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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以来， 四川省特色果业发展迅速， 形成了以果树资源为基础， 早熟、

晚熟和优质为特色， 多生态型区特色水果快速发展的产业格局。 特色水果优新品种

比例显著提高， 建成了一大批独具特色的标准化、 无公害化规模基地。 2007 年早熟

梨面积 69.2 万亩， 产量 35.1 万吨； 枇杷面积 90.5 万亩， 产量 32.4 万吨， 均居全国

第一位； 猕猴桃面积 29.2 万亩， 产量 5.3 万吨， 居全国第三位； 石榴面积 22.8 万

亩， 产量 15.5 万吨； 芒果面积 10.9 万亩， 产量 1.7 万吨； 桃面积 93.9 万亩， 产量

47.6万吨； 荔枝面积 9.2 万亩， 产量 0.8 万吨； 龙眼面积 14.9 万亩， 产量 2.4 万吨；

甜樱桃面积 3.4万亩， 产量 0.1万吨。

近几年， 四川省依托科研院校， 加快果业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培育

优质壮苗， 科学建园， 合理密植， 早结丰产， 矮化栽培， 培育丰产树形， 科学施用

肥水， 人工调控产量， 提高果品产量、 质量， 主要病虫综合防治等各项技术得到广

泛推广应用， 推动了特色果业健康、 持续发展。

全省以全面推进“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为切入点， 推动果品质量安全水平全

面提高， 积极发展无公害水果生产基地， 制定了一批无公害水果的操作技术规程省

级地方标准。 已有一大批县 （市） 得到了部省级无公害水果基地县认证和农业部绿

色食品认证。 同时， 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无公害以及绿色果品的生产， 特色果

业的标准化、 规模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随着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 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 公司 （企业） +农户的经营

模式已形成产业化雏形， 通过“助优” 等一系列政府行为， 在特色水果产区培育了

一批果业协会或专业合作社， 引进扶持了一批龙头企业， 这些龙头企业为特色水果

四川特色水果产业发展概况

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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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概况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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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的生产、 采后处理与贮藏加工以及市场开拓作出了较大贡献， 将分散运行的果树种

植业、 相关科技服务业和营销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

特色水果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增收潜力。 由于自然生态条件优越，

果树资源和技术储备丰富， 产业发展基础较好， 特色水果是四川省最具开发潜力的

优势特色产业。

一、 区域特色优势突出

四川省有生态、 季节、 区位等方面独特的优势。 在光热资源丰富的攀西地区形

成了晚熟芒果、 冬春枇杷； 在龙泉山脉形成了早熟水蜜桃、 早熟梨； 在冷凉干燥的

阿坝州形成了甜樱桃等在全国独具优势的特色水果产业。 龙泉山脉的枇杷、 水蜜

桃、 早熟梨， 攀西的晚熟芒果， 苍溪、 都江堰的红肉猕猴桃等特色水果呈现标准

化、 规模发展的态势。 双流县枇杷种植面积已发展到 15.8 万亩， 龙泉驿水蜜桃近

10万亩， 都江堰猕猴桃 9万亩。

二、 特色水果产业地位巩固

2006年四川省水果产值达 102.1 亿元， 在种植业中仅次于粮食、 蔬菜， 居第三

位。 近年， 随着水果优新品种的不断上市， 水果价格稳步上升， 特别是特色水果中

的优新品种， 不但价高， 而且畅销， 如一般的水蜜桃卖价 2 元/千克左右， 而优质

皮球桃、 松山桃售价 8～13.6 元/千克； 珍稀特色水果甜樱桃售价更是高达 40～120

元/千克， 比较优势十分显著。 特色水果在“一村一品” 新农村建设、 农民增收方

面成效显著， 如会理县铜矿村种植石榴 8 790 亩， 人均纯收入高达 7 279 元； 龙泉

驿全区 9 个特色水果产业镇， 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 4 679 元， 远远高于全省农民人

均纯收入 2 803元的水平， 果农得到了实惠。

三、 果品出口潜力巨大

中国加入 WTO 后， 果品可以进入国际市场。 2000 年全国水果出口量 135 万

吨， 到 2004 年水果出口量已达 313 万吨。 四川省特色水果中的水蜜桃、 猕猴桃等

出口量逐步增加， 东南亚的一些热带国家和地区不产特色水果中的水蜜桃、 猕猴桃

四川特色水果产业发展前景分析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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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占据了该区域的市场优势。 因此， 发挥四川省果树资源丰富， 生态条件类型多

