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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富苹果优质丰产栽培技术

⑩輥輯訛輥輰訛輥輱訛輥輲訛輥輳訛輥輴訛輥輵訛輥輶訛輥輷訛輦輮訛

序 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国家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
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
举措。科协作为党领导下的科技群团组织，不仅要积极参与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而且必须发挥自身优势，
在促进农民素质全面提高这一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中大显身
手，有所作为。
毋庸置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期的全面的目标，

既要靠党的政策，又要靠科学技术。我们必须树立以农民为主
体的观念，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需，从根本上促进“三农”
问题的解决。目前，当务之急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用
新技术及时送往农村，让每家每户都能有一个“明白人”，真正
掌握一两项技能，不断提高依靠科学技术致富的本领，给农民
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这是各级科协组织应尽的职责，
也是我们的最大愿望。为此，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决定组织编
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在满足广大农民朋友需要
的同时，也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三农”搭建一个有效平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涵盖种植、养殖、果树、
林业、水利、农机、土肥、植保、农副产品加工、生态能源、
储运保鲜、设施农业等实用新技术以及经纪人培养、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发展及经营等内容。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积极发动
省内外农业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努力用通俗的语言，把国
内外最新的优良品种和实用技术深入浅出地撰写出来，尽量做
到介绍的技术具体、完整，有可操作性。为了便于广大农民尽
快掌握这些实用技术，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以便更好地推广应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

用，本套丛书系统地介绍了一些基础知识和一些常规性的优良
品种，而且每本书都自成体系。在选题和编写的过程中，我们
十分注意内容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对一些没有经过严格实验，
把握不大的品种，我们都严格把关，不受社会上个别商业性炒
作所左右，防止给农民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在编写过程中，辽宁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沈阳农业大学
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等单位在发动专家、筛选题目、修改稿件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对本套丛书的出版给
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本套丛书中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商向东
2007 年 8 月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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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寒富苹果的育成及创新点

（一） 苹果抗寒育种新突破

1. 苹果品种急需更新换代
辽宁省是我国苹果主要产区之一。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

代，辽宁苹果的栽培面积与产量均占全国第一位。近些年来，
山东、陕西、河南等省份的苹果生产已经赶上并超过了辽宁。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因素是“辽宁苹果‘老了’”，辽宁
缺乏适合较寒冷气候条件的优良品种。摆在果树工作者面前的
重要任务就是及早进行品种的更新换代，选择适合寒冷气候而
又高产优质的新品种。

作为产量曾占全国总产1 / 3的辽宁苹果基地，一直以国光为
主栽品种，约占 70%。这个品种是 19世纪末从国外引入，栽培历
史已超百年。与当今世界高档苹果新品种比较，国光苹果个头小，
着色差，味酸。在香港果品市场被贬之谓“小苹果蛋子”，根本没
有竞争能力，在国内消费者心目中也越来越“无光”。

我国新兴主要苹果产区，国光品种已经被红富士、新红星、
乔纳金等所取代。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辽宁也相继将上述新品
种引入试栽。但是由于这些外引品种风土适应性较差，对环境
条件要求较高。实践已经证明：红富士、首红、超红、乔纳金
等只能在一月份均温 -10℃线以南，仅占辽宁宜果面积 21%的
地区栽植，而且经常遭受冻害和轮纹病、粗皮病侵害，急需有
综合经济性状超过国光，比红富士更抗寒、抗病，风土适应性
强的更新换代品种。

2. 寒富系列苹果新品种应运而生
寒富系苹果是我省果树科技工作者李怀玉教授及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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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经 20多年培育而成的抗寒优质苹果新品种。
1975—1976年度的周期性大冻害，再次毁灭了寒冷地带刚

刚发展起来的苹果生产。当时，参加辽宁省中北部地区苹果冻
害调查的七个教学、科研单位，组成了苹果抗寒育种协作组。
决心要选育出抗寒性相当于黄魁，果品质量超过国光的苹果新
品种。

1978年春，我们选择抗寒性强、果个大、肉质脆、耐贮性
好，唯口味特酸的东光为母本；选刚从国外引入的肉质、口味
俱佳，唯耐寒性差的富士作母本，进行杂交授粉。以期获得优
质互补，综合双亲优良特性的杂交后代。当年获得了杂交种子
1万余粒。

1979年春，我们将获得的杂种，播在了一月份均温 -12℃
线以北的内蒙古宁城县巴林果树试验场。杂种实生苗经过连续
三年的露地越冬淘汰，又将经过早期鉴定与预先选择的优良株
系定植在选种圃内。1985年后陆续开花结果，1989年有 2个优
良品系通过了辽宁省和内蒙古共同主持的阶段性成果鉴定，
1990年初又选出了 2个优良品系。

