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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态特征

常绿乔木，高 10～17m，径 30～50cm。干通直，树冠呈卵圆形或圆锥形，冠幅 10m×15m。

幼龄树皮绿色；壮龄树皮灰褐色；老年树皮呈褐色或灰黑色、不规则浅裂。分枝部位高，自

地面起 1～3m无分枝，其上主侧枝密集，树体结构紧凑。单叶互生；在枝梢顶端常簇生或

呈螺旋状排列、无托叶；新叶肉质，老叶半革质、浅绿或绿色；长椭圆形、先端渐尖，叶面

具蜡质，光亮无毛，叶片有透明油点。两性花，花单性于枝条叶腋，具苞片；花柄长 1.5～
3.5cm，花冠球形；花瓣淡红、深红、浅黄或白色，覆瓦状排列成 2～3轮；雄蕊下位，通常

15～19个，离生、排列成 2～3轮，花丝长约 0.5mm，花药长 2mm，二室纵裂。雌蕊分离，

着生在花的中央，通常有 8个完全发育的胚珠，排列在隆起的花托上。果实为星状排列的蓇

葖果，八瓣聚合呈八角形，故名八角。鲜果绿色，果实老熟后呈紫红色，暗而无光，沿果腹

厕所每个角纵向裂开，每瓣内含种子 1粒。种子棕色，表面光滑、有光泽，种壳角质。角质

壳内包有一层银灰色的膜质种仁。气芳香，味甘甜。八角的果枝形态如图 1-1，花的解剖图

见图 1-2。
二、生物与生态学特性

1、生物特性

（1）物候特征

八角的物候期因其生长地的纬度。海拔高度及品种类型的不同而异。在云南文山州八角种植

区，八角主枝每年抽梢 2～3 次，春梢叶芽于 2 月中旬萌动，3 月上旬达展叶盛期，夏梢 4
月下旬萌发，秋梢 8月上旬抽出。八角一年开一次花。现蕾期 6月下旬至 7月中旬；初花期

7月中旬至 8月上旬；盛花期 8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末花期 9月下旬至 11月下旬。授粉后

的幼果以休眠的方式越冬，经春、夏、秋三季的生长发育，于 9～10月份成熟。

（2）生长发育习性

八角是一种常绿乔木树种，生长快，寿命长。从种子萌发开始至植株开花、结果、衰老死亡

为止，完成一个世代，其整个个体发育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幼年阶段

八角从播种成苗到林木形成树冠为幼年阶段，一股需 5～10年完成。

播种的八角种子在土温 22～28℃及含水量为 50%～80%时就能发芽出土长成幼苗。幼苗长

出 4～5片叶后形成顶芽，展叶即自行停止，而出现第一次休眠。八角幼苗的生长呈现节律

性，一年有 4～5次生长与休眠的交替期。生长与休眠相交替是八角幼苗生长过程的特性。

八角幼年阶段的主要生长特点是：根系由直根系发展为枝根系；主干不断长出侧枝，发展到

合轴分枝。此阶段的八角林木主要是营养生长，不能进行生殖作用。

②成年阶段

八角林木经幼年阶段后即步入成年阶段。成年阶段为八角林木开花结实的旺盛期。此时林木

的树冠与根系已扩展到最大限度；果实产量达到高峰。此期间林木抽出的新梢集中到树冠外

层，树冠内的小侧枝因郁闭而自疏，呈现顶端优势，结果部位外移的生长态势。

八角林木盛果期的长短与其生长地的立地条件、经营管理的集约程度有关。在立地条件较好，

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的产区，盛果期历 60～70年而不衰。立地条件差。、管理措施跟不上，20～
30年后林木的产果量就显著下降。

③衰老阶段

盛果期过后，八角树的各个器官以至整个植株，都渐次衰老。根的再生和吸收能力降低，枝

条的生长，叶的生长能力减弱。在一般情况下八角林木的寿命为 60～70年。但在立地条件



好，管理水平较高，肥料充足的情况下可大大延长其的经济寿命。

（3）开花结实习性

八角林木主干和侧枝上的顶芽很发达，每年只在 3月上旬抽梢一次，新生枝条必须经过一年

的生长才能完成发育期。花芽着生在枝条的叶腋。八角开花结实现象较复杂，每年开一次花，

花期长达 4月以上。由于花期长，授粉的时间也长，授粉后形成的八角幼果大小不一。据观

测：上一年 8月盛花期授粉后结的果，子房授精后即开始发育。此时，正值秋末冬初，气候

变冷、幼果生长缓慢或停止生长，花瓣干枯包含幼果，以保护幼果休眠越冬。翌年春 2～3
月气温回升至 15℃以上时休眠状态的幼果开始发育，子房膨大，使干枯的花瓣脱落（这种

现象易误认为 3～4月是八角盛花期）。八角的果实经春、夏、秋的生长至“霜降”节令（10
月下旬前后成熟。这里采收的果实饱满肥大，质量好，称为大红果或大糙果。而上一年 6～
至 7月初花期授粉后结的果，子房授精开始发育时正值夏秋之际，水热充足，树体营养丰富，

经过 8个月发育长大形成果实，果实于翌年“清明”节令前后成熟。由于受秋末冬初天旱寒

冷的影响，此批八角果实生长差，瘦小，种子发育不良，不宜留作种用。八角树春季的果称

为“小糙果”、“角花”。

（4）根系的生长习性

八角是浅根性树种，主根不发达、侧根较少，且集中分布在 60m的土层中。主根入土的深

度随林木年龄和生长地土层厚度的不同而异，其有较强的趋肥性和趋湿性。八角林木的根系

与地面呈垂直状，是其生长发育的一种特性。八角幼苗在 2年生前为扎根期，先生主根，后

生侧根，3年以后随村龄的增长林木的根幅和冠幅同时扩大，但根幅大于冠幅。

八角林木根系的再生能力很强，当主根或各级侧根受损伤后，在损伤部位即产生次生根，以

代替损伤的侧根继续向前伸长。此特性对八角林的经营管理有利、合理地在八角林地垦复或

间种作物，能促进八角根系的扩展。

2、生态特性

八角是北热带和南亚热带生长的树种，分布于亚洲和北美洲。其中东南亚占 80%。中国是

八角的主产区，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

江、福建、台湾。八角茴香科八角属植物全国计有 30个种，但有经济价值，能直接食用的

只有八角一个种。

八角原生在广西宁明、龙州、那坡一带。经人工栽培，现在的分布地已扩大到北纬 21°30′～

25°30′，东经 98°～119°。东起福建南部沿海的低山、丘陵，西至云南高黎贡山，南达

广西大青山至越南北部，北止越城岭。其分布区达全国的 6个省（区）85个县市。其垂直

分布区的海拔高度为 300～2050m。主要分布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北热带和南亚热带，海拔高

度为 500～1600m的山地。

适宜八角生长发育的环境条件

（1）气候条件的要求

①光照 八角属中性偏阴树种，多生长在空气湿度大、云雾多、日照短。光照强度弱的山谷

和山坡地。阳光直射时间短不超过 5h/日。日照时间过长，湿度过低，八角树则生长差、结

实少、提前衰老、常形成小老头树。

②温度 八角喜生长在温暖、雨水充足的地区。最适年平均气温 22～25℃，最冷月平均气

温 10℃以上，≥10℃年积温在 4000～5000℃。八角不耐低温，当气温降到 0℃时，果柄受

害，影响果实培育，产生落果。气温下降到-3℃时，秋果全部冻死。大树枝条受冻，部分枝

条枯死。低于-4℃时八角大树开始死亡。当气温增高是地，超过 40℃，只要相对湿度超过

80%，八角树生长正常，未发现灼伤。

③水分 八角树的正常生长发育还要求具丰富的年降水量。年降水量 1100m以上，相对湿

度 80%以上，雨量分布均匀的地区，最适合八角生长。云南省八角生产区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的大多数县年降水量在 1184～1318mm，年降水量的 80%都集中 41月,其他月分降水较

