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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造成银杏 (Ginkgo biloba L. )大小年结果的原因 认为银杏形成大小年结果现象是由于树体营养失

调 ~ 授粉过量 ~ 品种间成花差异 ~ 种植密度不当 ~ 雄株数量少 ~ 不良的气候因素的影响等造成的 G 提出加强水肥

管理 合理修剪 ~ 适量授粉 大年疏果定产 ~ 小年保花保果 撑枝吊枝 防旱排涝 综合防治病虫害等技术措施来

克服银杏大小年结果的发生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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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Ocal farms the malnutritiOn Of trees excess pOllinatiOn dif ferent blOssOm periOds
Of Varieties imprOper density Of trees feWer male trees bad Weather are the main causes Of
alternate bearing Of Ginkgo biloba.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sOme measures are released as
fOllOWs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in fertiliZatiOn and irrigatiOn prOper pruning thinning in
high-yield year keeping f lOWers and fruits in lOW-yield year bracket and integrated cOntrOl Of
diseases and pests.
Key words: Ginkgo biloba  bearing alternate causes measure

银 杏 ( Ginkgo biloba L. )具 有 极 高 的 经 济 价 值

和药用价值[1]G 其种核营养丰富 是我国的传统出口

产品[2]G 银杏叶子含有黄酮甙 ~ 银杏内酯 ~ 白果内脂

等多种药用成份 由银杏叶的提取物制成的药剂 在
治疗心血管疾病 ~ 哮喘 ~ 高血压等疾病上有独特的疗

效 在国际市场上销量巨大[3]G 银杏材质优良 树形

美观 是庭园绿化的珍贵树种[4]G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至 20 世 纪 90 年 代 中 期 

银杏种植 ~ 栽培 ~ 加工在全国各地都得到迅速发展 
尤其江苏 ~ 山东 ~ 安徽 ~ 河南 ~ 湖北 ~ 广东 ~ 福建 ~ 广西

大力发展银杏 G 但是 长期以来 银杏大小年结果现

象在广西乃至全国银杏产区 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部分严重的竟成为隔年结果 G 据桂林水果办统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广西最高产量为 1988 年的 2400t 
而 1989 年 出 现 明 显 小 年 产 量 为 1337t; 20 世 纪 90
年代产量最高为 1998 年的 2600t 1999 年产量只有

1800tG 银杏大小年结果现象严重地阻碍了银杏生产

的发展 G 从 1997 年起 我们针对银杏大小年结果这

一问题 对广西主要产区的兴安 ~ 全州 ~ 灵川等县进

行调查 G 同时在广西植物研究所 2hm2 早实丰产园

进行观察和试验 总结出银杏大小年结果的成因及

其克服技术 G

1 银杏大小年结果的主要原因

1. 1 树体营养失调

目前银杏的生产管理还很粗放 水肥常常供应

不足 特别是结果多的年份 树体对营养竞争激烈 
得不到足够的营养 树体营养失调 G 树体所吸收的养

分主要用于种子生长发育 而树体又没有得到及时

补充 收不敷出 G 这样 春季不能长好枝叶 夏季不能

形成花芽 翌年难于结果 有时甚至造成 2~ 3a 才能



恢复生机 重新结果 
1. 2 授粉过量

银杏成花容易 花量大 人工授粉可大幅度提高

座果率 但是 许多果农为追求产量 往往过量授粉 
造成单株结种数量过多 枝梢坠断 树势衰弱 病虫

害发生严重 从而大幅度降低白果品质 导致第 2 年

为小年或绝收 甚至整个植株死亡 
1.  品种间成花有差异

银杏不同品种间的开花结果习性 ~ 肥水要求和

对温度的要求不同 成花有差异 其丰产性和稳产性

也有差别 如大佛手 ~桂 G87-1 等品种的树势好 抗
逆性强 产量较稳产 大小年现象不明 显;桂 G86-1
的大小年结果现象却较严重 
1. 4 种植密度不当

