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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不仅属于食材，也是一种用途较为广泛的中药材。据古

书记载，酸枣入药具有诸多功效，例如护肝、宁神静气、安眠等，

兼具养生作用，因此在市场上供不应求。酸枣种植产业目前处于

起步阶段，在育苗以及栽培方面仍然存在极大的进步空间。酸枣

具有耐干旱、耐贫瘠、生长发育能力强等优点，适宜于在西北地

区种植，产业前景一片光明。

1陕西省榆阳区酸枣种植现状

陕西省榆阳区是种植酸枣的主要地区，尤以榆阳区的酸枣

种植产业最为兴盛，并且取得了极高的经济效益。榆林地区自然

地理条件十分优越，有着长久的中药材种植历史，气候条件适

中，黄土层较厚，酸枣种植潜力巨大。为了维持市场竞争力，榆阳

区的酸枣种植已经逐渐形成“产业化”以及“标准化”，成为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

榆阳区土地资源丰富，土壤中的重金属以及化学污染较小，

适合种植酸枣，且不与粮食种植发生冲突，气候条件与野生资源

十分丰富，是种植酸枣的理想之地。除此之外，榆阳区便捷的交

通也为酸枣产业化提供了助力，“西部中药材集散交易中心”的

称号当之无愧。

2酸枣育苗关键技术

2.1种子的繁殖

陕西省的土壤条件较差，以砂地、坡地以及荒地居多，土壤

内部营养成分含量不高。由于我国的酸枣种类较多，且品质与日

照强度紧密相关，因此应该选择抗性强、方便管理以及高产的酸

枣种类。酸枣种子以繁殖为主，也可以进行分株繁殖。

第一，种子繁殖。在选择母株时，应该以健康、产量高、抗病

虫害能力强为基本原则，适合采摘的成熟果实一般在九至十月

份呈现出红褐色，将其放置于阴凉、潮湿区域，使得果肉逐渐腐

烂变质。紧接着去除已经腐烂的果实，放于清水中用手轻轻搓

洗，将其与三倍质量的湿润砂搅拌混合，保存于阴凉、潮湿的木

质箱子内部。在冬季彻底封冻之前，将种子在室外阳光充足处挖

坑深埋。坑的深度约为 60cm，之后将与砂混合在一起的种子放入

坑内，最上面覆盖适当厚度的干净砂，压实后盖上野草。除此之

外，在层积过程中，需要经常查看，避免发生霉变而前功尽弃。等

到第二年春季种子开裂后即可取出播种。

第二，分株繁殖。母株应该选择生长发育良好、产量高、种子

大、无病虫害的个体。在春季以及冬季酸枣树休眠时，在紧靠树

干处挖出一条环状沟，宽度约为 50cm，深度与树根持平即可。将

沟内的树根进行清理修剪，以此来促进育苗。当根苗长至 30cm

时，选择发育健壮的作为种子，并且将沟壑填平。以此类推，继续

挖第二条沟，培育一年即可进行种植。当采用分株繁殖时，每亩

的酸枣树产出超过 2000株[1]。

2.2种子处理

酸枣种子的外皮相对较厚，在进行播种工作之前，种植人员

需要将其放置于开水中浸泡，时间为 2～3min，之后捞出放置于凉

水中继续浸泡，时间为 3～5min，上述操作反复进行几次。

2.3配制营养基质

为了增强酸枣种子的生长活力，应该为其配制营养基质，具

体含量为：田地土壤或者山坡土壤占比 70%，黏性泥土占比

20%，农家化肥占比 10%，在筛选后均匀搅拌在一起。为了确保土

壤拥有充足的肥力，可以在其中选择性地添加 2.5kg的磷酸二

铵，能够有效提升育苗效果。为了促进酸枣种子育苗期间的抗病

虫害能力，在种植前应该对其进行仔细的消毒，每立方米种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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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0.5kg的硫酸亚铁，将二者充分搅拌均匀，放置一周左右。该溶