少,每月不超过 40mm。虽然旱季雨量较少,但八角种植区（分布区）多为山岭起伏的谷地，

常有大雾弥漫，减少了地面蒸发，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旱季湿度的不足。

④风 八角是浅根树种，主根不达，侧根分布较浅，枝条纤细脆弱，经不起风的吹袭。夏秋

季节阵风达六级时，八角的花和幼果就易被吹落，严重影响收成。若阵风达 7级以上，侧枝

折断，常遭风倒。八角要求生长在低凹背风的地带。

（2）对海拔及地形条件的要求

海拔高度，以及地形条件坡位、坡向不同，种植地其的日照、温度、湿度、降水量、风速、

土壤状况亦不同，而直接影响八角树的生长发育与果产量。500m以下的低海拔的地带，光

照强、蒸发大、湿度低，八角树的生长差，果产量低。海拔高的山区、霜雪多，八角树的生

长受到抑制，花果受冻害而早落。云南的八角种植地集中分布在东南部海拔高度 600～1600m
的山区、半山区。从地形上分析，在此集中分布的海拔带内阴坡半阴坡（东北坡、西北坡）

的日照时间较短、相对湿度较大，更有利八角树的生长发育，而具高的果产量。在适宜的海

拔带内以 10～25°的坡地种植八角为好。低洼地、沼泽地排水不良，不宜种植八角。

（3）对土壤条件的要求

八角适宜栽植在砂岩、砂面岩、页岩和花岗岩等母岩发育而成的红壤、黄壤土上。该土壤类

型土层深厚、腐殖质含量高，土层疏松湿润，通透性强，结构良好，最适宜栽植八角。这些

土类的共同特性是：酸性土，pH值 4.0～5.5，硝态氮、磷、钾、钙、镁较缺乏，盐基不饱

和。因而以石灰岩为成土母质，钙、镁含量较高，pH值较高的粘土和碱性土不适宜种植八

角。

三、经济价值

八角是云南省重要的经济林树种。其果实、种子、树叶都含有丰富的芳香油。八角木材质地

优良，又是好的庭园观赏树种，因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1.果实的调味品价值

八角树的果实亦称八角，具有浓郁的芳香气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作煮肉的调味品，

用它避除肉类的腥味。八角又是腌制有名四川榨菜、路南卤腐、昭通酱等用的主要香料。在

国外还用八角作畜牧饲料的调味剂。因此，在调味品市场上，八角一直是畅销的紧俏商品。

2.八角油的利用价值

用八角树的树叶、果皮提取的八角油又称茴油，其主要的有机成分是茴香脑，约占 85%～

95%，经加工后可得到纯茴香脑、茴香醇和茴香腈等系列产品，可作香精，是高级香水、香

皂、烟草、饮料、食品以及化妆品等众多轻工产品不可缺少的增香剂。茴香油还是合成抗癌

药“派路克萨”及合成阴性荷尔蒙已烷雌酚的主要原料，在工业上可作无氰电度的添加剂及

涂料充剂。

3.果实和种子的药用价值

鲜八角的果实和种子，经 SI-93型自动双重纯小蒸馏器提取的莽草酸是制作抗流感病毒药物

“达菲”（tamiflu）的主要原料，它是目前世界上抗禽流感中，能预防和治疗的高效药物之

一。

八角有驱虫健胃、调中理气、祛寒除湿、止咳、镇痛等功能，并治神经衰弱、消化不良及疥

癣等症。明朝李时珍《本草纲本》记载，八角主治诸瘘、霍乱及蛇伤。八角的药用价值较高，

如中成药剂十滴水，八角油为主要原料之一。

4、木材的利用价值

八角木材为阔叶散生散孔材、淡红褐色至红褐色，结构细密、纹理直行美观，材质较轻有香

味，能避虫，不易变形。可制作家俱、玩具，作雕刻等细木加工。

四、优良品种特性与培育技术



1、农家品种

八角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经济林树种，因长期采用实生苗繁殖栽培，后代出现很多变异类型。