由于银杏速生早实丰产技术的推广 许多早实

丰 产园为追求前期产量 种植过密 < 2m> 3m 2m>
3. 5m 和 2m> 4m 等D  银杏密植后 光照不足 易感

病虫害 不利于花芽分化 易造成大小年结果现象 
例如 广西植物研究所 1986 年采用桂 G86-1 品种建

立的 1333m2 早实丰产园中 种植密度为 2m> 4m 
1996 年 种 实 产 量 达 到 25500kg/hm2 1997 年 和

1998 年产量则低于 12000kg/hm2 
1. 5 雄株数量少 花粉量不足

目前银杏的授粉树基本上是 30a 树龄的老树 
因在 20 世纪 70 年代大批银杏雄树被砍伐作木材利

用 导致雄株数量少 花粉量不足 有的雌株不能授

粉或授粉不良 产量降低 另一方面 许多果农在采

雄花时 采用砍伐枝条的方式 造成雄树受损严重 
加剧了花粉不足的局势 另外 在广西 目前雄株早

花品种占多数 晚花雄株品种少 使得部分晚熟雌株

授粉得不到保障 
1. 6 受不良的气候因素影响

桂林地区 春天一般都是阴雨绵绵 银杏雄花的

花粉囊不易开裂散粉 有时花粉囊开裂 常遇下雨天

气 花粉被雨水冲洗掉无法飘散到雌花上授粉 
近些年来 由于冬季变暖 气候反常 银杏雄花

在温度升高时可提前开散 例如 1999 年和 2000 年 
桂林地区 2 月份就出现比较高的温度 部分雄花提

前张开 然后遇到低温阴雨 到开花期的 4 月份再开

散 造成雄花花粉质量差 雌花授粉和受精不良 开

花坐果困难或引起落花 出现产量过低 形成小年结

果 

2 克服银杏大小年结果的技术措施

2. 1 加强水肥管理

银杏树势以中偏旺最为理想 表现为结果枝粗

壮 新梢生长粗壮 生长量 30Gm 以上 每枝抽梢 2~
3 个 叶大而浓绿 每个短枝上着生叶 片 6 枚 以 上 
萌芽早 落叶迟 因此 为了确保树体健壮 克服大小

年 应重施基肥 增施追肥 
加强水肥管理 需根据银杏各生长发育阶段对

养分的不同需求 在花前 ~ 花后 ~ 生长旺盛期及采后

都应要及时施肥 全年土壤追肥 4 次 扩坑重施基肥

1 次 叶面追肥 3~ 4 次 第 1 次于 3 月上旬进行 施
开花展叶肥 以速效氮肥为主 每株施 尿 素 0. 75~
1. 0kg 沤熟花生麸水 5kg<折合干麸 0. 5kgD ;第 2 次

施肥于 5 月上旬进行 此期银杏进入新梢速生期及

开花座果消耗大量养分 需肥较多 应以复合肥为主

< 每 株 1. 0kg D  增 施 少 量 钾 肥 < 每 株 施 硫 酸 钾

0. 5kgD  以便及时补充花后消耗的大量营养以及促

进枝梢和果实生长及花芽分化 第 3 次施肥于 6 月

底至 7 月初进行 此期银杏枝梢进入增粗生长和果

实进入膨大 ~硬化期 种仁开始大量积累养分 需氮 ~
磷 ~ 钾全面配合施用 每株施复合肥 0. 75~ 1. 00kg;
第 4 次施肥于采果后的 9 月中下旬进行 此时处于

