以及植物生长调

节剂的应用，单新春［３３］研究了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

面肥对平欧杂种榛生长结实的影响，认为在坚果膨

大期喷施浓度为５．９ｇ·Ｌ－１的尿素、３．８ｇ·Ｌ－１的
磷酸二氢钾和０．７５ｇ·Ｌ－１的氨基酸水溶液，对提高
榛子产量效果好。在关于花期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

的试验中［３４］，花期喷施１５０ｍｇ·Ｌ－１赤霉素、２００ｍｇ
·Ｌ－１多效唑和５００ｍｇ·Ｌ－１ＢＡ能显著提高平欧杂
种榛的坐果率和叶片的光合特性，同时对新梢长度

和基径均有促进，产量增加，适宜在平欧杂种榛高效

栽培技术中应用。关于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调控平

欧杂种榛雌雄花芽分化的研究，朴蕾等［３５］在北京地

区于５月上旬‘达维’短枝刚刚停止生长、芽尚未进
行生理分化时分别喷施２次赤霉素（８００ｍｇ·Ｌ－１）
和多效唑（１００ｍｇ·Ｌ－１），次年３月调查雄花序和
雌花芽的数量，发现赤霉素减少了雄花序的数量，多

效唑减少了雌花芽的数量；邢晓莹［３６］研究了通过腐

胺（丁二胺）处理调节雌雄花序和枝条生长的情况，

于４月２９日和５月６日（此时短枝刚刚停止生长，
榛芽尚未进行分化）喷施２次０．００１ｍｏｌ·Ｌ－１腐胺，
秋季调查时发现，雄花序的数量显著减少，仅为对照

的４０．０６％，而雌花芽的数量及１年生枝条的长度、
粗度和叶节间长度均高于对照。根据以上研究结

果，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和腐胺等处理，可影响雌雄

花的分化，因此，可根据这一结果在生产上根据需要

对雌雄花的比例进行调节。

４．５　平欧杂种榛整形与修剪
平欧杂种榛栽植时间短，鲜有专门针对树形方

面的研究报导。平欧杂种榛树形主要有单干型和丛

状形，笔者根据调研总结出关于平欧杂种榛树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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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东北高寒地区、山地、以人工管理为主的榛

园宜选用丛状形，南部栽培区、平原地和以机械化管

理为主的榛园建议采用单干型。在平欧杂种榛枝条

结果习性方面，陈凤等［３７］研究了平欧杂种榛枝条长

度与雌雄花序数量的关系，发育强壮的长枝条雌雄

花序数量最多，其次是中等长度的枝条，短枝上的雌

雄花序数量最少。修剪时重回缩有利于促发长枝及

雌花的比例，而缓放枝则主要形成短枝和雄花序的

个数。卫雅茜等［３８］以‘平欧１０号’为试材，研究了
不同部位、不同枝长的花果营养，结果表明，产量的

７５％来自长枝，上部枝条的产量是下部枝条的２倍，
上部枝条着生果实的单果质量、果仁质量、果壳厚

度、坚果品质等都显著优于树体的下部枝条，并以上

部中等长度枝条结果最好。这些研究结果可作为修

剪的参考。

４．６　有害生物防治技术研究
榛有害生物危害的发生呈上升趋势，尤其是野

生平榛垦复利用方面的有害生物控制成为榛子产业

发展的挑战性问题。榛属有害生物种类主要有象甲

类、金龟子类、其他食叶害虫类、榛黄达瘿蚊（Ｄａｓｉｎ
ｕｒａｃｏｒｙｌｉｆａｌｖａ．ＳＰｎｏｖ）、白粉病、果苞褐腐病、煤烟
病、枝干病害等。目前，我国对榛树病虫害的研究较

薄弱，有些病害的病原菌、侵染和发病规律等都缺乏

研究，是榛子产业发展中应该加强的重要环节。

榛实象甲（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ｕｃｕｍ）是榛园中导致损失
和榛果产品质量下降的主要害虫，常有“十榛九空”

之说。在辽宁铁岭地区大多数２年１代，历经３个
年度，以幼虫和成虫在榛林下３０ｃｍ土层越冬，５月
中旬当平榛开花时越冬成虫开始出土活动，６月中
旬当平榛总苞出现刚刚坐果时，成虫开始交尾产卵，

