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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银杏的生物学及生长发育特性，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江苏省沿江高沙土地区银杏与菜、

果、林等经济作物、品种间套立体种植的五种主要模式、特点、效益及配套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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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高沙土地区位于苏中平原，属亚热带北缘、副热带湿润气候区，光、温、水高峰基本同季，日照充足，

有效积温高，雨水充沛，无霜期长，该区历史上就有充分利用家前屋后庭院及四旁地栽植银杏树的传统习惯，特别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向多层次、多样化方面的不断发展和银杏核价格的大幅度提高，家家户

户扩大银杏的栽植，基本上实现了庭院银杏化；据初步统计该区庭院挂果银杏树已超过200万株，年产银杏核近4万

吨，系全国银杏主要产地之一。在大力发展庭院银杏栽植的同时，广大农民又将农田集约化、高效间、套、复立体

种植模式引向庭院银杏地，根据银杏的生长发育特点及行、株距大的优势，科学合理地间套蔬菜、药材、食用菌、

花卉苗木盆景、桃杏柿李葡萄果树或胡桑等经济作物，有效地挖掘出银杏地潜力，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十分显

著。  

一、庭院银杏间套立体种植的主要模式  

银杏是中国特有的树种，在中国当作“宝树”，也被形象地称为“摇钱树”，因其树的生长速度较慢和生命

力特强，又被称为“子孙树”，具有极高的经济、生态、观赏和科研价值，系典型的多年生落叶作物，树龄长、树

冠大，根系发达入土深，栽植的行、株距一般为8～10米；树的叶片为扇形，顶部宽5～8厘米，有波状缺裂，叶基

部呈楔形，叶柄长5～8厘米；叶片在长枝上为单叶互生，短枝上为4～14片叶簇生。本地栽植的银杏主要作采核

用，其树形多为嫁接部位较低、没有明显中心主干的开心形；一年中又有明显的生长、休眠两个阶段，常年进入四

月开始萌发新叶，自新叶萌发后陆续开花结果，九月中下旬果实成熟后叶片逐渐脱落。即春季四月到秋季九月为银

杏的主要生长期，十月至来年四月为休眠期。为此，根据生态学原理和方法，经多年摸索总结出以银杏为主体，蔬

菜、药材、食用菌、花卉苗木盆景、桃柿杏李葡萄及胡桑等多种产业结合，多生物种群共存，空间上多层次，时间

上多序列，物质多级循环利用的多维、高效、持续稳定的复合生产系统。主要模式有：  

1、间套蔬菜。充分利用银杏树从晚秋到早春近半年无叶片遮光的优势，在其行株间秋冬季间套种植洋葱、

大蒜、大葱、花菜、包菜、青菜、菠菜、香菜、萝卜、碗豆、蚕豆和草莓等葱蒜、叶菜、根茎、豆类和果类蔬菜；

早春采用中、小棚和地膜覆盖间套种植地刀豆、早毛豆、西葫芦、苋菜、木耳菜、空心菜、茼蒿、青菜等豆、瓜、

叶菜类蔬菜；初夏利用银杏树萌发新叶后各个时期不同的遮光率多茬次间套种植耐热小青菜、香菜、菠菜、生菜和

夏大白菜、夏萝卜、夏药芹、宝塔菜、生姜、大葱等一些耐荫或需遮荫的叶菜、根茎、葱蒜类蔬菜。  

2、间套药材。根据市场需求和种植技术，经济条件一般的间套种植半枝莲、半夏、菊花、桔梗、丹参、板

兰根、南星、牛膝、玄参等一年投资半年、一年或多年收益的品种；经济条件较好的间套党参、黄芪、柴胡、黄

芩、丹皮、白术、远志、防风等二年生品种。  



3、间套食用菌。秋冬季在树间搭棚种植平菇、香菇、蘑菇、金针菇、鸡腿菇、杏苞菇；春夏季利用银杏树

下弱光、荫凉的特殊环境条件，种植草菇、耐高温平菇、蘑菇等食用菌品种。  

4、间套花卉、苗木、盆景。根据市场需求，春夏利用银杏树下弱光、荫凉、保湿的特殊环境条件，播栽或

扦插繁育菊花、郁金香、金边瑞香、蜡梅、杜鹃、桂花、山茶、月季等花卉；或扦插繁育葡萄、意杨、胡桑、吕贞

等多种苗木；或播种桃、柿、杏、李、银杏等多种果树种苗；或培育各类盆景。  

5、间套桃柿杏李葡萄等果树或胡桑。针对银杏挂果迟、树龄长的特性，在银杏栽植后的早中期，分别在其