样， 尤其是多生态型造就的特色水果种类多的潜力优势， 扩大果品出口贸易， 具有

巨大的潜力。

四、 国内市场水果需求潜力较大

四川省果树地域分布差异较大， 主栽的种类多， 品种各不相同， 即使是相同的

品种， 也因各产区生态条件的差异表现为不同的成熟期， 从而提高了四川省特色果

品的市场调节能力。 目前， 我国人均水果占有量仅 68.9千克， 只相当于世界人均占

有量 80 千克的 86.1%左右。 随着人口的增加， 消费群体也将增加， 从水果消费水

平分析，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 仍将以价格中档的水果为消费主体， “洋水果” 价格

过高， 普通消费者难以接受， 因此独具特色且质量高而价格适中的自产水果仍将是

国内外水果市场的主打产品， 所以特色水果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五、 区位优势明显

四川地处西南地区中心， 是成渝经济区的核心部分， 同时也是长江流域经济带

的组成部分和中国西部经济最发达的省份， 特色水果产区水、 陆、 空交通四通八

达。 近几年高速公路发展很快， 相继建成与成渝高速相通的内宜、 成南、 隆纳 （泸

州） 高速公路和与之相通的一级、 二级公路， 成都、 泸州、 宜宾、 西昌、 阿坝州的

民航班机通往北京、 广州、 上海等大城市， 航运可通过长江黄金通道直接出海。 便

利发达的交通条件十分有利特色水果产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 以及人才信

息交流， 有利于果品的集散流通。

一、 发展目标

到 2010 年， 规划区特色水果总面积达到 259 万亩， 总产量 161.7 万吨。 到

2015 年， 规划区内特色水果总面积达到 323万亩， 总产量 211万吨。 优果率由目前

的 52.8%提高到 65%以上， 在优势区域内的特色水果形成全省 78%以上的生产能

力。 重点抓好一批品质优良、 效益显著的优势特色水果生产基地， 形成优势特色水

果产业带； 加强优良品种的引进、 培育， 全面提高特色水果质量， 着力打造一批在

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特色水果品牌。

第三节

四川特色水果产业

2008

—

2015

年发展规划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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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 优势区域布局方案

（一） 布局的依据

以自然生态条件为主， 以市场为导向， 综合考虑产业发展现状及社会经济条

件， 进行区域布局规划。 按照不同的特色水果种类， 将特色水果产业划分为核心区

和适宜区。

（二） 建设要求

（1） 最佳生态区与最优特色水果相配置；

（2） 规模开发， 集中成片；

（3） 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实施、 高质量建设、 高效益产出；

（4） 以产业化开发为主导， 鼓励多种形式多种机制开发；

（5） 良繁基地、 生产示范园建设、 商品化处理、 加工与市场开发同步进行；

（6） 按市场要求发展生产， 实行标准化、 无害化栽培。

（三） 布局方案

在 2008—2015 年期间， 按照优势区域布局， 重点发展优质柠檬、 早熟梨、 枇

杷、 猕猴桃、 石榴、 芒果、 桃、 甜樱桃、 苹果、 草莓等十类独具优势的特色果类。

有关特色水果的具体布局方案将在相关章节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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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川省规划的优质水蜜桃生产区

四川省规划的优质水蜜桃生产区域包括成都市、 资阳市、 眉山市等。 区域内

2007 年水蜜桃面积 28.5 万亩， 产量 22.5 万吨， 面积产量分别占全省桃的 27.6%和

48.8%。 龙泉驿水蜜桃享誉省内外， 并获“龙泉驿水蜜桃” 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品

牌优势凸现， 成为我国著名的“水蜜桃之乡”、 全国三大著名的水蜜桃基地。 同时

桃产业的发展催生了龙泉驿的“桃花经济” 和桃园农家乐的发展， 并带动了农业旅

游观光、 交通运输、 餐饮娱乐、 农资生产与配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极大地改善了