目前以八角花色为主要依据，结合树形，叶、果、分枝习性及发育特点，而将农家种植的八

角划分为 4个品种群和 17个品处及一些变异类型。

（1）红花八角品种群

①普通红花品种群：常绿乔木，树高 10～16m，胸径 23～40cm。花红色，萼片 3～4枚，浅

绿色，花瓣 7～9片，覆瓦状排列，多数 2轮，少有 3轮；雄蕊 12～22枚，花药粉红色，呈

2～3轮覆瓦状排列；雌蕊 8枚，蓇葖果 8枚，作规则性状型排列，果径 2.5～3.4mm，果柄

长 2.2～3.2mm。每公斤鲜果约 200个，每公斤气干果 700～1000个。叶薄革质，浅绿至绿

色，长椭圆形或披针形，叶长 9～13cm，叶宽 3～4.5cm；叶柄长 0.8～1.5cm，叶脉呈规则

的波浪状凸起。侧枝平展或上举，与主枝的夹角为 50°～90°，小枝粗短，与侧枝的夹角

为 35°～50°.分布于广西的八角各产区以及云南文山州各县。

②柔枝红花八角：主干明显，树冠近圆柱形或长圆锥形。冠幅窄，一般 2.9～3.0m。分枝角

度小，小枝细长且密生，呈柳枝状柔软下垂。叶薄革质，长椭圆形，老叶保存期长。果肥大

正形，柄长 3.0～4.8cm，内向着生，分部均匀。结果大小年不显著。分布于广西、云南八角

生产区。

③红萼八角：与普通红花八角的区别是花柄、花萼、花瓣和脊线均为红色。分布于广西防城、

德保、龙州以及云南富宁、麻栗坡等地。

④大果红花八角：果径大于 4cm，果厚在 1.1cm以上，每公斤鲜果 100～140个，每公斤气

干果约 500个。其他特征同普通经花八角。分布于广西防城、宁明、德保那甲、龙州以及云

南富宁、西畴、屏边等县。

⑤多角红花八角：雄蕊 21枚，雌蕊 9～13枚。蓇葖果 9～13瓣，果瓣大小不均，规则排列

或呈堆积着生在果柄基上。其余特征与普通红花八角相同。分布广西防城、宁明、龙州及云

南富宁等地。

⑥鹰嘴红花八角：与普通红花八角区别之处：果 8枚，果尖渐尖上向内勾曲，形似鹰嘴。分

布于广西的凌云、德保、防城及云南富宁、麻栗坡等地。

⑦小果红花八角：叶长 6.1～8.2cm,宽 2.1～3.0cm，果形正八瓣，色鲜香味浓。果径小于 2.5cm，

每公斤鲜果 400个左右。分布于广西宁明。

⑧厚叶红花八角：厚叶红花八角的叶片厚度为普通红花叶片厚度的 2倍以上，革质、墨绿色、

稀生；结果较少。分布于文本德保、藤县。云南富宁县也有零星分布。

⑨矮型红花八角：植株自然矮化，树高 8m以下，分枝低，冠幅大，侧枝发达，小枝密。叶

薄革质。其他特征与普通红花八角相同。分布于广西德保、藤县。

（2）淡红色八角品种群

①普通红花八角：常绿乔木，树高 10～17m，胸径 23～41cm。花萼 3～4片，浅绿色，花瓣

6～9 片，淡红色或边缘呈白色，中心红色，呈 2～3轮覆瓦状排列；雄蕊 10～21枚，花药

红色至淡黄色；雌蕊 8枚。蓇葖果 8枚，呈规则星状排列，果柄长短不一。嫩叶暗红色，成

龄叶绿至浓绿色。叶薄革质，叶绿波状，多为长椭圆形，长 8.4～14.6cm，宽 2.5～5.9cm，

叶柄长 10～22cm。枝干夹角 40°～90°，小枝夹角 35°～50°；小枝粗短，侧枝平展或向

上举。普通分布于广西、云南各八角种植区。

②多角淡红花八角：花淡红色，蓇葖果 9～13枚，果径 3.5～4.5cm，星状排列或成堆积状着

生在果柄基上。其他性状与淡红色八角相同。分布广西防城、宁明等县及云南富宁、西畴、

屏边等县。

③厚叶淡红花八角：花淡红色。叶椭圆形至倒卵形，叶厚于一般八角叶 2倍。其他性状与淡

红色八角相同。分布广西藤县。



④柔枝淡红色八角：花淡红色。枝条着生性状与柔枝红花八角相似，其他性状与淡红花八角

相同。分布广西防城、宁明、德保、凌云等县及云南的富宁、广南、西畴、麻栗坡、文山等

县、

（3）白花八角品种群

①普通白花八角：花白色、花萼 2～4枚，浅绿色，花瓣 7～10枚，白色，3～4轮覆瓦状排

列；雄蕊 12～17枚，浅黄色、少数粉红色。蓇葖果 8枚，呈八角形。叶薄革质、长椭圆形，

嫩叶红色，成叶深绿色，有光泽，叶长 9.2～15.3cm，宽 3.5～5.5cm；叶柄长 1.2～2.1cm。

枝干夹角 45°～90°，小枝夹角 35°～45°。叶集生枝顶。分布于广西防城、德保、宁明、

龙州、凌云等县，为零星散生。云南富宁也有零星种植。

②多角白色八角：花白色，果实特征与多角红花相似，其他特征与白花相同。散生于广西宁

明、藤县。

③柔枝白花八角：花白花，枝条特征与柔枝红花八角相似，其他特征与白花八角相同。零星

散生于广西德保、防城、宁明等县。

（4）黄花八角品种群

①黄花八角：花黄色、花萼 3～4枚、浅绿色，花瓣 10～11片、黄色；雄蕊 14～16枚；雌

蕊 7～10枚，花柄长 2.2cm。蓇葖果 7～10枚。叶长 5.0～9.8cm，宽 1.0～3.8cm，狭长椭圆

形，革质；嫩叶红色，成叶深绿色。枝干夹角 35°，小枝夹角 45°左右；枝距 0.4m，小枝

粗状直立或平展。散生于广西防城县大录乡。

2、新育优良品种（系）

八角是云南重要的经济林树种。长期以来由于用实生苗繁殖，后代变异大，品种混杂，果产

量低，平均亩产不到 30kg，经济效益差。云南省林业科学院，为改变云南八角生产的落后

现状，以培育丰产、优质八角茴香油及莽草酸含量高的八角良种为目标，特开展了“云南省

八角良种选育”的研究工作。经过 10年的艰苦工作，在云南全省的八角产区初选出 521株
八角优良单株，并建立其无性系测定圃。经复选，评选出 23个八角优系，最后决选出果产

量高，油质好，含草莽酸量高的八角新品系 3个，开始在生产上推广运用。并于 2010年经

云南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为八角优良无性系（滇 R-SC-Ⅳ-048-2010）、（滇 R-SC-Ⅳ
-049-2010）、（滇 R-SC-Ⅳ-050-2010）。
（1）云南八角 1号（代号富宁 24号图片 4-1）
母株原产富宁县，实生繁殖，树龄 50年。常绿乔木，树高 11m，主干通直，胸径 36cm，地

径 40cm，幼龄树皮为绿色，壮龄树皮灰色，老龄树皮呈红褐色，不规则浅裂，树冠圆柱形

（如图 4-1a），冠幅 3.8cm×4.0cm，分枝部位较低，自地 1.5m起有主侧枝，分布密集，平

展或下垂。小枝多，枝叶茂密，侧枝下垂，树体结构紧密，发育正常，长势旺。一般年株产

鲜果 95～110kg，结果大小年不明显。

①形态

a.叶 叶为单叶，互生，无托叶，常在枝梢顶端呈簇生或螺旋状排列；新叶肉质，老叶半革

质，浅绿色至绿色，倒卵形，叶先端渐尖，基部楔形、全缘；叶长 9cm，宽 3.2cm,柄长 0.5cm，

羽状脉，主脉下凹，侧脉凸起，细脉网状不明显；正常叶片寿命 2～3年，于冬季 12月至翌

年 1月叶片脱落，春季 2～3月及秋季大量抽新梢发嫩叶。

b.花 花为两性花，红色，单生于 2～3年生枝条叶腋，具苞片；花柄为 1.5cm，开花时花柄

直伸，坐果后向下弯曲；萼片 3～4枚，分离，呈覆瓦状排列；花冠球形，花瓣红色，8～10
瓣，排列成 2～3轮；雄蕊 12～22枚，花药粉红色，呈 2～3轮覆瓦状排列；雌蕊 8～10枚。

7～9月开花，花期长达 3月之久。

c.果实 为星状排列的蓇葖果，多为八瓣聚合而成的八角形，少数为 9～10瓣聚合果，鲜

果绿色，果柄长 2.14cm，果实直径 3.39cm，厚 1.38cm，果面宽、正面窄。每鲜果重 7.27g，



每 kg 鲜果 137个。每 kg气干果 54g.
分株测定，果实含莽草酸含量高 13.9%。比其他 22 个八角优系鲜果的平均莽草酸含量高

45.6%。

②后代遗传优势

用云八角 1号无性系嫁接苗在屏边和富宁两地造林，第 3年开花结果，单株鲜果平均产量分

别为 1.34kg 和 1.02kg。亩产鲜果分别达 73.7kg和 56.1kg；第 4年单株鲜果平均产量分别为

1.81kg和 1.51kg，亩产鲜果分别为 99.56kg 和 83.05kg；第 5 年单株鲜果产量分别为 3.22kg
和 3.16kg，亩产鲜果分别达 177.71kg和 173.8kg。果实的莽草酸含达 14.05%。

③繁殖方法

用该品系的种子培育砧苗，当苗高达 1.0～1.5m，地径达 0.4～0.5cm时，取云八角 1号植株

的接穗进行嫁接，嫁接成活后，嫁接苗高达 1m可上山定植，（详看种苗繁殖一节）。

④适宜种植区

云八角 1号适应性强，种植范围广。在云南文山、红河等地的湿热地区，年均温 14～21℃，

≥10℃活动积温 3500～4500℃，年降雨量 1000～1700mm，适宜在海拔 1100～1500m 地段

的酸性黄壤和红壤土广泛种植。

（2）云八角 2号（代号屏边 6号图片 4-2）
母株原产于屏边县，实生繁殖，树龄 24年。常绿乔木，树高 9m，树干通直，胸径 21cm。

冠幅 3.8cm×3.9cm。树皮灰色，呈不规则浅裂。树冠圆锥形。分枝部位低，自地面 1m处就

有主侧枝、侧枝分布密集，平展或下垂，长势强。年株产鲜果 100～120kg。结果大小年不

明显。

①形态

a.叶 单叶互生，无托叶，常在枝梢顶端呈簇生或螺旋状排列；新叶肉质，褐色，老叶深绿

色，叶薄，长椭圆形，先端急尖向右偏，茎基楔形、全缘；叶长 9.5cm，宽 2.8cm,叶柄长 1.3～
1.5cm，羽状脉，主脉下凹，侧脉凸起，细网状脉不明显；正常叶片寿命 1.5～2年，于冬季

12月至翌年 1月脱叶，春季 2～3月及秋季 8～9月大量抽梢长叶。

b.花 两性花，粉红色，单生于 2年生枝条叶腋，具苞片；花柄长 2.0cm，萼片 3～4枚，分

离，呈覆瓦状排列；花球形，花瓣粉红色，8～10瓣，排列成 2～3轮；雄蕊 15～20枚，花

药粉红色，呈 2～3轮覆瓦状排列；雌蕊 8～10枚。当年 7～9月开花。

c.果实 果为星状排列的蓇葖果，多为八瓣聚合的正八角形，有 10%～15%的果主 9～10
瓣，非正八角形。鲜果绿色，果柄长 3.26cm，果径 3.32cm，厚 1.13cm，果面宽、正面窄。