行、株间套栽桃、柿、杏、李或在行间套栽葡萄、胡桑等经济林果，最先收获挂果早、树龄短的桃或产叶早的胡

桑，桃树盛果后渐衰退时砍去，让进入盛果期的柿或杏或李或葡萄树生长挂果，柿或杏或李或葡萄树盛果后渐衰退

时即砍去，正好让进入挂果期的银杏生长结果，通过科学合理的间套，实行短中长期有机结合，温光资源共享，使

银杏各期均有较高的收益。  

二、庭院银杏间套立体种植的主要特点  

1、小规模，多样化。庭院银杏间套立体种植多以一家一户为主体，主要经营场所是家前屋后的庭院地、四

旁地，家庭人口多、面积大的一亩地左右，人口少、面积小的只有几分地，经营内容根据农户各自优势、地理位

置、种植习惯、技术水平等，因户而宜，多种多样，如靠近小城镇的，采用小弓棚、地膜覆盖等设施，种植多茬

中、高档名特优新精细蔬菜品种，就近上市，增加时新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2、立体型，集约化。农产品都是作物利用太阳能进行光合作用而获得的，同一土地面积上，要想达到高产

高效，必须通过扩大绿色叶面积，延长光合时间，增加光合强度等措施来实现；利用庭院银杏空间进行科学合理的

间套立体种植，由几种协调互利的作物组成复合群体，有效地提高了光能利用率，增加了产出率。在高杆与矮杆、

宽叶与窄叶等不同作物间套立体栽培情况下，叶片层次多，绿色叶面积大，绿色覆盖期长及叶片交叉采光和中下部

叶片反射光的吸收，把绿色的平面布局转变成立体布局。因而能深度利用光能，一般间套的模式光能利用率都能提

高70～80%，有些多茬次间套的特殊模式可提高150～200%。而且实现了高度的集约经营，首先是劳动力的密集投

入，从事庭院银杏间套立体种植的一年四季天天有种植、管理、采收等各种农活可做，加之位于家前屋后，看得

见、摸得着，便于在饭前茶后及时从事各种各样的管理，使剩余劳动力和农闲时间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其劳动量的

投入一般是同面积大田的3～4倍。其次是资金密集投入，银杏间套由于多茬种植，产出率高，农户对其投入也是较

高的，一般投入高出大田的2～3倍，基本实现了高投入、高产出。再次是技术密集投入，银杏间套的作物多，栽培

的形式多，各作物的播栽、收获期衔接紧，对温光水肥的条件不尽一致，所以技术要求高，农户特别注重新品种、

新技术、新材料的推广应用，通过科学技术来提高生产率。  

3、积温多，高产化。庭院银杏实行间套立体种植，加之冬春多采用设施栽培，能充分利用有效积温。以间

套蔬菜为例，除银杏正常生长外，间套蔬菜每年一般都是3茬，利用活动积温约8500℃左右，比纯作银杏活动积温

约5000℃多利用3500℃，提高利用率70%。人增地减的态势难以逆转，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物质的需求量也日

益增加，庭院银杏通过间套立体种植，加之采取育苗移栽、冬春设施栽培等措施，使间套作物生长发育的时间提前

或延后，把作物有效的生长季节充分利用起来，一般都是三种三收，多的达五种五收，使一亩土地经多次间套后相

当于2～3亩，有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产出率和持续生产率，广大农民形象地称庭院银杏间套立体种植是“小小

巴掌地，赛如聚宝盆”。  

4、环境佳，优美化。庭院银杏通过间套立体种植，田间小气候发生了变化，如盛夏在银杏树下套种药芹、

香菜、生菜或生姜、宝塔菜，由于有高杆和密叶银杏树遮荫，气温比一般大田降低1.5～1.8℃,日最高气温降低2.2

～2.5℃,地面温度降低3.3～3.8℃，同时由于光照强度减少2.5万米烛光，水分蒸发量也减少，改善了蔬菜生长条

件，利于药芹、香菜、生菜或生姜、宝塔菜的出苗和健壮生长，商品率大幅度提高；同时也为银杏起到了护地保墒

作用，以及间套作物的追肥、中耕除草，使地表疏松，促进根系透气和下扎生长，还有地面反射光的减弱，也使银

杏树间气候凉爽，减少果实脱落，提高坐果率和果实产量。特别银杏本身是一种绿色观赏树木，基本上无病虫，抗

污染，再通过间套蔬菜、食用菌、药材、花卉苗木盆景和经济林果等作物，极大地改善了生态条件，美化了环境；

使劳动者在这样的庭院中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就象有些农民形象地比喻为“住在花果园，行在林荫道”。  