液的浓度可以根据种子实际情况来进行适当调整。在营养基质

抱团且水分不外泄之时即可停止搅拌。

2.4选地与整地

通常情况下，酸枣生长于海拔 1700m以下的山地、丘陵、平

原以及山坡地带，更加能够适应温暖、干燥的自然条件，在地势

较低、容易发生洪涝的地带不适合进行种植，且对土壤品质要求

不高，播种后三年结一次果。种植酸枣最适宜选在土地平整、土

质稀松、有机质含量较高的砂壤土地，附近的水资源较为丰富，

交通运输快捷便利。在刚入冬时进行深耕，深度为 25cm，不施加

化肥，酸枣种子的幼苗根系需要优质的生长环境，在冬耕时节来

临后，每亩酸枣树施加腐烂、成熟的农家肥 3～3.5kg。

在选择好酸枣种植园的位置后，种植户要立即在酸枣种植

园内部开展整地、移栽、播种工作。在此过程中，还应该注意以下

几点：一是需要及时对酸枣种植园内部的杂草、灌木以及枯树枝

进行清理，以免影响酸枣种子的正常生长发育；二是及时进行整

体处理，首先要将酸枣种植园土壤深翻 40cm，紧接着碾碎结块的

大块泥土，以确保土壤内部空气流通顺畅，避免作物在生长过程

中缺氧而发生枯萎，也便于后续的挖掘工作；三是在整地完毕后

把土壤晾晒在阳光下，可以根据当地实际的天气情况以及土壤

湿度灵活调整晾晒时间；四是在酸枣种植园土壤条件可以保证

移栽存活率后，立即开展挖坑工作，坑深 30cm 以上，坑间距在

30～50cm之间，移栽前需要施加坑底肥，其中使用最广泛的是有

机肥料或农家肥料。一般来说，修剪酸枣树要选在三月中上旬，

剪掉部分枯萎的酸枣树侧枝后将其丢弃在园外，避免健康的酸

枣树被病株传染疾病，还有助于酸枣幼苗获取养分，提升发芽概

率，保障酸枣的总体产量和品质。春季最适宜的耕种方式是潜

耕，且在酸枣树苗萌芽之前进行，最迟不能晚于三月中旬。在酸

枣种植园中进行潜耕可以起到防治越冬病虫害以及缓解春季病

虫害的作用，同时还能疏松土壤，清除影响酸枣幼苗生长发育的

杂草，避免过多的杂草与其争夺养分[2]。

2.5播种方式

播种前需要将配制好的营养基质放入袋内，紧紧压实，之后

垂直放置在苗床上。四周用土袋堵起来，避免发生倒塌而导致酸

枣幼苗被压死。正式播种前要充分浇水，每个营养基底上放置数

颗已经露白的酸枣种子，在其上方覆盖较为湿润的土壤。

2.6田间管理

在酸枣种子出苗完毕后，种植户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田间

管理上，仔细检查酸枣种子的出苗状况，如果发现问题，需要立

即开展补苗工作；如果出苗后的酸枣种子幼苗颜色发黄或者营

养成分不足，可以根据实际的生长发育情况对其进行施肥，确保

其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拥有充足的养分。除此之外，控制好酸枣种

子的生长周期使其生长速度一致，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并且

合理地应用农业技术来促进酸枣种子产量以及品质的提高。在

每一个阶段，酸枣种子的生长发育都离不开充足的养分，种植户

应该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施肥，以此来促进产量提高。此外，酸枣

种子在生长过程中需要足够的水分，因此灌溉工作必不可少，在

施肥之前应做好灌溉幼苗的准备，但是需要注意避免灌溉过量

而导致酸枣种子被淹死。

3酸枣栽培关键技术

3.1酸枣幼苗栽植

酸枣幼苗的栽植工作一般选在秋季落叶期进行，需要注意

酸枣树的防寒保暖，避免其被冻伤。春季栽植的苗木的成活率没

有秋季高，因此不建议选在这个时期进行。除此之外，应该把控

好种植密度，进行栽培之前挖出不足 1m深的定植穴，并施加适量

的有机肥，与土壤混合均匀后灌水，待水分充分下沉后进行栽植。

3.2嫁接处理

酸枣嫁接时间一般从 3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 4月下旬，

甚至 5月上旬。嫁接位置综合确定，一般在距离地表 5～10cm处

嫁接，主要采用劈接法、插皮嫁接法或者切接法。新株生长发育

阶段一般追肥 3次，每株追施优质有机肥 10kg，追肥结束后及时

灌溉[3]。

3.3酸枣种植园管理

秋后枣园深翻 15～20cm，在树盘周边 15～20cm的范围内覆

盖秸秆，以增温保墒，同时对土壤进行改良。栽培一至两年后，每

年进行三次中耕除草，保持土壤疏松，不存在杂草。施肥主要以

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采收后及时施入基肥，环状沟或者放射

状沟施用，每亩需完全腐熟的有机肥 2000～4000kg。后期以磷钾

肥为主。在酸枣的生长过程中，每间隔 10～15天进行一次叶面喷

肥，常用 0.3%～0.5%尿素溶液、0.2%～0.3%磷酸二氢钾溶液或

0.1%～0.3%硼砂溶液。结合田间墒情分别在枣树萌芽前、开花前、

果实膨大期和果实成熟期各灌溉一次，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推广

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

3.4病虫害防治

在酸枣幼苗生长发育过程中，为了确保成品的产量与品质，

避免土壤养分流失过多，种植户需要做好清理杂草以及病虫害

防治工作。如果播种前种植区域内的杂草过多，应使用专业机械

对耕地进行除草工作，直到耕地内的杂草数量不影响酸枣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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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长发育为止。在酸枣种子播种完成后至发芽前这段时间，