光合养分大量回流 根系第 2 次生长前夕 这时施肥

能延迟落叶 增加树体养分的积累 以利次年开花结

果 这次施肥以氮肥为主 适量配合磷 ~钾肥 每株施

尿素 0. 25kg 复合肥 0. 25kg[7] 另与土壤追肥交叉

进行 3~ 4 次叶面肥 用 0. 2%~ 0. 5%的尿素 ~ 磷酸

二氢钾 ~复合肥喷施叶面 冬季 12 月至翌年 1 月进

行扩坑施肥 以腐熟的猪 ~牛 ~鸡粪等有机肥为主 另
外还可充分利用果园周围的杂草和绿肥施肥 
2. 2 合理修剪

银杏以短枝结果为主 短枝的大小 ~ 强弱 ~ 枝龄

等是结果量的重要因素 因此 可以从修剪上加以调

节 大年结果年份 结果多 营养枝少 冬剪以轻剪为

主 只剪除枯枝 ~弱枝 ~衰老枝及病虫枝 多保留营养

枝;辅以夏季修剪 疏去一些密弱枝 促发新梢 小年

结果年份 营养生长较旺 可适当重剪 有疏有缩 控
制次年花量 平衡树势 
2.  适量授粉

人工辅助授粉固然是提高银杏产量的一项重要

措施 但授粉过量 树体超负荷结果 常会造成减产

和绝产 人工授粉时严格控制授粉量 按照@满树花 ~
半树果 ~ 半树花 ~ 满树果 ' 的原则 花量多时 要少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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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以控制结种数量;花量少时 应多授粉[5]0授粉宜

选睛天或阴天 在上午 1O: OO~ 11: OO 进行0
2. 4 大年疏果定产 ~ 小年保花保果

对大年树 结果太多时 应在幼果出现初期尽早

疏果 减少果实对养分的消耗 有利于新梢的生长0
在桂林地区 一般于 5 月上旬和中旬分两次进行疏

果0 树体高大的疏果 可用小镰刀缚在小竹杆上 割

去过密种子 但操作要细心进行 防止伤害枝叶0矮 ~
密丰产园的疏果 可用小剪刀或枝剪直接疏果0疏果

原则以 25~ 3O 片叶养 1 个果比较宜0树势旺的可适

当多留种 反之则适当少留种 一般每个短枝留种 2
~ 3 个0

除人工疏果外 可进行药剂疏果0 方法可用 1OO
> 1O-6~ 2OO> 1O-6的萘乙酸溶液喷施0喷施后能使

3O%~ 5O%的果实在 7~ 1Od 内脱落0 需要注意的

是 萘乙酸先用酒精溶解 加水稀释到适当的浓度拥

于疏果0 药剂疏果前 最好在一个枝上作少量试验 
试验成功后 再应用于全树0药剂疏果 还要适时 疏

果过早 还看不到是否有必要的疏果; 疏果过迟 植

株养分消耗过多 收不到疏果的效果0
小年的结果树花量较少 应多进行人工授粉0采

用混水喷雾法将花粉和水混合 并加入少量白糖和

硼砂用背式或高压喷雾器 在雌株树冠周围均匀地

喷洒0 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座果率和保种0
2. 5 撑枝和吊枝

银杏枝条的抗压力较弱 大年银杏树结果多的

枝条负担过重 如遇强风 极易断裂 因此要及时进

行撑枝和吊枝0在广西桂林地区 银杏雌花于 4 月上

中旬开花 4 月中下旬出现幼果 8 月底  月初种实

成熟0种实生长发育过程中 以 5 月初至 6 月中旬的

4Od 生长最快 到 7 月 25 日种实生长停止0 撑枝和

吊枝时间一般在 6 月初进行0
2. 6 防旱排涝

银杏在有淹水 ~ 积水地的厌氧条件下根系吸收

能 力 下 降 易 出 现 生 理 凋 萎 长 期 积 水 易 使 根 皮 腐

烂 丧失吸收能力而导致树体死亡[8]0 桂林地区 3~
6 月份雨水较多 要搞好排水沟 防止树下积水0 干

旱可使银杏叶片黄化 ~ 凋落和枝梢生长受抑制0桂林

地区 7 月份以后进入高温干旱季节 有条件的地方

应当适当灌水 保证树体正常生长发育0还可以在树

盘覆盖杂草或绿肥等遮阴保湿0
2. 7 加强病虫害的综合防治

银 杏 常 常 受 到 叶 枯 病 ~ 银 杏 超 小 卷 叶 蛾

(pammene gznkgozCola) ~ 铜 绿 金 龟 子 (anomala
Corpulenta motsChulsky) ~ 大 绿 象 虫 (f ypomeCes
sguamosus fabrzCzus) 等危害0

银杏叶枯病发生较多 ~ 较重 主要在高温 ~ 高湿

的 6~ 8 月份发生0 广西桂北地区每年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幼树和弱树开始发病 大树于 6 月下旬发病 
7~ 8 月份为发病盛期 到 1O 月份发病缓慢0 可以采

