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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花椒种植已成为部分地方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的主要举措，但花椒的栽培品种混淆

问题和地力维持问题却引发人们思考。文章概述了花椒属分类学上的主要种和栽培上的主要品种，

就当今敏感的环境保护、地力维持方面概括分析了同行对花椒种植的生态功能表达研究的情况，同

时针对我州发展的花椒产业，提出了兼顾生态和经济效益的栽培发展方向和需进一步研究的一些

领域。

%&’() 花椒；种质资源；生态功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花椒（./012345678 970:;/078 </4=8>）属芸 香

科花椒属植物，是中国特色的食用辛香料和中药材

之一，我国年产量大约在(!万1左右，主要分布于四

川、甘肃、陕西、河北、山东等地。在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和退耕还林工程过程中，大力扶持和培育花椒产

业，已成为许多花椒产地政府经济增长的重头戏。调

查结果表明，我国花椒种植规模每年以!"?@,"?的

速度递增。陕西韩城、山西芮城、甘肃泰安、河北涉

县、山东莱芜、贵州水城以及四川的汉源、西昌、冕

宁、金阳、汶川、金川等地都是花椒的主产区。重庆江

津也经过多年的努力培育出了“九叶青”花椒，并经

注册商标，推出了先锋花椒品牌，形成了“公司A基

地A农户”的农业产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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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花椒属植物约!#"种，分布在亚洲、非洲、北

美洲的热带和亚热带，温带较少。中国约有花椒属植

物&(种，(&变种，!类型，分类学上一般将花椒属分为

花 椒 亚 属 -79:;0>./012345678 和 崖 椒 亚 属 -79:;0>
B/:/C/（D>）-E20;=F。花椒亚属在我国有(,种+变种，

主要有异叶花椒.>3G/6=H36=78 I=:21及其变种、刺花

椒.>/E/0123J3F=78 KL>及变种、竹叶花椒.>/C8/178
KL>及 其 变 种 、屏 东 花 椒.>M71/=;0N; L2;0、花 椒.>
970:;/078 </4=8及其原变种和变种、浪叶花椒.>
70F76/1=H36=78、岭南花椒.>/7N1C3N=0;0N; O7/0:及其

变 种 、 墨 脱 花 椒.>83173;0N;和 川 陕 花 椒.>J=/N;PQ==
</4=8、野花椒.>N=876/0N O/0E;等。崖椒亚属在我国

有!%种+变种，主要有两面针.>0=1=F78（RC349>）KL、

西畴花椒.>4=E237;0N; O7/0:、大花花椒.>8/EC/01278、

雷 波 花 椒.>6;=93E78 O7/0:、 云 南 花 椒.>Q2/N=/078
O33Q、元 江 花 椒.>57/0S=/0:;0N; O7/0:、贵 州 花 椒.>
;NT7=C36==、勒樘花椒.>/G=E;00/;（D/8）KL> 花椒勒.>
NE/0F;0N UV>、广西花椒.>QM/0:N=;0N;（O/0F>$</PP>）、

青 花 椒.>NE2=0=H36=78 -=;9>;1 .7EE> 朵 花 椒.>8366;
R;2F、大叶臭花椒.>85C=/E/01278 I/66;4 O33Q、椿叶

花 椒 .>/=6/0123=F;N -=;9>;1 .7EE>、 刺 壳 花 椒 .>
;E2=03E/CJ78 O;8N6、日本山椒.>J=J;C=170KL>等〔(!〕。

花椒在目前的退耕还林工程和农村产业结构调

整中被列为主要的生态经济树种。生产上主要栽培

的是花椒、野花椒、竹叶花椒、刺花椒、川陕花椒和香

椒子（青花椒）等种。但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的影响，

加之人为因素的作用，花椒在由野生向栽培驯化的

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的品种（品系），常见的栽培品种

在山西、陕西、河北、甘肃、山东等地的有大红袍（狮

子头、凤椒、大红椒）、小红袍、大花椒（油椒、二红袍、

二性子）、黄沙椒、白沙椒、五月椒、六月椒、八月椒、

香椒子（构椒）、青皮椒等；在重庆、贵州、四川一带的

主要有先锋花椒（九叶青）、红玛瑙（大红袍）、顶坛花

椒（青椒）、正路花椒（南路花椒）、清溪椒（贡椒、子母

椒、娃娃椒）、富林椒、西路花椒（大红袍）、小路椒、金

阳椒、枸椒（野椒、臭椒）等〔(，&〕；在日本花椒栽培面积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W37C0/6 3H X=E2/0: L366;:;·Y/17C/6 -E=;0E; ZF=1=30