经过连续五六年的区域试验，1993年第一批选育出宁丰、
宁酥，通过省级品种审定，其中宁丰获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4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1995年第二批选育出寒富、寒光，
其中寒富总评分超过宁丰，1998年获辽宁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
奖，1999年被国家科技部列为全国重点开发推广项目。21世纪
初，寒富已被辽宁省列为更新换代的苹果主栽品种。

寒富系列苹果新品种的育成及其在果树生产上的应用，结
束了我国北方诸省寒冷地区长期不能栽植优质大苹果的历史。
到目前为止，已经在东北、华北、西北大部分寒冷地区引种试
栽成功，并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据 2006年统
计，辽宁省在连年压缩苹果栽植面积的情况下，寒富苹果的栽
培面积迅速扩大，现已将继续开发推广寒富苹果列入“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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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果业发展规划”。果实产量除供应国内市场部分需求
外，还试销东南亚及俄罗斯等国外市场。普遍受到栽培者和消
费者的好评。并被同行专家赞誉为苹果抗寒育种的新突破。

3. 综合经济性状超群
（1） 风土适应性强，尤其是树体抗寒性明显超过国光。在

1993—1994年度的周期性冻害中，在苹果冻害频繁区，即 1月
平均气温 -10℃线以北，栽植的红富士树体全部遭毁灭性冻害；
国光苹果树体冻伤达 2～3级，花芽冻害率 60%～80%。而在这
些地区的寒富系列苹果树均无冻害表现。即使在 -12℃线以北
的沈阳、-14℃线以北的彰武等地，寒富等除秋梢抽干或枝条轻
微日灼外，仍开花结果正常。之后又经过 2000—2001 年度 50
年一遇的特大冻害，沈阳地区栽植的以 GM-256为中间砧的寒
富苹果，依然正常生长发育，结果累累。
（2） 果实成熟期比国光、富士早 15～20天。一方面可以提

早上市，供应国庆、中秋节日市场；另一方面，果实采收后便
于果园管理、树体恢复与营养积累，有利于安全越冬。
（3） 幼树早果性强，定植后第二年见花，第三年就有产量。

四年生幼树平均株产 10千克，最高株产 21千克。盛果期 5～
10年，到目前为止，15年生寒富苹果树，生长发育良好。因有
明显腋花芽结果习性，有的植株压苗圃就开花，定植当年就有
的树结果 1～2个。比国光、富士提早结果 2～3 年，且丰产、
稳产。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王崇山果园，自 1993年栽植寒富苹果一

年生苗木。用黄元帅与国光作对照品种。栽后 3年，寒富苹果
开始有产量、见效益，栽后 5年，产量与效益非常显著（见表
1）。
（4） 果实个头比国光大，果实颜色比国光鲜艳，肉质、风

味、含糖量均超过国光，与红富士相似，果农称之谓“抗寒的
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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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果实耐贮性比国光、富士强。过去曾有学者断言：
“采收期越晚越耐贮藏，采收时硬度越大越耐贮藏。”寒富系列
苹果新品种的贮藏试验，修正了上述观点，寒富、宁丰等果实
成熟期和采收期均早于国光，而且采后的果实硬度没有国光硬。
但是，同窖贮存至来年 5～6月时，国光已返沙失去食用价值，
而寒富系列仍酥脆多汁，烂果率明显少于富士，而且还很少感
染霉心病。

4. 自交结实率高，不用配置授粉树
到目前为止，生产中常用的苹果主栽品种，自交结实率约

为 1%～6%。有少数品种虽能自花结实，但座果率很低。为了
确保丰产，必须在苹果园配置不同品种的授粉树。如按 1∶
8~10的比例配置授粉树，不仅要占用栽培面积，还要搭配授粉
品种组合，选择授粉树配置方式，花费人力物力和土地。

而寒富苹果自交结实率高，不必配置授粉品种。实验及生
产实践证明，寒富苹果在自然条件下自交结实率高达 54.8%～
75%。如果用本品种进行人工辅助授粉，结实率可达 100%。

表 1 寒富苹果园品种效益对比

年 份 品 种 树 龄 产量（千克 /亩） 效益（元 /亩）

1995 寒 富 栽后 3年 150 450

1995
黄元帅 栽后 3年 0 0

果 光 栽后 3年 0 0

1996

寒 富 栽后 4年 1 100 3 300

黄元帅 栽后 4年 200 500

国 光 栽后 4年 0 0

1997

寒 富 栽后 5年 3 000 9 000

黄元帅 栽后 5年 1 200 3 000

国 光 栽后 3年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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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寒富苹果的特征特性