７月中下旬为产卵盛期。雌虫产卵前先咬破榛子总
苞片，在榛果表面蛀０．８ｍｍ大小的产卵孔，每孔产
卵１粒，每头雌虫可产卵４０粒左右。孵化幼虫在榛
果内发育期３０ｄ左右，幼虫在果内咬食内容物，被
害幼果于８—９月大量脱落。药剂防治方法是，于５
月上旬至６月上旬幼虫出土时喷洒菊酯类和熏蒸类
杀虫剂，５月中旬至７月上旬选用高效低毒杀虫剂
喷洒以毒杀成虫，７月初至７月中旬幼虫孵化盛期
向果苞上喷洒内吸性杀菌剂毒杀初孵化幼虫；农业

措施还有人工捡拾落地虫果，集中消灭落地老熟幼

虫等［３９－４０］。

Ｃｈｅｎｇ等［４１］采用生物防治方法，比较了不同绿

僵菌、白僵菌菌株的生长速率、产孢量、积累死亡率，

并用扫描电镜观察了绿僵菌菌株 ＣｏＭ０２侵染榛实
象甲幼虫的过程，结果表明，榛实象甲幼虫被绿僵菌

菌株ＣｏＭ０２侵染后１３ｄ，积累死亡率达１００％。因
此，ＣｏＭ０２菌株可能在榛实象甲生物防治方面具有
潜在的应用价值。榛黄达瘿蚊是近年来新发现的记

录种，主要危害榛属植物幼果、嫩叶、新梢等，被害幼

果果苞皱缩、脱落，嫩叶背部出现隆起的虫瘿。梁国

儒等［４２］对榛黄达瘿蚊生物生态学特性与种群动态

进行了研究，在辽宁省铁岭地区１ａ发生１代，成虫
喜温暖湿润，产卵具有趋嫩性等习性，５月中旬是成
虫羽化盛期，且成虫在上午８：３０—１１：３０活动数量
最多，夜间静伏。虫口密度阳坡高于阴坡，坡下部高

于坡上部。主要防治药剂可选用１．２％苦·烟乳油
０．１％药液＋辛硫磷乳油０．０６７％药液、烟熏剂 ＋适
量２０％高氯菊酯、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０．０６７％药
液、４８％乐斯本乳油０．１％药液、２５％灭幼脲３号悬
浮剂０．１％药液等。药剂防治应与人工和生物防治
相结合［４３］。榛白粉病导致树体衰弱、减少花芽分

化、落果、降低产量，该病害的病原菌为榛白粉菌

（Ｅｒｙｓｉｐｈｅｃｏｒｙｌａｃｅａｒｕｍ）［４５］，在榛叶发病前喷施２０％
三唑酮乳油防治效果较好［４４］。

５　问题与展望
近几年，辽宁省铁岭市对平榛提出了园艺化栽

培的概念，也选育鉴定了平榛的品种，但平榛的园艺

化栽培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品种苗的无性繁育问

题，尽管有一些关于平榛无性繁殖育苗的研究报导，

但在生产实践中并没有无性繁殖平榛苗的应用，其

原因是平榛无性繁殖技术欠成熟，苗木繁育成本高，

因此，难以在生产中推广；第二个问题是，从平榛遗

传多样性和榛林稳定性的角度看，平榛毕竟是野生

资源，生长环境还是山地、林地，不适于做成单一品

种的纯林。因此，笔者认为，平榛的发展前景还是应

该在选优的基础上，建立优良类型采种圃（种子

园），采用圃内种子进行实生育苗。实际上，在辽宁

铁岭已开展了此项工作，据铁岭市林科院提供的信

息，该院申报的松山平榛母树林种子和中固平榛母

树林种子已于２０１７年通过省级审定。今后一个时
期，无论是平榛人工造林，还是野生榛林补植垦复，

宜选用选优的母树林种子育苗。

平欧杂种榛具有大果、抗寒、丰产的优点，解决

了我国栽培榛从无到有的问题。但是，第１代平欧
杂种榛每个品种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需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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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人员继续开展育种改良工作。新的育种目标确定