[36>()\Y3>,
-;J>\ !""#



最大的品种是朝仓花椒，此外还有葡萄山椒、琉锦花

椒、朝仓野花椒、冬花椒、稻花椒等。由于品种分类依

据各不相同，叫法颇多，反映在科研与生产上，存在

着品种杂乱、名称混淆等问题，也给生产和销售带来

诸多不便。所以分清凉山州花椒的种质资源，对其种

植产业的发展也显得较具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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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花椒的研究和报道主要体现在丰产栽培技术

上，而对花椒的栽培生理、植被生态特征、冠层结构

特征、生态效益功能表达、加工利用等方面研究较

少，有些还处于起步阶段。部分同行已经就地埂花椒

栽植进行了研究，但对成片花椒栽植的生态效益的

研究还未成体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实践，以便为

生产上提供必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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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冠层结构主要指植被枝叶在林分垂直结构

中的分布状况，合理的分布有利于降低降雨雨滴的

势能，减少林内穿透雨对地表的冲刷，增加雨水与土

壤的作用时间，从而减小地表径流；一定的叶面积存

在也可以吸附部分降水。笔者认为理想的花椒植被

至少应具有乔、草和枯枝落叶结合的复层结构。花椒

种植主要以自然开心型和丛状开心型为主，这样有

利于内堂结果枝组对光照的需求，枝条密集时需通

过修剪予以剔除，这主要从经济收益角度考虑的。为

同时获得生态效益上的功效，笔者认为在花椒种植

上可以适当密植，减少林中林窗（空地）；通过修剪控

制适当增加结果枝条密度，使其枝叶紧凑，增大冠层

对降雨的截留量；复合种植，林下种植耐荫性豆科牧

草，一方面增加地表糙度，减少地表径流，另一方面

改善林地肥力和发展养殖业。

!"! !"$6789:
花椒主根较浅，侧根发达，一般分布在$%&’土

层内，形成错综复杂的根系网络。一年生花椒树主根

明显，侧根、须根不发达；两年生花椒树，主根生长衰

退，侧根发达，并且生长迅速，地上部有!()个侧枝；

)(*年生花椒树已进入初果阶段，侧根逐年增多，且

向水平方向发展很快。随年龄的增加，根系垂直向下

分层的量有减少的趋势，但水平分布的增加明显，逐

步向外扩展，盛果期根系最大分布范围可达树冠直

径的$倍左右〔#〕。不同生育阶段，根生长量不同，初、

盛果期根量较大，衰老期根量逐渐减小。

余晓林（!%%)）对甘谷县#+年生大红袍调查结果

显示〔!〕，花椒根系,!’’的毛根占绝大多数，!’’以

上的粗根数量不足)"$-；$%(+%&’左右土层中花椒

根系数量急剧减少；同时发现单株鲜花椒产量与%(
$%&’土层中,!’’的毛根数量间存在比较明显的正

相关关系，而鲜椒产量与总枝数的相关关系不明显。

吴中兴等（#../）研究土质、土层厚度、坡向对花椒根

系影响表明，土壤结构良好，则根系生长良好，根量

大、分布深，地上部生长良好；土层厚度达到+%&’以

上即可栽植花椒，凡是土壤厚度小于+%&’的，花椒

生长不良，树体矮小；花椒地宜选在阳坡和半阳坡

上，不宜选阴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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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群落结构和一定面积的林地植被覆盖规