取如下措施进行防治: ( 1)做好冬 ~ 春季节的清园工

作 清 除 病 害 的 初 侵 染 源0 清 园 后 用 波 尔 多 液 或

5O%多菌灵 8OO~ 1OOO 倍液全面喷果树及树下地表

1 次 并用石灰浆或硫磺石灰浆涂白 树 干 比 例 是:
生石灰 1Okg 硫磺粉 1kg 食盐 1kg 植物油 O. 1kg 
清 水 2Okg; ( 2)加 强 果 园 的 土 ~ 肥 ~ 水 管 理 增 强 树

势 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 ( 3)合理使用农药 适时进

行化学防治0 预防要在极易诱发叶枯病的高温高湿

气候来临之前喷药0 在广西桂北地区近年来多是 5
月中 ~ 下旬开始有高温高湿天气 所以应在每年 4 月

银杏萌芽展叶后不久 就要开始进行喷药预防0 在 4
月下旬开始第一次药剂防治 以后根据天气情况安

排喷药时间 一般间隔 1O~ 15d0药物选用 7O%甲基

托 布 津 ~ 5O%多 菌 灵 等 广 谱 性 杀 菌 剂 浓 度 8OO~
1OOO 倍液 喷药的同时结合 叶 面 追 肥 有 利 于 叶 片

的吸收和节省开支 减少劳动量0 发病后 在 5 月下

旬至 6 月上旬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 7 月中下旬至

8 月 上 旬 喷 3~ 4 次 药 药 剂 可 选 用 75%百 菌 清

1OOO 倍 7O%代 森 锰 锌 6OO~ 8OO 倍 5O%退 菌 特

8OO~ 1OOO 倍0 为增强药物在叶片上的吸附能力 喷

药时可加少量 O. 1%~O. 2%中性洗衣粉或 O. 1%~
O. 2%尿素0

银杏超小卷叶蛾幼虫为害以短枝为主 次为当

年生长枝 幼树为新梢基部 为害后 使幼树枯死 枝

上 的 叶 或 幼 果 枯 萎 死 亡 易 遭 风 折 对 产 量 影 响 很

大0 可以采取如下措施进行防治: ( 1)人工捕杀 4 月

上旬至下旬每天  : OO 之前成虫栖息在树干下 进行

人工捕杀成虫; ( 2)人工剪除被害枝 秋季摘除虫茧 
并 集中烧毁; ( 3)化学防治 4 月上 ~ 中旬 用 5O%辛

硫磷 5OO 倍喷洒树干 使树干潮湿 对刚羽化的成虫

杀伤率为 1OO%  幼虫为害期 在 5 月 上 旬 连 续 喷 氧

化乐果 1OOO 倍 1~ 2 次0
另外 金龟子 ~ 象甲危害银杏也较为严重 主要

在 4~ 6 月银杏萌芽展叶初期大量蚕食嫩叶 严重影

(下转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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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本文基于神经网络辨识建立土地利用控制系统

模型9进行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9经实验及仿真研究

分析9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南宁市某郊县土地可持续

利用较为理想的发展模式 O通过实例研究9我们对基

于神经网络辨识建立的土地利用控制系统模型有 3
点认识:  神经网络很适合描述土地利用这类多输

入多输出的复杂非线性动态系统9这为区域可持续

发展的定量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O  本文所有辨

识都是离线进行的9但对于土地利用这样的时变系

统9实现在线辨识须进一步研究9并且十分必要 O  
辨识数据的质量和辨识精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9辨

识网络的结构和算法有待改进9网络收敛速度较慢 O
虽然存在很多不足9但是在动态非线性系统的辨识

和控制中9神经网络有着很大的潜力和诱人的前景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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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银杏新梢的生长 O因此9应在生长季节加强病虫害

的综合防治9以保证银杏树的正常生长发育 O

3 结束语

本文分析认为9银杏大小年结果是由于树体营

养失调 ~授粉过量 ~品种间成花差异 ~种植密度不当 ~
雄株数量少 ~不良的气候因素的影响等造成的9提出

可以采取加强水肥管理9合理修剪 ~ 适量授粉9大年

疏果定产 ~小年保花保果9撑枝和吊枝9防旱排涝9综
合防治病虫害等技术措施来克服银杏大小年结果现

象9这些成因和技术措施对银杏生产具有指导意义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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