5、适应广，产业化。庭院银杏间套的蔬菜、食用菌、药材、花卉苗木盆景和经济林果等作物一般对土壤的

要求不高，只要具备较好的灌排水和交通条件的地区均可推广应用；同时间套的多种作物播、栽（扦）期弹性大，

如早春可采用温床育苗，地膜或地膜加小弓棚移栽，从而使播期提前，蔬菜、食用菌或药材等作物也可在晚秋初冬

采用小弓棚延后栽培；加之除间套的少数苗木、药材和部分经济林果的生育期相对长些外，其它的作物生长期均较

短、商品率高，适合在城郊结合部发展。庭院银杏间套立体种植的发展，将传统单一的林果结构向菜、经、花木多

元结构转移，即在稳定提高银杏产量的基础上，增加了蔬菜、食用菌、药材、花卉苗木盆景和其它经济林果的产

量，丰富了市场供应，有效地缓解了农村种植业结构调整、发展经济作物对土地的需求，避免了与粮棉油大田作物

争地的现象；同时也促进了银杏面积的稳定和产量的提高，栽植银杏的早期效益和综合效益显著增加，极大地调动

了广大农民栽植银杏的积极性，促进了种植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的发展。  

三、庭院银杏间套立体种植的主要效益  

1、经济效益高。典型定点户记载和大面积生产实际调查，进入盛果期后亩产银杏核200公斤以上，一般栽植

8年左右的银杏平均每亩可产银杏核近100公斤、产值1500元，加上间套立体种植不同年度间、模式间平均亩产值均

超过5000元；亩纯收益在3500元左右。姜堰市三元村是远近闻名的庭院蔬菜专业村，该村700多户600多亩庭院银杏

中，一年四季，家家户户充分利用银杏树广阔的地面空间，秋冬播栽菠菜、包菜、花菜、莴苣、大蒜、洋葱，蚕

豆、碗豆；早春采用地膜加小弓棚播栽马铃薯、茼蒿、地刀豆、早毛豆、西葫芦；夏季播种药芹、香菜、生菜、萝

卜、生姜、小青菜；早秋播栽早大蒜、早大白菜、花菜、菠菜等各类蔬菜，一茬接一茬、科学合理地间套种植，常

年间套蔬菜超过2000亩次，年产各类新鲜蔬菜300万公斤，产值360万元，纯收益280万元，银杏间套蔬菜户均效益

近4000元，加上银杏核的收益，户均超过8000元，人均收益近2000元。姜堰市伦北村是食用菌专业村，一年四季，

90%以上的农户利用庭院银杏地面空间在秋冬春季搭棚栽培香菇、磨菇、平菇、鸡腿菇等，在春夏秋季栽培草菇、

平菇、金针菇、杏鲍菇等，一年栽培两茬食用菌，亩纯收益超过10000元；天天有食用菌上市，主要食用菌品种基

本实现了周年生产与供应。全村仅利用庭院银杏间套食用菌一项，户均增收近5000元。泰兴市张桥村是该区栽桑养

蚕的专业村，全村除利用庭院银杏套栽胡桑外，还改过去大田纯作胡桑为胡桑与银杏套栽，一般栽植10年左右的银

杏树，正常年景每亩就可收银杏核150公斤、产值3000多元，且以后将逐年增加；银杏树行间套栽的4～5行胡桑全

年可喂养春、秋蚕3～4张，产值2000元，再加上冬春行中间套的蔬菜产值1000元，全年总产值6000元左右，由于蚕

粪可作为猪的饲料经转化后还田或直接还田，从而减少了银杏和胡桑、蔬菜的肥料投入，大大降低成本。银杏间套

立体种植的发展，确保了银杏树幼成年、果实丰欠年和价格高低年的综合效益，减少了纯作银杏的生产风险，充分

调动了广大农民扩大银杏种植的积极性，有效地加快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推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了农村

庭院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已成为沿江高沙土地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一项支柱产业。  

2、生态环境优。庭院银杏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该地区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产业，银杏面积大、产量高。

