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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富川I银杏良种产业化示范基地的经营方式是公司+科研院所+农户，主要的栽培技术包括选择良

种，合理整地、密植、嫁接、配置植株，整形修剪，合理施肥，人工辅助授粉，改良土壤理化性状和病虫害防治等。

该示范基地已经成功地定植银杏树100hm2，其中30hm2开始挂果，结果株率达20％，平均株产白果(种核)

1509，最高株产lOOOg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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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usiness opel’ation of fkm plus institution plus far’me-fs is adopted in the Gingko

Industi-ialization Fai m in Fuchuan，Guangxi．The cultivation techniques used on the farm included

selection oi impioved vatieties，soil cultivation，rational density planting，gr’afting，disposing male

fiees，piopeI pluning and manuiing，aitificial polliation，control of diseases and pests and SO

on．The 1 00 hm2 of the farm has been planted with Gingko trees．The trees of ovei 30 hm2 yield

fruits．The fruiting trees account for’20％．The yield of fi’uits of a single tiee is 150 g on

average．The higbest yield ioi a single tr’ee is l0009 upw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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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是我国独存的孑遗植物之一，被誉为植物

中的“活化石”[1]。我国栽培银杏历史悠久，是世界上

银杏的原产地，也是银杏产品供应的最大基地。银杏

是集术才用、食用、药用、绿化为一体的树种，具有较高

的经济价值。银杏具有独特的医疗效果[。]，顺应了西

方发达国家正在掀起的绿色浪潮，使银杏的研究成

为国际上近代植物资源开发的热点之～。为了集中

生产要素，促进银杏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进银杏的

规模化、产业化和集约化发展，广西植物研究所与广

西富川县富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合作，于1999

年在广西富川县东j匕部的石家乡坪珠卡寸建立

200hm2银杏良种产业化示范基地。本文总结报道5

年来银杏良种产业化示范基地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栽

培技术，为规模化种植银杏提供参考。

2004-07-15收稿。

*广西科学院科技基金项目(桂科院研2000一01)资助。

l示范基地的自然条件

示范基地处于111。25 7E，24。55 7N，属于亚热带

季风气候，年均日照1573．5h，日照百分率为35％；

年均气温19．1℃，极端最高气温38．5℃，极端最低

气温一4．1℃，年均积温6993．1℃；年均总降雨量

1667．4 mm，雨日179 d，年均无霜期322 d。

示范基地处于岩溶山区峰丛盆地，是坡度为5。

～15。的低丘陵地，大部分是闲置荒坡和疏残油茶林

地，极少部分是种植玉米和花生的熟地，土壤为第四

纪红土，pH值4．5～5．1，土层厚200～600 cm，适宜

银杏生长。

示范基地处于广西富川县与湖南省江华县交界

地带，公路与319、321国道相接，距离桂林市230

km、距离梧州市260 km，距离广州市380 km；最新

筹建的洛湛铁路在基地附近设有货运中转站，交通

十分方便，为银杏良种产业化示范基地的建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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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良好的运输条件。

2示范基地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栽培技术

2。I经营管理方式

示范基地采用“公司+科研院所+农户”的经营

方式。广西富川县富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金，广西植物研究所出技术，农户出劳力。三方共同