模是植被水土保持的必要条件。群落结构包括郁闭

度、枯落物厚度和根密度。从水土流失的角度讲，

+%-的植被盖度可称之为“水土保持有效覆盖率”〔$〕；

林地枯枝落叶对防止山地侵蚀具有头等重要的意

义，#&’厚的枯落物层覆盖地表，可以减少土壤侵蚀

量0%-〔+〕；植物根系可以提高土壤抗冲性，根系分布

密度（1 2 &’!）与土壤抗冲性呈幂函数关系。唐克丽

等研究认为，对山区生态产业型植被在考虑生态和

经济效益的情况下的森林覆盖率需达到*%-〔/〕。

对花椒成片种植的生态效益研究较少，虽然陕

西韩城、山西芮城等地早有大规模的培育种植，但研

究还是停留在田边地角花椒的种植上，可能主要因

为以前花椒种植的房前屋后、四旁、田埂的特殊性和

现在的山区农林复合种植模式发展生态经济的要求

所致。对花椒地埂种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地埂花椒

的生态系统功能、根系的抗蚀抗冲性、根系力学强度

以及降低土壤侵蚀性能等方面上。

朱健（#...）研究表明，地埂花椒对农田小气候

有着明显的影响，平均降低风速!0"$#-，降低空气

温度%".$$3，地表温度降低%"*.!$3，空气湿度增加

*".个百分点，蒸发量减少!)"*-，土壤含水量提高

#+".个百分点；地埂花椒对于减少地表径流量，防止

地埂冲刷，固结地埂的作用非常明显，平均降雨截留

率增加#."/$-，地埂毁坏率减少00"!-，土壤侵蚀模

数 降 低!0".4 2 5’!·6， 平 均 根 含 量 （%(+%&’） 达 到

++"!7 2 ’)， 增 加 了 地 埂 固 结 力 ； 土 壤 含 氮 量 增 加

$$")-， 全 磷 含 量 增 加+/".+-， 速 效 钾 含 量 增 加

.!")-，水稳性团粒增加./"*-。王忠林等（#...）研

究得出花椒地埂林固埂保土作用显著，平均侵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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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减少!"#!$%，地埂毁坏度减少!&#’(%，土壤腐殖

质含量、水稳性团聚体含量均高于无林地埂土壤〔)〕。

成片花椒栽植使韩城市森林覆盖率提高了$’%，使

山区森林覆盖率提高了*"%，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万,-*，占椒区面积的(.%以上，椒区的土壤侵蚀模

数由$)!+年的&&)& / 0 1-*·2下降到$))&年的$!"$ / 0
1-*·2。〔$$〕。李会科等（*...）经试验研究表明，在整个

花椒根系中，3"--根是抗拉力的主体，占总拉力的

+)#"+%，其次是4$--根，占总拉力的*"#’"%，$5
"--根最小，占总拉力的$(#$*%；抗剪强度大小是4
$--的根最大，占总抗剪强度的(*#"(%，其次是3
"--根，占总抗剪强度的$)#.)%，$5"--根最小，占

总抗剪强度的!#+&%〔$.〕。

" !"

$）地埂花椒种植在不同程度上都能减少土壤侵

蚀、改善农区土壤环境，达到了生态、经济效益的双

赢，有优于凉山州宁南县的水土保持等高植物篱种

植模式的可能。凉山州也存在较大面积的花椒地埂

种植，只是基本停留在粗放的管理经营上，应结合产

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建设在我州重新培植，规划

应用该模式，形成沿山体等高线的花椒林与农作物

的复合种植带。

*）花椒的成片种植在我州金阳、喜德等多数县

都存在，应加大其生态种植研究力度，在提高其产量

和品质的基础上实现该类地块的可持续经营，陕西

韩城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我州椒———农、椒———草———牧等的复合

生态种植和延长生物链种植模式可以进行一些试点

探索研究，经合理的农作物和牧草配置，完全能达到

花椒产量、品质的提高和花椒地立地条件的改善。

&）对花椒树不同树型的冠层结构和生理特征需

多开展一些研究，以期弥补通过树体内在特征和环

境 条 件 相 结 合 的 研 究 来 分 析 解 决 花 椒 高 落 花 率

（(*%左右）和高落果率（+)%左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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