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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绿色栽培与病虫害防治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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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全面探讨花椒的绿色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关键技术。从花椒的生长环境与特性出发，详细阐述了

产地选择、品种选育、科学施肥、整形修剪等绿色栽培技术；同时，针对花椒病虫害问题，提出识别监测、农业防

治、生物防治、物理与机械防治等综合防治策略。旨在通过生态友好的方法，促进花椒健康生长，减少化学农药使

用，保障花椒的高产优质与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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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椒生长环境及特性

花椒，作为我国传统的调味佳品及中药材，其生长

环境与独特的生理特性紧密相关，共同孕育了这一芳香

四溢、风味独特的作物。花椒主要生长于温带至亚热带

地区，尤其偏爱阳光充足、温暖湿润但又能适应一定程

度干旱与半干旱环境的山地或丘陵地带。这些地方往往

具备丰富的日照资源，年日照时数可达2000小时以上，
为花椒树提供了充足的光合作用条件，有利于其养分积

累和生长发育。土壤方面，花椒树对土壤的要求相对宽

松，但在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且富含有机质

的壤土或沙壤土中生长最为理想。适宜的土壤pH值一般
介于6.5至7.5之间，既不过于酸化也不过于碱化，有利
于根系的呼吸和营养吸收。此外，花椒树还具有较强的

耐旱性，能够在降雨量适中或偏少的地区茁壮成长，但

同时也需要适时的灌溉来保证其在极端干旱条件下的生

存能力。在生长习性上，花椒树为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其枝条密集，树皮暗灰色或灰褐色，带有细裂纹和突起

的小皮刺。叶片多为奇数羽状复叶，小叶对生，具有浓

郁的香味和麻味，这是花椒特有的感官特征。花椒的花

期一般在春季，花色多为白色或淡黄色，聚集成伞状花

序，具有较强的观赏价值[1]。果实在夏末秋初成熟，初期

为绿色，逐渐转变为红棕色，果实内藏有多颗黑色的种

子，包裹在具特殊气味的油腺之中，这就是我们所熟知

的花椒粒。花椒树不仅生命力顽强，而且具有较强的抗

病虫害能力，这使得其在栽培管理上相对简便；为了实

现花椒的高产优质，仍需关注土壤改良、合理施肥、适

时修剪及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措施，以营造良好的生长环

境，促进其健康生长和发育。

2 花椒绿色栽培技术

2.1  产地选择与环境要求

花椒的绿色栽培，其基础在于审慎而科学的产地选

择。理想的花椒产地，首先需具备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

充足的温暖湿润气候，犹如滋养花椒生长的温床，年日照

时数应在 2000 小时以上，如此方能确保花椒植株充分进
行光合作用，为其生长发育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同时，

产地的排水性能至关重要。良好的排水系统能够有效避免

积水问题，防止因积水而导致的根部病害，为花椒根系营

造一个健康、稳定的生长环境。在土壤方面，以土层深

厚、疏松肥沃、有机质含量高的壤土或沙壤土为最佳选

择。这样的土壤质地能够为花椒根系的伸展提供广阔的空

间，并且富含的有机质能够持续为花椒生长提供养分。此

外，土壤的 pH 值应保持在 6.5 至 7.5 之间，这个范围既能
够满足花椒根系对土壤酸碱度的要求，又有利于土壤中微

生物的活动，进一步促进养分的转化和吸收。更为重要的

是，产地周围必须远离污染源。

2.2  品种选择与种苗培育
在众多的花椒品种中，应优先挑选那些能够适应当

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品种。这样的品种经过了自然的筛

选和适应过程，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和生长优势。同

时，抗病性强的品种能够有效抵御各种病虫害的侵袭，

减少农药的使用，为绿色栽培奠定基础。此外，产量

高、品质优的品种能够为种植者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满足市场对优质花椒的需求。在种苗培育方面，需从健

壮的母树上采集种子。这些种子经过严格的去杂处理，

去除杂质和不良种子，确保种子的纯度。接着进行消

毒，杀灭种子表面可能携带的病原菌，为种子的萌发创

造良好的卫生条件。催芽则是激发种子活力的重要步

骤，通过适宜的催芽方法，使种子在适宜的条件下迅速

萌发。在育苗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水肥管理。合理的施

肥能够为种苗提供充足的养分，促进其生长发育；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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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量的浇水能够满足种苗对水分的需求，保持土壤湿润