种植户也要进行封闭式除草。在防治病虫害工作方面，必须做到

未雨绸缪，加大预防力度，种植户可以将以往种植酸枣过程中经

常出现的病虫害记录作为参考，提前对酸枣种子进行病虫害防

治处理。在酸枣幼苗出苗后，可以采用喷洒农药的方式来防治病

虫害，以保证种植户的经济效益。通常来讲，目前最为常见的病

虫害有以下几种：

第一，枣疯病。该病主要由病毒引起，酸枣的叶子、花以及果

实会被侵害，严重时会伤及树根。酸枣花在感染后会出现畸形分

化，雄蕊变成叶子，雌蕊变成树枝。发病初期，主芽以及侧芽呈现

出较为鲜艳的黄色，发病后期会出现表皮腐烂甚至死亡的情况，

最终导致结出的果实有大有小、凹凸不平、颜色不均匀，并且失

去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给种植户带来经济损失。为了有效预防

枣疯病，种植户在发现病株后应该将其及时清除，可以选择深埋

或者焚烧的方式，之后使用生石灰给土壤消毒。除此之外，还需

要使用农药消灭传播病毒的害虫，每亩耕地喷洒 20%盐酸粉剂

50g，再加上 1kg生物菌溶液，每三天喷洒一次，连续喷洒 3次。最

终在根部施肥，每株酸枣树施用 1kg木质素菌肥，连续施用 3

年。通过上述操作，酸枣树的存活率能够超过 75%。

第二，锈病。酸枣的叶子在感染病毒后会变成灰绿色，发病

后期生成褐色斑点，每年七月份为锈病高发期。为了防治该病，

种植户户应该在雨季来临之前修剪老叶、病叶以及将要落下的

叶子，确保酸枣生长环境的干净与清洁。等到进入果实膨大期，

可以在叶面喷洒 70%甲基硫菌灵粉剂溶液，每三天喷洒一次，连

续喷洒 3次。

第三，刺吸式口器害虫。蚜虫、白粉虱均属于此类害虫，通过

刺吸式口器来吸取酸枣叶片的汁液，导致叶片发育不良，并且成

为传播病毒的载体，染病严重时酸枣叶片会变成灰黑色。为了消

灭刺吸式口器虫害，种植户应该在田间悬挂黄色的粘虫板，在发

病初期使用 70%吡虫啉水溶液 3g以及 4.5%高效氯氰溶液 30mL

进行喷洒。

第四，桃小食心虫。这类害虫会啃食果肉，导致其营养不良，

并且不断传染给其他果实。当气温高于 20℃时，种植户在下午使

用 300g苏云金杆菌悬浮溶液对叶面进行喷洒；当气温较低时，

每亩酸枣树使用 1.8%阿维菌素溶液对叶面进行喷洒，以此来降

低桃小食心虫的危害[4]。

3.5组建监测与防治小组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与酸枣种植领域的专业科研机构开展战

略合作，以此来提升本地酸枣种植产业的抗病虫害能力，并且根

据实际发展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病虫害监测机制。要想实现对

于病虫害的有效追踪监测，离不开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运用不同

的表现形式来直观展现出害虫的迁徙路线与集中区域，并且在

合适的时机进行预警，为种植户预留出更多的反应时间，减少经

济损失。检测系统可以自动记录有关病虫害的相关数据，为下次

防治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建立病虫害防治与预警系统能够起

到重大作用，具有防控成本低廉、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小等优点，

事半功倍。除此之外，在监测到潜在的病虫害威胁之后，防控小

组能够通过线上或者线下平台得到第一手消息，以便于制定下

一步病虫害防治计划。

在病虫害问题发生前，政府相关部门、专业科研机构以及气

象通信部门应该精诚合作，最大化地发挥出各自的作用。在充分

分析研究病虫害的基本信息后，共同商量并制定有效的防治预

案。与此同时，过硬的专业素质是防控小组所必须具备的，为了

保护酸枣种植户的合法利益，病虫害防治小组成员应该具有牺

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小组成员各司其职，在病虫害问题来临之前

准备好防控物资。工作之余，防治小组还可以派遣业务能力过硬

的技术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组织农民开展酸枣病虫害防治技

术培训，以此来促进其认知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应该最大程

度地发挥出农业科技领域特派专家的指导作用，将其经验与技

术优势转化成病虫害防治工作的成果，以此来实现高效的病虫

害防治目标[5]。

总而言之，酸枣种植前景较为广阔，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陕西省的地理条件适合酸枣的生长发育，为了促进农民经济效

益的提升，政府相关部门应该予以扶持，根据实际发展情况来制

定科学、合理的育苗以及栽培方案。除此之外，该领域的专家应

该积极寻求升级酸枣种植模式的最佳途径，打破固有的思维认

知局限，为我国酸枣种植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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