单株鲜果重 6.25g，每 kg鲜果 160个。每 kg气干果 592个。

经分株测定，果实的莽草酸含量达 14.30%。比其他 22 个八角优系鲜果的平均莽草酸含量

（7.61%）高 46.8%。

②后代遗传优势

用云八角 2号无性系嫁接苗在屏边和富宁两地造林，第 3年开始结果，单株约产鲜果分别为

1.22kg 和 0.91kg。亩产鲜果分别为 67.1kg 和 50.05kg；第 4 年单株约产鲜果分别为 1.72kg
和 1.42kg，亩产鲜果分别为 94.6kg和 78.1kg；第 5年单株约产鲜果分别为 3.51kg和 2.97kg，
亩产鲜果分别为 193.05kg和 163.35kg。果莽草酸分别为 13.99%和 14.12%。

③繁殖方法

用无性系嫁接苗繁殖，方法同云八角 1号。

④适宜种植区

云八角 2号适应性强，种植范围广。其适生区及自然条件的选择同云八角 1号。

（3）云八角 3号（代号麻栗坡 1号图 4-3）
母株原产麻栗坡县，实生繁殖，树龄 50年。常绿乔木，主干通直，树高 7.5m，胸径 32cm。



树皮灰色或红褐色，呈不规则浅裂。树冠圆锥形，冠幅 2.8cm×3.7cm。分枝较高，自地面

2.2m起有主侧枝，侧枝分布密集，侧枝与主干夹角 50°～90°，小枝下垂。枝叶茂密，树

体结构紧密，长势旺。一般年株产鲜果 75～110kg，结果大小年不明显。

①形态

a.叶单叶互生，常在枝梢顶端呈簇生或螺旋状排列；新叶肉质，老叶革质，叶片较厚，浅绿

色至黄绿色，椭圆形，先端钝圆形，基部楔形、全缘；叶长 6.8～7.2cm，宽 3.2～3.5cm,柄
长 0.5cm，羽状脉，主脉下凹，侧脉凸起，细脉网状不明显；正常叶片寿命 1.5～2年。

b.花 花为两性花，粉红色。单生于 2～3年枝条叶腋；花柄为 1.5cm，萼片 3～4枚，呈覆

瓦状排列；花冠球形，花瓣粉红色，8～10瓣，排列成 2～3轮；雌蕊 8枚；雄蕊 12～18枚，

花药浅黄色，呈 2～3轮覆瓦状排列。8～9月开花。

c.果实 果实为星状排列的蓇葖果，八瓣聚合而成八角形。鲜果深绿色，果柄长 3.44cm，

果径 3.29cm，果厚 1.13cm，果面宽、正面窄。单株鲜果均重 7.69g，每 kg 鲜果 130个。平

均单果干重 1.81g，每 kg气干果 555g.
经分株测定，果的八角功茴香油含量为 15.39%，比 22个八角优系鲜果的八角茴香油平均含

量（12.19%）高出 20.79%。比普通八角鲜果的斜角茴香油含量（9.25%）高出 40.22%。云

八角 3号是云南八角产区含油率最高的品系。

②后代遗传优势

用云八角 3号无性系嫁接苗在屏边和富宁两地造林，第 3年开花结果，单株鲜果平均产量分

别为 1.29kg和 1.15kg。亩产鲜果分别为 70.95kg 和 63.25kg；第 4年单株鲜果平均产量分别

为 1.82kg和 1.69kg，亩产鲜果分别为 100.10kg和 92.95kg；第 5年单株均产鲜果分别为 3.22kg
和 3.02kg，亩产鲜果分别达 182kg和 166.10kg。果实含油率分别为 15.63%和 15.28%。其无

性系所赖中和作工继承了母本含油率高的特性。

③繁殖方法

用八角种子培育砧苗，当砧苗苗高达 1.0～1.5m，地径 0.4～0.5cm时，取云八角 1号植株的

接穗进行嫁接，嫁接成活后，当嫁接苗苗高达 50cm以上就可以上山造林。

④适宜种植区

云八角 3号适应性强，种植范围广。最适宜在云南文山、红河等地州的湿热地区种植，云南

保山、思茅等地的湿热区，年均温为 14～21℃，≥10℃活动积温 4000～5000℃，年降雨量

1100～1700mm，海拔 1000～1500m的山地红壤地区，可以引种云八角 3号。

五、采种育苗技术

1.种子的采收与处理

选 20～40年生，生长旺盛，结实良好，果实肥大，蓇葖果完整饱满，无病虫害的健壮八角

树为采种母树必须待果实充分成熟后才能采果取种。八角果实 10月中旬成熟（霜降节令），

当果实由黄绿色变为黄褐色时，果实尚未裂开时采收。

在采回的八角果实中，挑选大而饱满的果，及时摊于晒场上，曝晒 3～4天。摊晒期间，经

常翻动，致使果实开裂脱出种子。每天收集脱出种子 2～3次，及时收藏。选室内阴凉通风

处作为八角种子的贮藏室。筛取山沙或河沙加水拌湿润（以手握不滴水，手松不成团为度）

与种子分层贮藏，即一层河沙一层种子堆放。最上一层为湿沙覆盖层。在种子的贮期内，为

防止病菌侵入，其面层或喷上 500倍多菌灵保湿。贮期内半月翻动一次，经常保持层沙的湿

润。一般湿沙层积贮藏 2个半月种子开始萌发。就可播种育苗。经此处理后的八角种子一般

发芽率高，发芽势强。

八角种皮较薄、油质易挥发而失去发芽力，故种子需作远途调运时，也要进行处理。先把调

运的种子浸在 0.2%～0.5%的高锰酸钾液或 500倍 70%的甲基托布津溶液中 5～8分钟，进行

消毒。后将湿河沙（沙子的湿度同上）与 70%的甲基托布津粉剂桉湿河沙 1000g+1g甲基托



布津的比例拌合均匀备用。最后，用纸箱包装，纸箱四周铺塑料膜，中间放混合好的沙和种

子。包装好后，就可运输。贮运的八角种子不宜存放过久，运到后应及时播种，否则种子将

失去发芽率。

2.圃地定植培育

（1）苗圃地选择

八角的育苗圃地应选择靠近水源，湿润、土层深厚，封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地方。在日