但不过湿；还要密切注意防治病虫害。通过采取综合防

治措施，如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确保种苗生长健

壮、根系发达，为花椒的绿色栽培奠定坚实的基础；采

用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方式[2]。

2.3  科学施肥与水分管理
为了实现花椒的绿色、健康生长，应根据花椒的生

长发育规律和土壤养分状况，精心制定合理的施肥计

划。在施肥过程中，必须坚持有机肥与无机肥相结合的

原则。有机肥富含丰富的有机质和各种营养元素，能够

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为花椒生长提供持久的

养分供应；无机肥则具有养分含量高、肥效快的特点，

能够在花椒生长的关键时期迅速补充所需养分；注重平

衡施肥，避免过量使用化肥至关重要。过量使用化肥不

仅会导致土壤板结，破坏土壤结构，影响根系生长，还

会造成环境污染，违背绿色栽培的理念。同时，要加强

水分管理。根据花椒的生长需水和土壤墒情，适时进行

灌溉和排水。在干旱季节，花椒面临着水分短缺的压

力，此时要及时补充水分，保证花椒的正常生长。可以

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

率；在多雨季节，过多的雨水可能导致积水，因此要加

强排水工作，防止积水导致根部腐烂； 通过合理的水分

管理，为花椒创造适宜的水分环境，促进其生长发育和

产量提高。

2.4  整形修剪与花果管理
通过合理的整形修剪，可以有效地调整花椒树的树

形结构。良好的树形结构能够提高光能利用率，使花椒

树的各个部位都能充分接受阳光照射，进行光合作用，

为生长发育提供能量；提高通风透光性，减少病虫害的

发生。在幼树期，主要进行定干、培养主干和主枝等工

作。定干能够确定花椒树的高度和基本树形结构，为后

续的生长发育奠定基础。培养主干和主枝则是构建花椒

树骨架的关键步骤，确保花椒树具有稳定的结构和良好

的生长态势。在成龄树期，则需进行疏枝、短截、回缩

等修剪措施。疏枝能够去除过密的枝条，增加通风透光

性；短截可以刺激新梢的生长，增加结果枝的数量；回

缩则可以调整树体的大小和结构，保持树势的平衡；花

果管理也是花椒绿色栽培的重要内容。在花椒的花期和

果期，要加强疏花疏果工作；合理控制负载量，避免过

多的花果消耗过多的养分，影响果实的品质和产量；还

需采取保花保果措施，如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等。这些

措施能够提高花椒的坐果率和产量，确保花椒的丰收。

3 花椒病虫害防治关键技术

3.1  病虫害识别与监测
花椒在生长过程中面临着多种病虫害的威胁，准确

识别病虫害并进行有效的监测是防治的关键第一步。首

先，种植者需要熟悉常见的花椒病虫害特征。例如，

花椒锈病在叶片上会出现锈色斑点，随着病情发展，斑

点会逐渐扩大并连接成片，严重影响花椒的光合作用。

而花椒蚜虫则以吸食花椒汁液为生，导致叶片卷曲、生

长不良。为了实现有效的监测，可以采用定期巡查的方

式。种植者应定期观察花椒树的叶片、枝干、花朵和果

实等部位，查看是否有病虫害的迹象。同时，可以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如安装病虫害监测设备，这些设备能够