经营，共同承担风险。

示范基地的管理采用萤事会一经理一场长一管

理员一种植户的形式，每一级都有相应的、具体的管

理制度，环环相扣，各行其事，各负其责。实行管理制

度化。

2．2主要栽培技术

2．2．1 选择良种

示范基地选用广西植物研究所科技人员经过

20多年的研究和长期的生产实践选育出来银杏桂

G86—1、桂G87—1、大佛手等品种，以大佛手为主，

占总面积的96％。

这些银杏优良品种具有早熟、皮薄、粒大、质优、

高产、稳产的特点，每Ikg种核在360粒以内，种实

出核率在26％以上，种核出仁率在80％以上，种仁

风味好，香、糯、甜俱佳。

2．2．2合理整地、种植和嫁接

整地采用全垦、挖种植沟方法，沟宽×深为1 m

×0．8 m，种植沟的最底层放10 cm厚的稻草或杂

革。为了使土壤充分熟化，把底士和表土分开堆放，

在秋季挖种植沟，以延长底土的熟化时间，等待底土

充分熟化后即回坑填土，回填土和施基肥同时进行，

基肥一般是垃圾肥35～50 kg，猪粪20～30 kg，麸

肥1～5 kg，磷肥0．3 kg，并与碎土拌匀，填⋯层土

放～层肥，先填表土，后填底土，最后使种植沟表面

形成上凸(30 cm)的长面包型。

银杏种植在1～3月份完成，株行距为3 m×4

m。种植的苗木一是实生苗(93 hm2)，选用2～3年

生健壮、无病害和无损伤的实生苗；二是嫁接苗(7

hm2)，选用优质良种大佛手、桂G86—1、桂G87一l嫁

接苗。雄株配置为3％，种植在地势较高和偏南的风

口处，因为银杏开花期为当地为南风。当年定植的实

生苗当年嫁接，大部分实生苗主要在秋季(9月)进

行嫁接，只有4 hm2的实生苗在春季(2月)进行嫁

接。嫁接根据砧木粗度和嫁接高度留砧长60～100

cm，选用良种无病虫害、已结果树的一年生芽作接

穗。接穗全部来源于广西植物所银杏趄种采接穗园。

每株实生苗接芽3～6个，接芽方向错开，腹接采用

大芽、全封闭包扎，以提高嫁接成活率。嫁接后及时

抹除实生芽，在第2年春季新梢长出30 cm时进行

解绑、摘心，并将摘心下面的4～6片叶摘除，以免被

大风吹掉新梢。

2．2．3适当整形修剪

示范基地的银杏幼树的整形修剪主要包括抹

芽、除萌、摘心、短截、疏剪、捆扎和环剥等。短截和疏

剪在休眠期进行，其它方法在生长期进行。银杏的萌

芽性极强，列书对于基部和主干上萌生的新梢，应在木

质化前进行抹芽和除萌，越早越好。在5月至8月进

行捆扎、环剥是一项促花促果的有效措施，从长远利

益来看，不宜过多，更不宜盲目采用。对生长旺盛的

银杏枝梢进行摘心，促进分枝及枝梢增粗，有利于提

早开花结果。在第2年4月底至5月初新梢长出30

～50 cm日寸选择3～4条壮枝摘心，使其抽出二次

梢，并在二次梢长出40～60 cm时摘心，使枝条粗

壮、芽饱满；第2年重复第1年摘心工作，使每年抽

一次梢变成抽二次梢，增加枝时。量和扩大树冠。连续

2～3a摘心，分枝级数可以达到4～6级，形成小枝

及短枝数量增加的自然圆头形或自然杯状树形。

银杏幼树成形之后，还要继续定期修剪，维持良

好的树形结构，使树冠通风良好，均衡营养生长与生

殖生长，克服大小年，才能达到丰产、稳产、优质的目

的。

2．2．4合理施肥

银杏定植后，淋水保湿对定植当年的幼树生长

甚为重要，否则会直接影响成活率及植株长势。若遇

干旱需及时淋水，并经常松士保持士壤湿润，树盘盖

革保湿降温，以提高成活率。在土层薄、肥力差的山

区更要搞好灌水工作。银杏是既喜水又怕涝的树种，

只要园内积水3～5 d，就会造成落叶、烂根，甚至植

株死亡[3]。因此，在汛期要做好排水工作。

幼龄树施肥分为生长期施肥及休眠期扩坑施基

肥。(1)生长期施肥。第一次施长叶肥，在3月上中

旬进行，以速效氮肥为主，同日寸可‘适量加一些磷钾

肥，也可每株施沤熟的粪水或麸水5 kg；第二次施

壮梢肥，在5月上中旬进行，以磷钾肥为主，氮肥为

辅，每株施硫酸钾o．05 kg～o．1 kg，复合肥o．05 kg

～o．3 kg，因为5月中下‘旬至6月中旬为银杏新梢

速生期、根系生长高峰期，需肥量大，必须及日寸补充

养分，施肥时间宜早不宜迟，促使新梢生长期延长，

促进根系生长；第三次施增粗肥，在7月上中旬进

行，此时期是幼树粗生长加速并进入木质化的过程，

需要氮、磷、钾配合施用，每株施复合肥o．1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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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kg。叶面追肥与施根肥交错进行，每年进行2～