照时间较短的东坡、东北坡，坡度 15°以下的山脚或山中下部，土壤 pH值为 4.5～5.0的生

荒地上建圃。旧苗圃地和农耕地、病虫害较为严重，不宜作八角的育苗地。

（2）整地施肥播种

在秋冬，八角的播种育苗季节，深挖翻晒圃地，铺盖杂草，晒草后，火烧炼地，除去杂物，

平土作床。床面宽 1m，高 20～30cm，床间步道宽 30～40cm，床长随地形而定。但每畦长

不要超过 6cm，以利操作及排水。苗床应施足底肥，每亩施土杂肥 1000～1500kg，过磷酸

钙 50～75kg。堆沤腐熟有机畜肥 100～150kg。肥料均匀撒在床面上，与土壤充分拌均后，

平整床面，有待播种。

八角的播种育苗，可开沟点播。在苗床上按 20cm的行距开出宽 3～4cm，深 5～6cm的播种

沟，沟底要平，标出播种点（穴），占（穴）的距离 4cm×5cm。将经处理已萌动的八角种

子播在点（穴）内，每点（穴）播种 1粒，播后覆土 1.5～2cm，每亩播种约 6～7kg。播种

覆土后及时盖草，浇透水，保持土壤湿润。

3.苗期管理

当苗床 70%以上的八角种子发芽出土后，应及时摘除盖草，并搭建荫棚。所搭建荫棚最好

高 1.5～2m，以便开展苗床的松土、除草、施肥工作。八角幼苗期的遮阴度控制在 70%，随

着苗木的长大，遮阴的减少，一年生苗的遮阴度控制为 50%。二年生苗可除去遮阴棚。当

八角苗高达 5cm以上时，进入苗木的生长旺盛期，要追施肥料，在 6～9月，每月追施一次

清粪水或用浓度为 0.1%～0.2%的尿素、浓度为 0.2%～0.3%的磷酸二氢钾喷施叶面。八角苗

2～3年生期间要加强苗圃的田间管理，每年需做松土、除草、防治虫害和间苗等的工作。

3.容器苗培育

八角容器苗培育具有占地少、节省种子、易管理、苗木生长快、苗高 20～30cm就可出圃种

植且种植成活率高等的优点，很受八角种植农户的欢迎。八角育苗用的容器种类很多，一般

用塑料袋或杯作容器。八角容器育的简要操作程序为：（1）采用直径 8～10cm的白色或黑

色的塑料薄膜袋（杯）作容器，于袋（杯）底打径粗为 0.5cm的排水孔 4～6个，在容器内

装入用 6份山红土、2份肥沃表土、2份腐熟厩肥混匀配制成育苗用的营养土；（2）在育苗

圃地内开沟作床。沟宽 1～1.2m，沟深 10cm，长 4～6m，将装好营养土的容器均匀地排在

沟内。（3）播种经湿沙层积催芽的八角种子，每一容器播种 1～2粒，播种深度 1.5～2cm，

最后覆土盖草浇透水。也需对容器育苗床搭建荫棚遮阴保湿。八角容器苗育苗期的管理同圃

地实生苗。

4.嫁接苗培育

八角嫁接苗有三大优点：一是苗木能保持采穗（芽）母株的优良特性；二是苗木种植成树后

能早开花结实。一般嫁接苗种植 2～3年后就能开花结果（实生苗若种植 6～8年才能开花结

果）；三是用嫁接苗育成的八角树矮化，树冠内侧枝发育旺盛，而实现早期丰产。

八角嫁接苗的培育需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1）接穗的采集与贮藏 根据八角嫁接苗的培育目的来选择采穗母树。若以培育优质丰产、

含油率高、莽草酸含量高的产业化八角其地林，就必须以具备这些优良性状的八角品种或品

系的林木作采穗母树。所选的采穗母树应为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植株。在选定的母树树冠

的中、上部向阳部位采集生长粗壮、芽眼饱满、充分成熟的 1～2年生还未开花结果的结果



枝作穗条。剪去穗条叶片和嫩枝作为接穗备用。最好随采随用。若需要暂存或外运，应捆绑

成扎、用湿布或湿木屑包装，外用农膜积极湿贮藏，存放时间不宜过长，一周之内嫁接。幼

树的枝条或实长枝不宜用作接穗。用这类穗条嫁接育成的嫁接苗，植株结果较晚，只长枝叶，

不开花，失去早结实的效果。

（2）选好砧苗 嫁接用的砧苗，要选择适合当地种植的八角实生苗，其为根系发达、干基粗

实（地径 0.6cm以上）的 1～2年生八角实生苗。瘦弱或小老头树苗不宜用作砧苗。

（3）掌握嫁接时间与方法 八角是常绿树种，在林木的生长期都可以嫁接。但以春季 2～3
月枝接和夏初芽接为好，此时的嫁接成活率高。选择气温 15℃以上的晴天，在上午和午后

嫁接为好，切忌在中午和雨天嫁接。培育八角嫁接苗常用的嫁接方法有切接和“T”字形芽

接。

①切接：切接是目前八角嫁接方法中成活率最高、最易操作的一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小砧木

嫁接。嫁接时先截取接穗长 5～6cm，先端带有 2 个芽，将所带叶片剪去 2/3，在芽的下方

1cm处向下削一斜面，深度超过髓心，长 2～3cm，又在削口背面下方 5mm 处，沿 30°方

向削一斜面或小楔形。砧苗在距地面 8～10cm处被剪断成为嫁接用的砧木。减肥咖啡削平，

在剪口断面外侧直下一刀，长度与接穗面相等。将削好的接穗插入切面，形成层对形成层（若

接穗削面小于切口面，要靠边对准砧木的形成层）。嫁接后用塑膜带捆扎好，并加罩塑料膜，

参看图 5-1.
②芽接：从粗壮的八角接穗上取下长 15～25cm、宽 0.5～0.8cm的盾形芽片。去掉木质部，

使腋芽居中。在砧木距地面 10～15cm处，选平直光滑片切一“T”字形切口，深达木质部。

“T”字形的切口长度以刚好装下芽片为准。用芽接口剥开砧木切口处的树皮（不伤木质部）

插入接芽，用塑料膜绑牢。芽叶外露。参看图 5-2。
（4）加强嫁接后按理工作

①嫁接后植株管理：嫁接后 20天检查嫁接的成活情况，未成活的及时补接；成活抽梢长叶

后及时松绑，去罩（约 50～60天）。嫁接苗高 20cm左右立杆扶正并及时清除砧木上的萌枝。

②嫁接苗床管理：检查苗床荫棚的遮阴度是否保持要 50%～70%；嫁接苗培育期苗床的湿度

保持在 80%以上；苗床每月除草、松土、追肥一次；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用切接法嫁接