在强化抗抽条的能力、坚果圆形、壳薄、种皮易脱离

等方面，选育适于炒食和加工等不同用途的新品种。

第１代平欧杂种榛的适宜栽植范围在淮河以北地
区，在长江流域表现不理想，因此，利用川榛作为杂

交亲本培育适合南方栽培的品种是一项迫切需要开

展的育种工作。

在育苗方面，目前普遍采用萌蘖绿枝直立压条，

但这种方法培育的苗整齐度较差，根系质量参差不

齐。平欧杂种榛组培育苗尽管在技术上已成熟，但

这项成果亟待转化，实现工厂化育苗，希望有条件的

企业能够承接组培育苗的重任。榛子硬枝扦插育苗

至今未成功，成为久攻不克的难题，如果有朝一日解

决这个难题，将会对平欧杂种榛产业发展起到巨大

的推动作用。

目前，平欧杂种榛处在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栽

培技术的研究落后于产业快速发展对技术的需求，

现阶段榛子生产的技术管理更多的是依靠经验，无

论是栽培生理的基础研究、还是田间管理技术研究

都还十分薄弱。有一些病害如褐苞病以及一些枝干

病害，其病原菌、传播侵染和发病规律等研究都是空

白。因此，发挥科技对榛子产业的引领作用，依然任

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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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吴榜华，彭立新，王明启，等．平榛叶片中矿质营养周年变化

规律的研究［Ｊ］．吉林林学院学报，１９９３，９（１）：４０－４３．

［３０］安　霞，季　兰．榛树叶片和根际土壤中部分营养元素含量的

测定与分析［Ｊ］．山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８

（４）：３７９－３８２．

［３１］严　令，裴帅帅，季　兰．叶面 Ｆｅ肥对平欧杂种榛营养元素

含量的影响［Ｊ］．山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３２

（３）：２５１－２５５．

［３２］于冬梅，解　明，刘　元．平欧杂交榛树生物量构成及矿质元

素积累特性研究［Ｊ］．辽宁林业科技，２０１５（５）：５－９，５３．

［３３］单新春．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对平欧杂种榛生长结实的

影响［Ｄ］．乌鲁木齐：新疆农业大学，２０１５．

［３４］单新春，宋锋惠，史彦江，等．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平欧杂

种榛光合特性和生长结实的影响［Ｊ］．新疆农业科学，２０１５，

５２（６）：１０６３－１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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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朴　蕾，侯智霞，孟晓庆．赤霉素和多效唑对榛子雌雄花数量

的影响［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２，２８（４）：３２－３５．

［３６］邢晓莹．杂种榛减数分裂观察及雄花序数量的调控研究［Ｄ］．

太谷：山西农业大学，２０１４．

［３７］陈　风，苏淑钗，张　兵，等．杂交榛开花结实特性及结果枝

组的修剪研究［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８）：３４

－４１．

［３８］卫雅茜，苏淑钗．平欧杂交榛８４－１品系不同部位不同枝长的

花果营养［Ｊ］．东北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４３（３）：３０－３３．

［３９］赵福安，武景和．榛食象甲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Ｊ］．山西果

树，２０１０（５）：４９－５０．

［４０］梁维坚，王贵禧．大果榛子栽培实用技术［Ｍ］．北京：中国林

业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１５－１１７．

［４１］ＣｈｅｎｇＹｕｎｑｉｎｇ，ＬｉｕＴｉｎｇ，ＺｈａｏＹｉｘｉｎ，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ｈ

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ｇｉＭｅｔａｒｈｉｚｉｕｍａｎｉｓｏｐｌｉａｅ，ａｎｄＢｅａｕｖｅｒｉａｂａｓｓｉ

ａｎａ，ｉｎＨａｚｅｌｎｕｔＷｅｅｖｉｌ（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ｕｃｕｍＬ．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Ｃｕｒｃｕ

ｌｉｏｎｉｄａｅ）ｌａｒｖａｅ［Ｊ］．Ｉｎ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５６

（４）：４０５－４１０．

［４２］梁国儒，胡跃华，赵博文，等．榛黄达瘿蚊生物生态学特性与

种群动态研究［Ｊ］．辽宁林业科技，２０１７（２）：２５－２７．

［４３］胡跃华．榛黄达瘿蚊生物学特性及防治措施［Ｊ］．林业实用技

术，２０１１（１０）：３７－３８．

［４４］刘　义，刘春静，刘淑艳，等．辽宁铁岭榛白粉病病原菌研究

［Ｊ］．菌物研究，２０１３，１１（１）：２４－２６．

［４５］王道明，郑金利．榛叶白粉病药剂防治试验［Ｊ］．中国果树，

２００７（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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