3次，以尿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钾、喷施宝等为主，

浓度0．1％～o．5％，喷至叶背面湿透为止。(2)休眠

期施肥。在休眠期进行扩坑施基肥，以长效性的猪

粪、麸肥、磷肥、沤肥为主，扩坑沟要与原坑长、深一

致为佳，沟宽一般为40～60 cm，可对边扩沟，第2

年换方向再列边扩沟。每株施猪粪10 kg～30 kg、菜

麸1 kg～2 kg、磷肥0．2 kg～0．5 kg，杂草、落叶‘不

限。幼龄树施肥主要是促进营养生长，扩大树冠，为

早实丰产打‘下基础[3]。

2．2。5适时人．T辅助授粉

为了提高银杏的授粉率，减少自然授粉花期不

遇和阴雨天气的影响，示范基地在配置一定比例雄

株的同时，还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人工辅助授粉的关键是授粉时期、授粉方法及

授粉天气。当雄花花穗由绿转黄时即可采回风干取

出花粉备用，待雌花柱头出现一滴又圆又亮的“性

水”日寸即为最佳授粉时期，授粉宜在晴天上午进行。

授粉方法采用人工喷雾授粉。开花少的幼龄结果树，

用1 g花粉兑水0．5 kg，加入2 g白糖和1 g硼砂，

配成花粉水溶液，用手提喷雾器进行喷雾授粉，喷至

花湿为止，座果率可达90％以上。开花多的结果幼

树，用29花粉兑水5kg，加209白糖和109硼砂，配

成水溶液用背式喷雾器进行授粉。授粉时要注意控

制授粉量，以防止结果太多。若结果太多时，应在幼

果出现初期尽早进行疏果，疏果以15～20片叶养1

个果的比例为宜。

2。2．6 改良土壤理化性状

示范基地的土壤偏酸，速效磷、速效钾的含量都

偏低，交换性钙、镁含量极微，属于严重缺钙、镁的土

壤，需要采用改良土壤理化性状才能满足银杏的生

长。每年春夏季问种花生、黄豆、绿豆等豆科作物，利

用豆科作物的固氮作用增加氮肥，并将豆科作物的

秸杆埋入施肥沟，撒上石灰进行沤制；秋冬季种植绿

肥压青，以减轻土壤水分蒸发和减少肥料投入。

2．2．7病虫害防治

根据当地情况，在第1～2年集中力量防治好叶

枯病(Pestalotza ginkgo Hoti)、铜绿金龟甲

(Anomala COT’pulenta Motschulsky)、荔枝拟木蠹

(Arbeladea)；相思拟木蠹蛾(A．balbarana)等病虫

害，从第3年以届主要防治叶桔病和拟木蠹蛾。不形

成大面积危害或危害不严重的金龟子、尺蝮、蓑蛾、

超小卷叶蛾等害虫进行人工扑捉。叶枯病在病害发

生前的4月下旬用25％～50％的多菌灵或70％的

甲基托布津粉剂1000倍喷洒，每月1次，连续喷3

～4次可以有效预防；如果发现有病害再加退菌特

1000倍或用70％代森锰锌600倍液，每隔10天喷

1次，连续喷2～3次可以有很好的效果。拟木蠹蛾

幼虫5月中旬在树干分又、破伤处、木栓断裂处蛀食

韧皮组织，用注射器将10倍的敌敌畏药液注入坑

道，并用黄泥封住坑道口，防治效果达i00％。金龟

子主要在4～5月大量咬食嫩叶，可用氧化乐果

1000倍或敌杀死2000倍+敌百虫1000倍液喷杀。

此外，在冬季清园后用生石灰50份，敌百虫晶体1

份，食盐10份，清水190份，配成涂自剂将树干涂

自，避免害虫在树干上产卵和幼虫在树于越冬，并结

合冬季和夏季的修剪，人工剪除被害枝，并将其连同

地上枯枝、落叶。集中烧毁，有效地防成虫羽化、产卵。

3 结束语

富川银杏良种产业化示范基地已经成功地定植

银杏树100 hm2，其中有30 hm2开始挂果，结果株率

达20％，平均株产白果(种核)150 g，最高株产1000

g以上。

随着示范基地建设的逐步完善和深入发展，示

范基地将发展成为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科技成果转

化、农业综合开发为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区，推动当

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提高

地域知名度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公司+科研院所+农

户”的经营模式，是银杏良种产业化、商业化的一条

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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