成活的八角嫁接苗见图 5-3。
5.扦插苗培育

云南省林业科学院采用无性繁殖的手段，快速培育出八角良种扦插苗，为云南省八角优良品

种资源的利用和产业化经营打下了基础。八角种植培育方法如下。

（1）插床的制作 在避风、空气湿润、排水良好、地势较平缓的地方建床。插床的制作方

法是：用砖砌成高 40～50cm，宽 0.8～1m，长 4～6m的插床，插床底部开出排水沟和通气

沟。床底先垫一层直径 2～5cm的卵石或碎砖，厚度 10～15cm，其上辅一层利于透气和排

水的粗沙，而构成总厚度为 6～20cm的插床底层。在底层上铺上插壤作扦插层，一般用细

碎的黄心土或红心土 3份加 1份细沙或碳渣、蛭石充分混合后作插壤。扦插层厚度约 20cm。

在作好的扦插床上，用竹片搭建半圆形拱搭建（拱架大小与插床砖砌部相符），拱架上覆上

塑膜。塑膜长宽以覆盖整个插床为准。

（2）插穗的采集与处理

以优良八角品系中 15～20年生的生长健壮的无病虫害的植株作采穗母树。采集母树树冠中

上部外围，尤其是主干顶部的枝条作穗条。用这种穗条培育出的八角扦插苗，干直而不易偏

冠，且扦插成活率高。应采一年生或当年生木质化和半木质化，树皮为青绿色的枝条作穗条。

不能采生于树冠下部枝条，内膛枝和徒长枝，以及二年生以上、树皮发黄的老枝作插穗。

八角扦插育苗可在春、夏、秋季进行，但以春、秋两季为好，故穗条的采条时间应与之相应。

为防止采下的穗条失水，最好在早晨和傍晚采集，阴天可全天采集。采下的穗条应立即用保



湿膜覆盖保湿，放于阴湿的地方。

采集后的穗条应及时作处理，即：①剪截：将粗壮适中，直径为 0.4～0.8cm的穗条，截成

长为 10～15cm的插穗。其上端距顶芽 1cm处剪平，保留 1对半张叶片，以利光合作用，其

余叶片剪除，将插穗下方 1cm片削成斜面（马耳朵形），以增大插穗的吸水能力而促进生要。

剪好的插穗 50根绑成一捆，底部齐平，以便浸药。②浸药：即用生长激素液浸泡插穗基部

作浸药处理。常用的生长激素为吲哚丁酸，浓度为 50～100mg/L，用量以可完全浸泡插剪口

为度。浸泡时间 4～6h。若用 ABT 生根粉作药液，使用浓度为 200mg/L，其浸泡插穗的方

法同上。

（3）插扦方法

扦插育苗前先用 25%多菌灵 800倍液或高锰酸钾 1000倍液喷洒插床进行土壤消毒。将浸泡

好的插穗用清水冲洗 1次。扦插时在插床面上用小圆木棍截出插扎，按 8cm×15cm的株行

距，深度为插穗条的 1/3。把插穗微斜插入孔中，插穗露出床面约 4～5cm，插好后用木条小

锄压实，插完后喷洒一次透水，使其插穗和床土紧密结合。

（4）扦插床的管理

八角扦插从剪取插穗到插穗产生愈合组织，乃至生根发芽，一般需要 50～60天。这段时间

扦插条的生活力主要靠插穗自身所含的养分和其所留叶片光合作用制造的养分来维持，直到

生根发叶。此期间，应切实做好以下人工管理工作。

①插床覆盖增温保湿：扦插完后将塑膜覆盖在拱架上，四周下垂的膜用土块和砖头压实，上

面覆盖稻草或遮阴棚，使插床透光度控制在 20%～30%，床内温度控制在 20～30℃，湿度

保持在 80%～85%为宜。在高温季节要防止拱棚内温度过高而灼苗，须采取揭膜透气或在覆

盖膜上喷凉水降温及床面保湿等措施。在其插穗切口尚未产生愈合组织前，要特别注重对插

穗就要水分的管理，每隔 2～3天要揭膜淋水 1次，淋水后及时盖回塑膜压实，使拱棚内膜

保持凝结的水珠，这样棚内湿度可达 80%以上。

②光照与遮阴：八角扦插育苗初期，对光照有较严格的要求。光照不足会引起苗叶脱落，光

照过强、蒸腾量大，叶面温度升高，易引起灼叶。扦插育苗初期对插床的荫蔽度要求大些，

其遮光度在 70%～80%。搭盖的荫棚不能过低，至少拱架高 50cm以上，否则通风透气不良。

当插穗生根并开始抽第一轮顶梢时要减少遮阴，遮光率为 50%。

③增施肥料：插壤一般缺肥，为了保证插穗正常生长，在插穗生根发芽期间要喷施叶南肥，

以少量多次为原则。一般每隔 7～10天喷施一次 0.1%的尿素或 0.2%的复合肥液（磷酸二氢

钾）。立秋后扦插苗不再抽梢停止生长，就可移栽至营养袋—容器内继续培育，增强八角扦

插的适应能力。移栽后的八角扦插容器苗，也要放置在阴棚内继续培育。其育苗期的遮阴度

控制在 50%左右。

④扦插苗出圃：八角扦插苗经过容器继续培育 1年生时苗高达 30cm，根径粗 0.5cm以上，

就可出圃定植。

六、种植技术

1.种植园地的选择与区划

（1）种植园地的选择

八角树属中性偏阴树种，多生长在空气湿度大、云雾多、日照短、雨量充足的地区。最适宜

选择作八角种植园地的气候条件应是：年平均气温为 14～21℃，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不

低于 10℃；≥10℃的年积温 4000～5000℃; 年降雨量在 1100～1500mm，且分布均匀；相对

湿度 80%以上；每日日照时数 5h以上。云南省文山州的富宁、广南、西畴、麻栗坡、马关

等县的气候条件最适合发展八角。红河州、楚雄州、德宏州、玉溪地区部分县也有相似的气

候条件可以发展八角。

八角种植园的海拔高度应在 500～1600m范围内。大地形选坡度 10°～25°的阳坡、半阴坡，



小地形选阴坡或半阴坡的山坡中下部，土壤深厚肥沃、疏松透气、排水良好、腐殖质含量高，

pH值为 4.5～6.0的弱酸性山地红壤、红黄壤的地方为八角的种植园地。红粘土和碱性土地

带不适合八角生长，不能建园。

（2）种植园地区划

八角种植园地选定后，按照建园方针，经营方向和经营规模，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物质条

件等综合特点进行整体规划。选出适宜种植的地块，划分作业区。对不适宜种植八角的地块，

可作营造防护林种植其他经济林及用材林，铺设道路、建筑物等用。在其种植园地中，一般

要求八角的种植面积达园地面积的 85%以上。

3.种植园的整地、定植

新建的八角种植园，要求全面清除园地的杂草、灌木。沿等高线带状修建水平台地。按上挖

下填、削高填低，大湾顺势、小湾取直的方式，筑成外埂略高、内侧低的水平台地。台基宽

2～4m，台地内侧挖出深、宽各 20cm的竹节沟，以利保水防旱。在台地中按设计的种植密

度挖出种植塘。塘宽、深各 50cm。每塘施农家肥 5kg、复合肥 0.5kg，与表土混合均匀后回

填，将塘填成馒头形。

八角的种植密度因经营方式的不同而不同。果用林（乔林）的种植株行距为 4m×4m或 5m
×5m；台地的台间距 4m，初植密度为 1.5m×1.5m或 2m×2m，树长大时，2株中清除 1株。

叶用林（矮林）的种植株行距为 1.5m×1.5m。

定植时间和方法：八角容器苗春、秋两季皆可定植，裸根苗以春季定植为好。八角种植区，

春季多为阴雨天，空气湿度大，土壤水分充足，造林成活率高。在春季干旱缺水的地区，八

角可在雨季植苗造林。定植容器苗时，先在塘内回填土上控一比容器稍大的植苗穴；撕去树

苗的容器放入植苗穴中，用细土填实。填土与地面平。定植裸根苗时，其植苗穴挖深一点，

约 20～30cm。将苗放入植苗穴中，让其根系舒展，用细土回填满塘，齐至苗根际处。若定

植八角嫁接苗，方法同上，但嫁接口一定要露出地面。定植完浇一次定根水，以保成活。定

植扦插苗与定植容器苗方法相同（八角扦插苗以及八角嫁接苗都是窗口苗，出圃定植时间较

为灵活，春、夏、秋季都可种植，一般以雨季 5～8月定植为好）。

七、种植园的经营技术

1.幼林的管理

（1）林地覆盖

新种植的八角幼林，林间空旷，幼林林木树冠的覆盖率低，只有 5%～6%，容易造成园地的

水土流失，土壤干旱，而致使其生态环境恶化。进行裸露林地的覆盖，是八角幼林管护中的

一项重要措施。林地覆盖有两种方法：一是割除林内杂草铺放在幼树四周，以保持林地湿润，

防止日灼，减少水土流失。二是幼林期的 3～4年间间种绿肥和农作物，对裸露林地进行覆

盖（图 7-1）。绿肥能增加林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间种的农作物种类有绿

豆、黄豆、红豆、包谷、山芋、红薯等，间作期间作物植株覆盖了裸露林地，亦为林地增施

了农家肥，秋收秸秆还地，能改良林地土壤的结构，而对八角幼林生长极为有益。

（2）松土、除草、施肥

林地松土可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的通透性，以减少水分蒸发，增加蓄水能力，而促进八

角林木根系的生长。松土时结合除草，而抑制林地杂草、灌木的生长，保证了八角幼树生长。

为了让八角幼树快速生长，在其经营期间，必须通过施肥而给幼树提供充足的养分。一般八

角幼林期的林地施肥以施用“高氮低磷钾”为原则，多施氮肥，少施磷、钾肥。每年施二次，

1～2月，5～6月各 1次。对 1～2年生的八角幼树，每年每株施尿素 50～100g，3年以上的

八角幼树，每年每株施尿素 150～250g，加施复合肥 100～150g，分 2次施入。在树冠投影

下挖浅沟撒施覆土即可。

（3）整形修剪



①果用林的整形修剪

八角幼树的顶端优势较强，3～4年生的八角幼树一般高 1.8～2.0m，应及时截去顶芽整形，

顶端只保留一个枝向上，持续生长，促进分枝。每株保留 3～4层，每层保留 3～4个主枝。

第一层距地面 40～50cm，第 2层至第 4层的层间距为 50～70cm。通过整形修剪将八角幼树

的树形培剪成圆锥形或疏散分层形。各层的分枝交错排列，不相重叠，以保证良好通风透光，

枝枝都能开花结果。八角幼树于每年冬季进行修剪，剪除多余枝，交叉枝，徒长枝和病虫枝，

培养丰产树形。

②叶用林的整形修剪

八角幼树主杆高达 1.5m左右时，进行“矮林作业”。此时剪除幼树的顶梢，切干上选留均匀

分布于东、现、西、北四个方向的 4～6 条健壮萌芽枝作主干枝。各主干枝长到 20～30cm
时，除去顶芽，促进侧枝生长，以扩大树冠，增加枝叶产量，其整形修剪每年冬季进行，培