成都市的生态环境， 丰富了市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对提高四川省水蜜桃市场竞争

力， 增加出口创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 主攻方向

针对水蜜桃树龄大、 树势衰弱、 品质有所退化的现状， 进行区内调整布局， 更

新改良品种； 改善果园光照条件， 解决黄化、 重茬障碍， 提高桃品质； 提高商品

性、 安全性， 创建品牌。

（二） 核心区

龙泉驿区、 简阳市、 仁寿县、 西昌市。

（三） 适宜区

双流县、 金堂县、 青白江。

（四） 发展目标

2010年桃面积扩大到 55 万亩， 总产量达 45 万吨； 2015 年扩大到 65 万亩， 总

产量达 50 万吨。 配套建设小型采后商品化处理生产线 3 条。 建成全省最大的桃标

四川省适宜发展桃的区域

第一节

第一节

第二章

桃

005



第二章

准化、 无公害化出口创汇示范基地。

（五） 主要措施

重点抓好优新品种的引进、 筛选工作； 加大新技术推广力度； 投资建设水利灌

溉、 果园道路、 改善果园基础设施； 全程贯彻实施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 GAP， 强

化质量安全。 大力推广采后商品化处理和冷链储运。

二、 丘陵地区

四川省丘陵地区地域广阔， 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 该区域冬暖气候突出， 早

春气温回升快， 秋季雨水多， 因此适宜发展早中熟品种， 可以选择早熟油桃、 早中

熟水蜜桃种类， 既可以早上市， 又可以有效避开雨季造成桃果实腐烂和裂果等问

题。 在川南地区， 应该选择低需冷量的品种， 建立早熟优质桃生产基地。

三、 盆周山地

盆周山地包括达州、 巴中、 广元、 雅安等山区市县， 光照较充足， 山地面积

大， 适宜桃树生长发育。 但是， 交通条件相对落后， 宜选择耐贮运的中晚熟品种。

四、 川西高原

川西高原主要包括阿坝、 甘孜、 凉山， 地形复杂， 海拔高， 垂直气候变化明

显， 光照充足， 空气湿度较小， 适宜发展极晚熟水蜜桃和蟠桃、 油蟠桃等桃类品

种。

一、 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一） 温度

桃南方品种群适宜于年平均温度 12℃～17℃， 北方品种群适宜于年平均温度 8℃～

14℃。 传统观点认为桃在冬季需要一定量的平均温度低于 7.2℃的低温才能度过休眠

阶段， 若冬季需冷量不能满足， 就不能正常解除休眠， 次年花芽不能膨大， 出现枯

蕾、 落蕾、 开花不整齐， 不能正常授粉受精、 落花落果严重等现象。 一般认为需冷

量为 600 小时以下的为短需冷量品种， 800 小时以上的为长需冷量品种， 多数品种

需冷量达 750小时才能完成休眠， 在第二年可正常萌芽开花。

桃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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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在生长期中月平均温度达到 24℃～25℃时， 产量高， 品质佳。 如温度过高，