但是单一的银杏生产其光能利用率低，有关专家测定研究，每亩银杏干物质的光能利用率仅为0.45%左右,而银杏核

中干物质的光能利用率仅有0.20%左右,远远低于本地区农田的光能利用率。一般银杏园漏光损失严重，据测定全年

损失可达60%以上,因此剩余光能资源相当丰富。一般庭院银杏实行间套立体种植后，有效地增加了光能的截留量，

提高了光能利用率。如银杏冬套洋葱、夏套药芹、秋套花菜，可多利用太阳能2.3×106千卡，提高光能利用率70%

左右。可见庭院银杏间套立体种植，属于典型的生物、生态农业技术。在间套立体种植的条件下，两种或两种以上

作物组成复合群体。把林果与蔬菜、食用菌、药材、花卉苗木盆景，林果与林果等各科、深根与浅根、耗地与养

地、高杆与矮杆、耐荫与喜阳、中耕与非中耕、芳香类与非芳香类作物有机组合，合理配置，形成了一个作物种属

间相辅相成的小群落优势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有效地促进了养分的转化和物质的循环。庭院银杏间套立体种植还

能通过“时间差”和间套作物的精细管理，打破杂草、害虫的生长规律，使大量杂草消亡在萌芽状态或结籽前，害

虫在早幼龄期夭折，从而使农药的使用量比纯作林果或蔬菜等下降30～50%，杂草基本得到控制。庭院银杏间套立

体种植中蔬菜、药材、食用菌的残根茎叶、菌渣及胡桑养蚕的粪便等还田，形成了有机肥的自给体系，再辅以粪、

灰等优质有机肥的施用，以及豆科作物的固氮、轮作等，改善了土壤理化性状，增强了矿化能力，明显提高了土壤

养分的有效性。据测定分析，连续三年进行间套立体种植的庭院银杏地与纯茬银杏地相比，土壤容重下降10.2%，

总孔隙度增加9.6%，非毛管孔隙增加8.1%，土壤有机质含量由2.1%增加到2.5%。同时庭院银杏及间套作物都处于家

前屋后，银杏又无病虫、抗污染，光合作用吸收的是二氧化碳，呼出的是新鲜氧气，形成了与人呼吸优势互补的良

性循环体系，能促进居民延年益寿，该区的如皋市成为全国的长寿之乡。  

3、社会效益好。庭院银杏间套立体种植，可为社会和市场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如间套蔬菜、食用菌等人



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农副产品及花卉苗木，在保证银杏正常生长和产量收益的同时，增加了大量“廉、齐、鲜”的

蔬菜、食用菌、水果品种及产量，不仅丰富了市场供应，改善和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使单位面积经济效益提

高，增加了庭院的收益和农民的收入。同时又节省了大量专业蔬菜、食用菌、药材、花卉苗木盆景和其它经济林果

用地，稳定了粮、棉、油种植面积。银杏间套立体种植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新型种植制度，