养枝叶丰产树形。

2.成年林的管理

（1）土壤管理

八角成年林郁闭度较大，林地杂草生长减弱、土壤板结、需要每隔 2～3年对林地全面松圭

除草一次，调整土壤结构。林地的除草松土工作最好在 10月采果前进行。

八角成年林在林木挂果以后，需要对林地施肥，给林木补充大量的营养元素才能丰产稳产。

施用的肥料应以“低氮高磷钾”为主，适量添加微量元素，如农用硼砂、锌、镁等。中等结

果的八角树，每株施复合肥 1.5～2.5kg，各种向量元素 50g。施肥方法：在树冠投影下开环

状沟，深、宽各 15～20cm，肥施于沟内。环状施肥后及时盖土。每年施肥 2次，4～5月施

一次保果肥，7～8月施一次壮果肥，也有恢复树势的作用。八角开花期的 2～3月，落花现

象严重，此期间对林木喷施 1%～7%的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其叶面肥中添加 0.1%的氨基酸

钾、0.1%的核苷酸钾。每 10～15天喷施一次，连喷两次，有防落花及落果的作用。

（2）合理修剪

对八角成年树进行合理修剪，是把生长过旺、扰乱树形的徒长枝、交叉枝、重叠枝、过密枝

从基部剪除。以利培育其的主干和骨干枝，使之形成良好的丰产树冠。

八角结实树的树冠稳定。对八角结实树的修剪主要是清除树冠内的枯枝，，结果多年的纤弱

枝、过密枝和病虫枝。八角老龄树的营养生长弱，结果枝大量衰退、病虫害危害严重。对其

林木应以复状修剪为主。首先清除病虫枝，干枯枝，保护有再生能力的骨干枝，通过重剪促

进新枝的生长，恢复树势，延长林木的经济寿命。

3.病虫害控制

（1）主要病害及其防治

①八角炭疽病（Colletotrichum sp.）是最严重的病害之一。从八角幼树到成龄树期都可发此

病。本病由炭疽病原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嫩梢、花和果实，在树体不同受害部位呈现不同

症状。叶片多从叶尖、叶缘开始发病，逐渐蔓延到叶中部，初期呈暗褐色水渍状小斑点，后

扩大到整个叶片，变为灰褐色，病斑呈现轮纹状，叶片脱落。嫩梢、花果感病症状与叶片相

同。多从梢尖、花梗、果梗开始发病，逐渐扩大，后期整个嫩梢干枯，花朵脱落，果实干 缩。

感病植株变成红褐色，如同火烧一般。受炭疽病然的八角树果产量减少，鲜果品质降低。

防治方法：苗期的防治方法。种子播种前用 70%的甲基托布津粉剂兑水 300倍，浸泡 10分
钟，捞起晾干后播种。发病期喷 1：1：100倍波尔多液（农药店有售）或 25%多菌灵 1000
倍液。成年树的防治方法。清除有病植株的枝、叶、花、果集中烧毁，控制病源蔓延；砍除

林中的杂灌木，增强通透性，降低空气湿度，改善林分环境，以减少病源；林地垦复，增施

钾肥提高树体的免疫能力；对发病林分，全面喷施 1：1：100倍的波尔多液和多菌灵 1000
倍液，可以控制病情；林木发病严重时也可用安林杀菌剂 2号烟剂，用量每 hm26kg。选择



晴天入夜后的静风时放烟，多点分散点火，让其烟雾在林内维持 30分钟以上，杀菌效果好。

②八角烟煤病，由 Copnodium sp.病原菌引起，是八角树常见的病害之一。发病严重时，枝、

叶上布满黑色的煤污状物，阻碍植株的正常光合作用。受害八角树轻者不能发梢、生芽。花

果大减，重者果实颗粒无收。连年受害时，树体衰退，导致树死林毁，公用树煤烟病主要发

生在叶片的两面，枝梢和果实的表面。菌丝体绒毛状，似绞织成的薄膜，可剥离寄主，剥后

无斑痕。

发病诱因：八角烟煤病菌营腐生生活，从诱病害虫（主要是蜡蚧和盾蚧）的排泄物中吸收营

养，并通过这些害虫的活动传播扩散。该病害由蚧壳虫的发生而起。

防治方法：每年冬季中初春对八角树进行修剪，清除带病虫的枝、叶，消灭虫源。在蚧壳虫

若虫孵化盛期，喷 50%的马拉松 800～1000倍液，喷 40%的乐果、50%二溴磷、50%杀螟松

等药剂 1000倍液杀灭蚧壳虫；夏季喷施 0.3%波美的石硫合剂，对八角权烟煤病有一定疗效。

（2）主要害虫及其防治

①八角叶甲（又名金花虫）（Qides leucomelaena） 主要啃食八角树当年抽出的新梢、嫩叶、

严重发生时，全树的叶片枝梢被吃光，引起树体衰退而死亡，是八角最危险的害虫。广西德

保、云南富宁的八角林曾大面积受此虫危害成灾。其受害八角林如同被火烧过一样，果严重

减产，一次成灾，林木的果产量几年都受影响。

防治方法：a.人工清除卵蛹。在八角叶甲成虫危害期，利用成虫的假死性和趋光性，进行人

工捕杀或利用黑光灯诱杀；产卵期，利用八角叶甲多产卵于枝桠、叶腋、树皮裂缝的特点，

人工清除这些部位的卵块；化蛹期，利用八角叶甲幼虫老熟入土化蛹的特点，结合八角林的

林地除草、松土抚育，挖出虫蛹。b.药物防治。在八角叶甲幼虫危害期，用 800～1000倍敌

杀死粉剂电动喷粉杀幼虫，待其幼虫落地后，再用 10%杀虫威乳油 1000倍液，或用 800倍
氧化乐果，对地面进行喷触杀，其杀虫效果达 90%以上。c.生物防治。清晨或雨后高温高湿

天气，于林内施放白僵菌粉，八角叶甲的幼虫、蛹、成虫均可患病致死，其死亡率达 80%
以上。

②蚧壳虫 危害八角树的蚧壳虫主要是矢尖蚧类，觉见的有粉蚧（Psuedococcidae spp.）、蜡

蚧（Coccidae spp.）、盾蚧（Diaspididae spp.）。粉蚧体表披有白色蜡粉；蜡蚧体表有一层坚

硬的外壳（盾壳）保护虫体。该虫一年四季都可危害八角林木。干旱季节和林内郁闭度过大

的地段，蚧壳虫害更为严重。

防治方法：a.结合八角林木的修剪清除虫枝，集中烧毁，消灭虫原。b.在其若虫 1～2龄期，

用 40%的疥虫消乳油 1000～2000 倍液喷杀；成虫盛发期用 40%的速扑蚧乳油 1000～1500
倍液或用 20%蚧虱杀乳油 1000～1500倍液喷杀。用该类药物防治蚧壳虫幼虫用低浓度，防

治蚧壳虫成虫用高浓度。c.多种瓢虫和小黄蜂是蚧壳虫的天敌，引进放养，起生物防治的作

用，以实现八角园区的生态平衡，减少灾害。

八、果实采收调制与贮存技术

1.果实的采收

八角果实因成熟期不同而分为春糙果和秋糙果。春糙果 3～4月成熟，果瘦小，色泽差，称

“角花”或“四季果”；秋糙果 8～9月成熟，果实肥大，色泽鲜，质量好。采收时间在“霜

降”节令前后的 10～20天。

八角春糙果产量低，一般自然脱落后人工在树下捡收。秋糙果的采收期，正值八角的花期（花

果同期）。加之八角树体高大，枝条细软，质量松脆，因此严禁用竹竿敲打，摇动树枝的方

式采果，一定要人工上树采摘。所采的八角果实可用箩筐装盛，采收八角必须选择晴天，采

回后应及时作摊晒处理。

2果实的调制与贮存

采收来的八角鲜果含水率果，要及时进行干燥处理，否则果会发霉变质。常用的调制鲜八角



果的方法有自然干燥法，土炉微火烘烤干燥法两种。

（1）自然干燥法

将采回的八角鲜果在日光下晒干或借助风力干燥，称自然干燥。此法简单易行，投资少，成

本低，适合农村个体种植户应用。

公用鲜果的自然干燥可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①杀青干燥：将摘回的鲜八角果，放入盛装沸水的桶中，用长木棒搅拌 5～10分钟，待鲜八

