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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灰枣是我国最古老的枣树品种之一，也是我国优良的鲜食、制干兼用枣品种，原产于河南省新郑
，栽培历史悠久。
1978年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发掘过程中发现8000年前的炭化枣核，经有关专家鉴定，与现代的灰枣
枣核相似。
灰枣栽培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200年的《诗经·郑风》中。
新郑地区现有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古枣树数十万株，是全国古枣树最多的枣区之一。
　　灰枣抗干旱，耐盐碱，耐瘠薄，易繁殖，好管理，结果早，寿命长；枣果营养价值高，保健功能
强，经济效益好，生态效益高，自古以来就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全国山、沙、旱、碱、贫
等地区作为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调整农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的“摇钱树”和“生态树”
进行大力发展。
目前，河南、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自治区栽培灰枣数十万公顷，灰枣已成为我国第一大
枣树品种。
　　灰枣皮薄、肉厚、核小、味甘、香味浓、品质佳，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有“活维生
素丸”之美誉。
“百药枣为引”，灰枣在中医学上有很高的医疗保健作用，几千年来就是一味传统的中药，是不可缺
少的“药引”。
“日食仨枣，长生不老”，常食（灰）枣可治疗身体虚弱，神经衰弱，脾胃不和，消化不良，贫血消
瘦等。
此外，枣果中还含有较多的类黄酮（EGB）和环磷酸腺苷（CAMP）等物质，对预防心脑血管病和癌
症均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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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河南省新郑市枣树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占林等编著。
内容包括：概论，灰枣品种特性及物候期，适宜的环境条件，灰枣的种苗繁育、规范化栽植、土肥水
管理、整形修剪、高接换种和树体保护、保花保果、病虫害防治、采收制干和贮藏等技术。
全书内容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科学实用，可操作性强，适合枣区群众和基层技术人员学习使用，也
可供农林院校有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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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灰枣栽培的意义　　一、种植灰枣的意义　　（一）灰枣树是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的首选树种 灰枣是我国优良的制干、鲜食兼用品种，其栽培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不仅可以
矮化密植，而且还可以枣粮间作和山地栽培。
它与一般枣树一样发芽晚、落叶早、枝疏叶小、年生长期短，与间作物争水、争肥、争光的矛盾相对
较小，枣粮间作可获得树上、树下双丰收，是立体农业种植的典范，在河南省新郑枣区，有“上有摇
钱树，下有聚宝盆”的民间谚语。
　　枣粮间作，不仅解决了农业产品结构单一、农民收入低的问题，而且还具有较高的生态效益。
例如它调节了农田小气候，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充分利用光、热、水、土等资
源；改善了土壤结构，提高了土壤肥力，为枣粮双丰收创造了条件。
目前在栽培上常见的枣粮间作模式有：一年间作两季，如枣+小麦（夏收）+花生、红薯、豆类等（秋
收）；一年间作一季，如枣+小麦，枣+花生、红薯、豆类等；枣与瓜菜间作，如枣+瓜类，枣+黄花
菜；枣与水果间作，如枣+草莓；此外还有枣+棉花，枣+中草药，枣+牧草等间作模式。
枣粮间作要注意间作物的选择，间作物不宜种植高秆作物（玉米、高粱等），尽可能地选用低秆作物
。
问作期的长短因栽植密度、土壤肥水条件、管理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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