在人多地少的苏中地区，把农村闲忙不均的劳力引向土地的深度开发，吸引了大量富余劳力，加之由于各作物生育

期与稻、麦、棉、油主要农作物错开，一年四季农活均匀，有利于调节劳力、机械、肥药等。此外，银杏间套立体

种植提高了单位面积光合生产力，为畜牧业、养殖业提供大量的青饲料，利于发展多种经营生产。  

四、庭院银杏间套立体种植的配套栽培技术  

庭院银杏间套立体种植在栽培上要注意技术配套，瞻前顾后，总揽全年，协调好作物共生期间争光、争肥、

争水的矛盾，不但要保证主作物银杏高产高效，而且要争取全年所有间套作物都高产高效。  

1、选用早熟优质高产抗性强的品种。选择优良品种是银杏间套立体种植高产高效的基础，要充分发挥各

茬、各间套作物的丰产优势，首先要优化品种结构，选择早熟、矮杆、株型紧凑、品质优良、抗劣性强、商品性

好、适合当地消费的品种，如主作物银杏应选择适于当地土壤、气候条件、早实、粒大饱满、大小一致、丰产、抗

劣性强、品质好、耐贮藏的大佛指等品种，冬春季间套蔬菜品种在突出抗寒的基础上，如包菜、花菜、菠菜、大

蒜、洋葱、草莓、蚕豆、地刀豆等应选择春丰、150～180天的龙牌、本地尖叶、红皮大球葱、明宝、日本大蚕豆或

启豆、81-6等品种；夏秋间套蔬菜品种在突出抗高温、耐荫、耐湿的基础上，如药芹、香菜、生菜、萝卜等应选择

本地实芹或美国西洋芹、泰国耐热香菜、意大利耐热生菜、韩国耐热萝卜等品种；夏秋和冬春间套食用菌应分别选

择中、高温和中低温型的菌种；间套药材无论是一年生的还是多年生的品种，都要突出耐荫和耐湿性；间套花卉苗

木盆景要选择对光照不敏感和当年生长高度不过高的品种；间套桃柿杏李葡萄及胡桑等经济林果既要突出速生、早

熟、优质、高产，又要树型紧凑、抗病虫，适于与银杏间套种植。  

2、设施栽培早播栽早上市。推广设施栽培、早播栽早上市是银杏间套立体种植高产高效的关键，在整个间

套品种及茬口布局的安排上，要始终突出一个“早”字，各作物品种在适期范围内，力争早播栽、早收获、早上

市、早让茬，尽量减少相互间的共生期；间套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推广营养钵温床育苗和地膜、薄膜、草帘、遮阳

网、防虫网各类设施栽培技术，把季节拉长，把空间变大。如间套蔬菜，采用育苗移栽、冬春地膜加中小棚覆盖增

温，遇特低温寒流再加盖草帘、遮阳网等保温；夏秋借助于银杏树枝叶的遮荫，个别对高温、光照敏感的品种再覆

盖遮阳网，让所有间套作物都能正常迅速生长，从而使间套蔬菜由常规的两、三茬增加到三、四茬。通过薄膜、草

帘、遮阳网等设施的推广应用，再加上高中低温型菌种选育，使平菇、香菇、草菇、蘑菇等主要食用菌品种基本实

现了周年生产与供应。一些对温度、光照和日照时数敏感的花卉苗木及盆景，通过设施栽培的调控，使之能正常越

夏或越冬，花期提前或延后，开花期延长。  

3、科学间套，合理密植。科学间套是银杏间套立体种植高产高效的核心，为了主作物银杏的稳长丰产和便

于其它作物的间作套种，首先作为以核用银杏栽培的主作物，株行距一般为8×8米、10×8米等，每亩栽植10～12

株；定干高度一般掌握在1～1.2米间进行嫁接，如套种胡桑、桃等果树立干高度可在1.5米左右。从嫁接部位向上

培养3～4个主枝，再从主枝上培养3～5个侧枝，整个树冠呈无中心主干的开心形。在栽培管理措施得当的情况下，

5～6年开始结实，以后产量将逐年增加，既便于管理，又利于与其它作物间套作。在银杏树结实成林后，每年都要

对树枝进行合理的修剪调整，使其分布均匀合理，利于通风透光，优质丰产，也便于间套作物的生长。间套作物也

应根据其生长发育特性，掌握与主作物合理的距离及本身的株行距和密度，如间套桃、柿果树，一般在株中间套栽

一株桃树、距银杏树根约4～5米，在行中间套栽一行桃、柿树，株距3～4米，桃与柿树隔株栽植；如间套胡桑、蔬

菜，一般是在距银杏根部2.5米的行中间按行距1米、株距0.5米栽植4～5行胡桑，冬春再分别在银杏行株间和胡桑

行间套播栽蔬菜；同时套栽的果树和胡桑等作物也要控制好株型，修剪调整好分枝，做到以主作物银杏树为主，间

套作物为辅，在保证银杏正常生长发育的前提下，充分利用银杏的地面空间，搞好间套立体种植，达到高光效低能

耗，提高综合效益。  

4、增加投入。增加投入是庭院银杏间套立体种植高产高效的保证。实行间套立体种植后，作物种类多，种

植指数高，产出量大，必须增加投入。除了增加地膜、薄膜、弓架、种子、苗木和沟系配套、灌排设施齐全及用工

等投入外，重点是增加肥料投入，要根据各作物的需肥特性，在播栽前施足基肥，早施苗肥，适时适量追肥的基础



上，增加有机肥、磷钾肥、微肥的用量，做到有机肥为主，有机无机相结合，氮磷钾齐全，基追肥比例合理，地下

施与叶面喷配套，提高肥效，改善品质。  

5、综合防治病虫草害。综合防治好病虫草害是银杏间套立体种植高产高效的保障，因一茬多作物，病虫草

的发生特点发生变化，要准确测报，以农业、生物、生态措施防治为主，综合防治，控制基数，优选生物农药，减

少污染，确保产品优质无公害；结合防治病虫，根外喷施多元磷酸二氢钾、助壮素、促根剂等植物生长调节剂。 

注：本文已发表于《立体农业与庭院经济》——全国立体农业与庭院经济学术讨论会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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