角果由绿变成浅黄色时捞出，，摊在水泥晒场或竹席上，让阳光暴晒 4～5天，经常翻动，干

燥后即为成品。

②直接干燥：将采回的鲜八角果直接摊在晒场或草蓆上晾晒，每天翻动数次，经阳光暴晒 4～
5天，待八角果变为红褐色时即为商品。

③薄膜覆盖干燥：将采回的鲜八角果摊在水泥晒场上暴晒，待果发热时，收拢成堆。一般堆

成宽 80～100cm，厚 18～20cm，长视晒场大小而定的果堆。果堆用塑料薄膜覆盖封严，膜

四周用砖头、木块压实。继续晒 4～5h。待薄膜上出现小珠、八角果由青绿色变为黄绿色时，

掀开薄膜，上下翻动八角果而继续翻晒。晚上将果集成圆堆，但不盖膜。第二天再覆膜日晒

2～3h后揭膜翻晒，至晚仍归成圆堆，而不覆膜。至第三天以后，不覆膜，继续翻晒。按此

方式，一般经过 4天的干燥处理，八角果变为棕红色已干，就可作成收存。八角果的薄膜覆

盖干燥，一定要在晴朗、干燥天气进行。

在上述三种自然干燥法中，杀青处理的八角果成品颜色棕红、色泽好、市场价格高，但果的

八角茴香味丧失快，不宜久存；经直接干燥处理的八角果成品褐红色、色泽差，但香味持久；

而薄膜覆盖干燥的效果最好，既使八角果成品为棕红色，色泽好光亮，又使果持久保持浓郁

的香味，成品率高，是出口八角常用的调制方法。

（2）土炉微火烘烤干燥法

一些八角产区收果时，遇到多雾阴雨天，自然干燥有一定的困难。产区农户多采用土炉微火

烘烤法对八角果进行干燥处理。其方法是：在室内竹竿搭成高 80～100cm的竹架，将八角

鲜果均匀地铺在竹架上，下面燃放微火进行烘烤。烘烤时，经常翻动鲜果。烘烤期间室内温

度保持在 40～50℃。八角鲜果经微火连续烘烤 2～3天后即可收为成品。用此法干燥处理的

八角果成品呈紫红色，暗淡无光泽，色泽差香味浓，易长期保存。

经干燥处理的八角果贮存比较简单，只需保持干燥不受潮，可在低温干燥的冷库内贮存。

3．云南八角商品的出口规格

出口的八角果要求个大、肥壮，果的含水率不超过 14%，含油率不低于 10%。其八角商品

分为三级。

大红一级：果实饱满肥壮、香味浓、色泽棕红、破壳率不超过 10%，含杂质率不超过 1%。

大红二级：果实饱满肥壮、香味浓、棕黑色、破壳率不超过 1.5%～20%，含杂质率不超过

2%。

大红三级：果实不够饱满肥壮、香味差、色泽黑或淡红色、破壳率不超过 25%，含杂质率

不超过 3%。

达不到此三级标准的八角果为等外级，不能出口外运。

九、产业化规模经营前景

八角是云南省重要的经济林树种，八角和八角茴香油是云南省传统的出口商品，在国际上有

很高的声誉。据 2008年统计，云南省八角的种植面积已达 104万亩，年产八角 3000万 kg，
产值 5300万元。云南省政府对八角产业化发展十分重视，多次提到云南的生产潜力在山，

希望在林。“十一五”期间下达了“八角良种选育及山地集约化栽培技术的研究”课题。其

长期积累的种植经验，良种选育及山地集约栽培技术的研究成果，为云南省八角的产业规模

经营打下了深厚的技术基础。



由于八角的果实及提起的芳香油经济价值高、市场广阔，八角产区农民对发展八角种植业的

积极性很高，把它作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经济支柱，而云南全省适宜种植八角的面

积多达几万亩，土地资源极为丰富。深厚的技术贮备，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高涨的群众种植

热情，预示着在云南省产业化规模的经营八角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1、云南的八角产业化规模种植地

云南地形地貌复杂，海拔高差悬殊，具有“立体气候”的特点。区划云南省的八角的产业化

规模种植区，应以不违背八角的生物学特性和遵守其对自然环境条件的要求为原则，结合各

地自然条件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借助经度、纬度、平均温、≥10℃积温、光照、雨量、风速

等气候因素作为区划的依据。并兼顾到行政区界的完整性，可将云南适宜八角的地区分为四

个种植区。即（1）滇东南最适种植区；（2）滇南北热带适宜种植区；（3）滇南和滇西适宜

种植区；（4）滇中宜植边缘种植区。现分区作评述。

①滇东南最适种植区

本区东接广西，南邻越南，其范围包括广南、富宁、文山、马关、个旧和红河等县。其中富

宁县是云南八角著名产区。

该区为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水热条件丰富。年均温 15.8～20.2℃，1月份均温 8～
12℃，≥10℃的年积温 5000～6500℃。年雨量 800～1700mm，相对湿度 72%～84%。是云

南最适合种植八角的地区。

本区种植八角自然条件好，群众有丰富的栽培经验和习惯。现尚有一些宜林荒地可以种植八

角。以选择海拔 800～1500m的地带作为八角的产业化规模种植地而发展。

②滇南北热带适宜种植区

本区范围包括景洪、勐腊与河口等县。属北热带季风气候，水热条件丰富。年均温 21℃，1
月份均温 15℃以上，≥10℃的年积温 7500℃。年雨量 1500mm 左右，相对湿度 83%。年均

风速小于 2m/s，为云南水热条件较好的地区。本区为橡胶主产区，八角种植较少，在不与

橡胶争地的同时，可选择海拔 800～1000m的山地作为八角果用林的产业化规模种植地。

③滇南和滇西适宜八角种植区

本区范围包括思茅、临沧、潞西、墨江、盈江、双江、勐海和瑞丽等县。属南亚热带季风气

候，冬暖夏凉。年均温 17～20℃，≥10℃的年积温 6000～7300℃。年雨量 1000～1700mm，

相对湿度 70%～84%。属云南水热条件较好的地区。适宜八角生长。但目前该区八角种植较

少，可选择海拔 1100～1600m 的山区大面积发展八角果用林，进行八角种植业的产业化规

模经营。

④滇中宜植边缘种植区

本区范围包括滇中地区的昆明、嵩明、陆良、双柏、宾川、路南、玉溪、富民、新平和永仁

等县市。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本区气候最明显的特征是四季如春，夏温不足、春旱严重。

年均温 14～18℃，≥10℃的年积温为 4500～5500℃。年雨量 800～1300mm，相对湿度 78%～

82%。春季雨量偏少。本区种植八角较少，可在海拔 900～1300m地段的适宜地发展具一定

产业化规模水平的八角种植业。

2、实现产业化规模经营的主要措施

（1）选择和扶持龙头企业。目前云南省八角产区还没有一家大型的骨干企业。多处于分散

的经营状态。管理粗放，技术落后，致使八角树产量低，质量差，形成很多低产林分。要实

现八角产业化规模经营，必须要有大型龙头企业带头作出榜样，组织率领农户发展八角种植

业。向群众传授先进技术；提供良种壮苗；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组织商品销售，

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各地政府在选择龙头企业时，要让那些事业心强、有经济实力、勇于

创新的企业中标，并对他们给予各方面的扶持。实施公司+科研（教学）+农户的经营模式，

实现产、供、销一条龙服务，以实现八角产业化规模经营的持续发展。



(2)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八角产业化规模经营的优质高产高效。选用良种壮苗是实现八角产

业化规模经营的基础。积极推广运用新培育出的云八角 1号，云八角 2号，云八角 3号三个

八角优良新品系（八角 1号产量高，八角 2号的果出油率高，八角 3号果莽草酸含量高）。

培育优质高产的八角园。以提高经济效益。利用科学技术，对现有的八角低产林分进行改造，

变代产为丰产，变劣质为优质，增加或延长现有八角林的经济寿命。

（3）在八角产区无龙头企业的地方，也要积极推广先进技术。由当地政府林业部门出面，

协调组织八角种植农户，建立八角协会。政府派出科技人员扶持协会。讲授科学技术；解决

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协调农户产品销售；组织农户相互交流八角栽培技术。为八角的产

业化规模经营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