1. 果实外观特征及内在品质
果实短圆柱形，端正，属大果型，平均单果重 250克，最

大 510 克。纵径 7.56 厘米，横径 8.84 厘米。果型指数为
0.855。底色黄绿，彩色片状鲜红，全面着色。果皮蜡质层中
厚，少果粉，光亮，果点小、少、无晕圈，木栓点突起。果梗
短，粗；梗洼狭、深，萼洼狭而深。果心小。果肉淡黄，肉质
酥脆，多汁，酸甜味浓有香气，品质上，含可溶性固形物
15.2%，全糖 12.01%，可滴定酸 0.34%，每百克果肉维生素 C
含量 8.1毫克。耐贮性极强，在一般土窖内贮藏 8个月，不皱
皮，不变质。

2. 生长与结果习性
幼树生长势较强，具有短枝型性状。10年生树高 2.55米，

冠径 2.58～2.80米，干周 41.2厘米。新梢平均长 32.5厘米，平
均节间长 1.8厘米。萌芽率 85.6%，成枝力 2.1，短枝率 79.8%。
3 年生开始结果，短果枝结果占 62.1%，中长果枝结果占
13.7%，腋花芽结果占 24.2%。有连续结果能力，花序座果率
82.5%，平均每果台坐果数 1.8个。无采前落果习性，丰产性明
显，无隔年结果现象。

树姿较开张，树干深褐色，1年生枝红褐色，着生角度较
大。枝干上潜伏芽呈瘤状突起，易萌发，并能展叶开花坐果，
此特点区别于其他任何苹果品种，有利于更新复壮。叶片长且
宽，椭圆形，颜色深绿，平均长 11.5厘米、宽 7.1厘米；叶面
多皱褶，叶背茸毛密而长。每花序 5～6朵，花瓣粉白色。

3. 物候期
据观察，在沈阳地区 4 月中旬萌芽，5 月 7 日初花，5 月

10日盛花，5月 15日终花。10月初果实成熟，果实发育期 135
天。11月上旬进入休眠期，营养生长期 1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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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苹果树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苹果树在长期衍生繁殖过程中，与其他植物一样，对外界
环境条件产生了特定的要求。只有在综合环境适应的条件下，
才能生存或生产。据果树工作者长期研究和生产实践证明，苹
果树对气候、土壤和肥水几个主要方面反应比较敏感。其中温、
光、水尤为重要。

1. 温度
对寒地苹果生产来说，气温是至关紧要的限制因素。一般

多以年平均气温（T 年） 或 1月份平均气温（T1） 作为苹果树能
否正常生长发育的指标。以往我国栽植优质大苹果的北限，定
为年平均气温 10℃、1月份均温 -10℃。如果低于此限，即会
遭遇低温冷害，直至冻伤、冻死。故辽宁省中北部以及我国北
方诸省的寒冷地区，长期不能栽培优质大苹果。

寒富系列苹果新品种的育成及栽培实践，已将优质大苹果
的栽植北限推移至年均气温 8℃、1月份均温 -12℃线。如果采
用高接栽培，则可继续北移至绝对低温 -32℃、1 月份均温
-14℃的地域。

春季土温达到 3～4℃时，根系即开始生长，14～25℃为
生长发育最佳温度范围。超过 28℃根系活动受限制或停止。

春季昼夜平均温度 3℃以上，地上部即开始活动，8℃左右
开始生长，15℃以上生长活跃。整个生长季平均气温 12～
18℃。夏季平均气温 18～24℃，最适于花芽分化，温度高达
26℃以上，苹果花芽分化不良。
秋季昼夜温差大，日较差达 10℃以上时，有利于果实糖分

积累和花青素的合成，果实着色好、糖度高、风味浓、品质好、
耐贮性强。秋季温度过高，易引起采前落果，并导致果实耐贮
藏性下降。

苹果树需要通过冬季低温（7.2℃以下 1 200小时） 才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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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休眠，否则萌芽、开花不整齐。
2. 光照
苹果树是喜光树种，需要日照充足。一个苹果果实必须有

25～30片处于充分光照条件下的叶片，供应光合作用产物，才
能达到优质果标准。年周期日照如低于 1 500小时，特别是 8～
9月份日照时数低于 150小时，就会引起一系列反应，如枝叶
徒长、细弱，抗病力差，花芽分化少，营养贮存少；根系生长
也受影响，果实含糖量低、着色差。

据气象部门观察记载，我国北方诸省年日照时数为 2 200～
3 000小时，日照时数及光照强度均能满足苹果生长发育的需
要。而且因为寒冷地区阴雨天少，光照充足，且日夜温差大，
能有效地提高果实含糖量和果实着色度。1995年秋，我们测定
各地寒富苹果的含糖量及着色度，产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果
实，全面着红色，且色泽艳，果皮光亮；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比
产自沈阳的果实高 2%。由此可见，寒地苹果栽培的光照并不是
限制因素。但在栽培管理期间，一定要通过调整栽植密度、合
理修剪等措施，不断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3. 水分
苹果树在年生长周期内，每公顷需水量 1 800吨，折合年