实时监测花椒园的环境参数，如温度、湿度、光照等，

并结合病虫害发生的规律，提前预警可能出现的病虫害

风险。另外，还可以建立病虫害监测档案，记录每次巡

查的结果、病虫害的种类和严重程度等信息。通过对这

些档案的分析，可以了解病虫害的发生趋势，为制定科

学合理的防治措施提供依据[3]。

3.2  农业防治技术
农业防治技术是花椒病虫害防治的基础措施。一方

面，合理选择种植地和品种至关重要。应选择土壤肥

沃、排水良好、阳光充足的地块种植花椒，这样的环境

有利于花椒树的生长，增强其抗病虫害的能力。在品种

选择上，优先选择抗病虫害能力强的优良品种。另一方

面，加强田间管理也能有效预防病虫害。合理施肥可以

提高花椒树的营养水平，增强其免疫力。应根据花椒树

的生长阶段和需求，科学施用有机肥和化肥，避免过量

施肥造成土壤污染和植株生长不良。同时，及时修剪花

椒树也是重要的管理措施。修剪可以去除病虫害枝条、

过密枝条和弱枝，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虫害的滋

生；清洁田园也是农业防治的重要环节。及时清除花椒

园内的落叶、枯枝、杂草等，减少病虫害的越冬场所和

繁殖基地。在冬季，可以对花椒树进行涂白处理，既能

防止冻害，又能杀灭在树干上越冬的病虫害。

3.3  生物防治技术
利用天敌昆虫是生物防治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

瓢虫可以捕食花椒蚜虫，寄生蜂可以寄生在花椒害虫的

体内，从而控制害虫的数量。可以通过引入天敌昆虫或

者保护和利用本地天敌昆虫来实现生物防治；利用微生

物制剂也是生物防治的有效方法。一些细菌、真菌和病

毒等微生物可以感染并杀死花椒病虫害。例如，苏云金

杆菌可以防治花椒害虫，白僵菌可以防治花椒天牛等。

在使用微生物制剂时，应注意选择合适的制剂种类和使

用方法，以确保防治效果；生物防治还可以通过植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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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物来实现。一些植物提取物具有杀虫、杀菌的作用，

可以作为天然的农药使用。例如，大蒜提取物、苦参碱

等对花椒病虫害有一定的防治效果。同时，生物防治技

术需要与其他防治方法相结合，形成综合防治体系，以

提高防治效果。

3.4  物理防治与机械防治
物理防治和机械防治是利用物理手段和机械设备来

防治花椒病虫害的方法。物理防治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

种：一是灯光诱杀：利用害虫的趋光性，在花椒园内

安装黑光灯、频振式杀虫灯等，吸引并杀死害虫。这种

方法对花椒蚜虫、花椒天牛等害虫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二是色板诱杀：使用黄色、蓝色等有色粘虫板，诱捕具

有趋色性的害虫，如花椒蚜虫、白粉虱等。粘虫板可以

悬挂在花椒树的周围，定期更换，以保持良好的诱杀效

果。三是高温处理：对于一些土壤传播的病虫害，可以

通过土壤高温消毒的方法进行防治。在夏季高温季节，

将土壤翻耕后覆盖塑料薄膜，利用太阳能提高土壤温

度，杀死土壤中的病原菌和害虫。物理防治和机械防治

方法具有操作简单、无污染、对环境友好等优点，但也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防治效果可能不如化学防治明

显，需要与其他防治方法结合使用。

4 绿色栽培与病虫害防治综合策略

绿色栽培与病虫害防治的综合策略是现代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生态友好的方法促进

作物健康生长，同时有效控制病虫害，减少化学农药的

使用，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这一策略的核心在

于采取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将农业生态系统看

作一个整体，通过优化栽培环境、选用抗性品种、科学

施肥与灌溉、合理轮作与间作套种、生物防治与物理防

治等多种手段相结合，构建一个有利于作物生长而不利

于病虫害发生的生态系统。

在绿色栽培方面，根据作物的生态习性和市场需求，

选择适宜的产地和抗性品种，为作物提供适宜的生长条

件。同时，加强土壤管理，通过深耕改土、增施有机肥等

措施，改善土壤结构和提高土壤肥力，为作物生长奠定坚

实基础。在施肥与灌溉上，坚持科学配方施肥，合理施用

化肥与有机肥，避免过量使用导致环境污染和作物品质下

降；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分利用效率，减少水资源

浪费。另外，通过整形修剪、疏花疏果等措施，调节作物

生长，提高光能利用率和果实品质[4]。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强调预防的重要性，通过加强

田间管理，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基数。具体措施包括及时

清除田间杂草和病残体，降低病虫源数量；合理控制种

植密度和负载量，保持田间通风透光良好；利用天敌、

生物农药等生物防治手段，增强自然调控能力；采用物

理防治方法，如设置黄板诱杀蚜虫、灯光诱杀成虫等。

在必须使用化学农药时，应严格遵守农药使用规定，选

择低毒、高效、环境友好的农药品种，并合理确定用药

时机、方法和剂量，减少对环境和作物的影响。绿色栽

培与病虫害防治的综合策略是一种集生态、经济、社会

效益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

结束语

综上所述，花椒的绿色栽培与病虫害防治是保障其

高产优质、生态安全的关键。通过科学选地、合理施

肥、整形修剪等栽培措施，结合病虫害的识别监测与综

合防治策略，可以有效提升花椒的产量与品质，同时减

少化学农药对环境的污染。未来，应继续深化绿色栽培

技术研究，推动花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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