降水量 180毫米。一般自然降水量实际能被苹果树吸收利用的
仅占 1/3，另有 1/3蒸发掉，还有 1/3为地表径流。因此，生长
期内降水量能有 540 毫米的地方，就可以满足苹果树的需求。
但“三北”地区降水多集中在 7～8月，冬春季干旱，往往造成
苹果树抽条，严重影响开花坐果。为此应增设灌溉设备，以便
按实际需要定期灌水保墒。尤其是西北干旱少雨地区，满足水
分供应是保证苹果高产稳产优质的重要条件之一。

从年周期中看，苹果在生长过程中需水量有其自身的规律。
春季叶面积大量形成，新梢生长加快，加之开花坐果，因此需
水量急剧上升。据山东省果树研究所资料，5月上旬，成龄苹

7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

果树叶片每天每片叶可蒸腾失水 170～429 毫克，平均 350 毫
克。如此时缺水，会造成叶片小，新梢短，影响结实及果实生
长发育。就果园土壤相对湿度而言，生长前期苹果园田间持水
量应保持在 60%～70%。9 月份适度干旱，可抑制秋梢生长，
促进光合产物积累与果实着色，含糖量增加。

4. 土壤肥力
寒富苹果风土适应性强，在多种类型的土壤环境中都能生

长；但是对黄黏土、碱土、涝洼地适应性较差。以砂质壤土为最
好。根系生长要求 60～80厘米厚度的活土层，如果园土壤厚度
过薄，可以通过深翻改土保持土质疏松透气。土壤有机质含量
高，养分富足，容易形成团粒结构，它是水、肥、气、热的调节
器，当土壤有机质达到 1%以上时，苹果树生长发育良好。土壤
有机质不足，应通过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作物并适期埋压。

5. 地势
最适于苹果树生长发育的建园基地是小于 15°的低缓丘陵

坡地。这类地块由于光照好，通风畅，加之土壤通气状况良好，
因此苹果树多生长健壮，丰产稳产，果实着色好，品质佳。平
原、滩涂地块亦可发展苹果，但要注意做好雨季排涝，防止涝
害和贪青徒长。坡度在 15°以上的地段，应修筑梯田等水土保
持工程。

（四） 优势区域布局栽植意见

依据区域试验与多点试栽的实践，现已基本掌握了寒富系
列新品种的适宜栽植范围。

优质大苹果绝对安全区（1月份均温 -8℃线以南） 与相对
安全区（1月份均温 -10℃线以南），即“环渤海苹果优势地带”
可选栽寒富、宁丰等果实品质优良的新品种，作为国光的更新
换代品种之一。

在优质大苹果冻害频繁区（-10℃线至 -12℃线之间） 即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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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半岛中部，可用寒富系列新品种作主栽品种，取代国光，进
行优质果生产。《辽宁省“十一五”果业发展规划》已明文规
定：在大石桥及沈阳市东陵区各建一个寒富苹果出口基地和寒
富苹果套袋栽培示范区。

在过去被认为的大苹果禁栽区（-12℃线以北），即辽宁北
部寒冷地带，提倡栽培以山丁子为基砧、用抗寒半矮化砧
GM-256作为中间砧，其上高接寒富接穗的苹果苗。这种栽培
方法可以提高抗寒性，而且进入结果期早，还适于矮化密植栽
培。有利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果实品质。

二、寒富苹果优质苗木的培育

（一） 乔砧苹果苗的培育

1. 乔化砧木的种类与特性
中国是世界上苹果属植物最丰富的国家，对苹果砧木的选

择利用，各地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种类。目前，北方诸省利用比
较广泛的乔化砧木主要是山定子与海棠。

山丁子：原产东北的山丁子抗寒性极强，能抗 -50℃的低
温，根系发达，适于 pH6.5左右的微酸性土壤，能耐瘠薄的山
地，抗旱，但不耐涝。在 pH值 7.8以上的土壤栽植容易发生黄
叶病。适于东北各地及渤海湾苹果产区，嫁接在其上的苹果苗
及结果树，生长健壮，生长量大、产量高。种子每千克 10～12
万粒。
海棠：又名楸子、海红，分布面广，根系发达，对土壤适

应性强，抗旱、耐涝、耐盐碱，比较抗寒。在盐碱地区利用海
棠为砧木嫁接的苹果苗优于以山丁子为砧嫁接的苹果苗。对苹
果棉蚜、根头癌肿病有抗力。每千克种子 3万～5万粒。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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