则品质下降。 我国南方炎热多雨地区出现枝条终年生长， 几乎无休眠期， 养分消耗

多， 枝条不易成熟， 开花多， 结果少。 桃的各个器官及同一器官在不同时期的耐寒

力均不相同， 叶芽抗寒力比花芽强， 枝条比根系抗寒能力强， 二次枝比一次枝易受

冻， 花芽休眠期在-18℃才受冻害。

（二） 湿度

桃较耐干旱。 雨量过多， 枝条徒长， 花芽分化少， 特别是花期或成熟期， 如遇

多雨天气则授粉受精不良， 果实着色差， 风味淡， 品质下降， 不耐贮运。 长期干旱

导致枝梢停长早， 花芽瘦小、 不饱满， 来年坐果率下降， 果实不能充分发育， 果个

小， 商品性差。

桃虽喜干燥， 但在春季生长期中， 特别是胚仁形成和果核形成初期以及枝条迅

速生长期缺水， 则严重影响枝梢果实的生长发育,导致大量落果、 细胞数量减少、 果

实变小。 成都龙泉驿地区 5～9月多雨， 冬季干旱， 早春二月必须灌水， 促进萌芽整

齐。

（三） 光照

桃是好光性强的树种。 光照充足的桃园， 枝条生长充实， 花芽饱满， 果实含糖

量高， 色泽艳丽。

（四） 土壤

1. 土壤类型与桃树生长发育的关系

（1） 黏重、 排水不良、 低洼地： 桃树易患流胶病、 干 （根） 腐病， 甚至早衰、

早亡， 一般不宜选用， 尤其是地下水位高的土壤更不宜栽植。

（2） 山坡沙质土和砾质土： 生长结果不易控制， 进入结果期早， 品质好， 若管

理得当， 则盛果期长。 如在沙质过量、 有机质缺乏、 保水能力差的土壤上种植， 桃

树生长会受控制， 花芽虽易形成， 但结果早、 产量低、 盛果期短， 再加之夏季高温

或供水不足， 根系生长衰退， 桃树寿命短， 因此这种土壤应增施有机肥， 加深土

层， 诱导根系向纵深发展。

（3） 黏质土及肥沃土： 树势生长旺茂， 结果期迟， 且易落叶， 早期产量低， 果

形小、 味淡、 贮藏性差， 还易发生炭疽病、 流胶病等病害， 栽植时应多施有机肥

料， 加强排水， 适当放宽株行距， 进行轻剪， 也易获得高产， 延长盛果期。 过于肥

沃的土壤种植油桃树易徒长。

2. 桃对土壤的酸碱度要求

以微酸性最好， pH 值在 5～7 最佳。 但 pH 值在 4～8 也能正常生长。 当土壤 pH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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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低于 4 或高于 8 时， 则严重影响生长。 偏碱性土壤中栽培桃树常导致吸收铁素困

难， 易发生黄叶病， 栽种时必须进行土壤改良或选择耐碱性的砧木， 以增加抗性。

（五） 地势

1. 平地

平地一般地面平整， 土壤深厚、 肥沃， 水源充足， 排灌方便， 便于运输管理和

机械化作业。 幼树生长快且健壮， 容易实现早结、 丰产。 但平地尤其是水田的地下

水位高， 熟化土层浅薄， 底土氧气往往含量不足， 易造成桃根系分布浅， 根群多在

表土层， 从而降低树体的抗逆能力， 使地上部和地下部失去平衡， 导致早衰。 所以

地下水位高的地方， 不宜建桃园。 在地下水位不高的水田和冲积平原建园， 也要修

建排灌系统， 深沟高厢， 降低地下水位， 增厚有效土层， 做到排灌顺畅， 避免涝

害， 否则会出现病虫害危害严重， 大量落叶， 严重影响树势， 导致树势早衰。

2. 山地或丘陵地

桃树喜光， 建园时宜选择山地或丘陵地， 以阳坡和坡度在 25°以下栽培为宜。

因为山地、 坡地通风透光、 排水良好， 桃树病虫害少， 树体健壮、 寿命长， 果实色

泽鲜艳， 糖分含量高， 风味好， 果实品质好， 耐贮藏。 但山地、 坡地的土层较薄，

栽培桃树时必须进行改良， 否则难于实现丰产稳产。 应选土层较厚， 肥水条件较好

的地带建园。

3. 低洼谷地或狭谷地带

常因阳光不充足， 通风透气不良， 而导致树体生长缓慢， 花期遭晚霜危害较

多， 且易感染真菌性病害。

4. 隙地

隙地又称旁隙地， 为路旁、 宅旁、 村旁、 山旁等零星散地的总称。 利用隙地种

植零星桃， 积少成多， 是一种充分利用土地、 发展农村庭院经济的有效措施。 在隙

地种植桃， 往往树体高大， 单株产量高， 寿命长， 树体通风透光良好， 病虫危害

轻， 并有美化环境的作用。

（六） 风

1. 微风

微风可以促进空气交换， 增强蒸腾作用， 改善光照条件和光合作用， 消除辐射

霜冻， 降低地面高温， 使树体免受伤害， 减少病虫害发生， 还可利用微风进行授粉

结实。

2. 大风

大风对果树不利， 蒸腾作用加强， 使树体发生旱害， 容易引起土壤干旱，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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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根系的生长。 花期大风， 影响昆虫活动和授粉， 柱头变干快， 坐果率低。 果实

成熟期大风会吹落果实或擦伤果面， 影响产量。

一、 普通桃类 （水蜜桃）

（一） 京春（北京 27号） （图 2-1）

果实近圆形， 果顶圆， 缝合线浅。 平均单果重 131.3 克， 最大果重 150 克。 果

皮黄白色， 阳面具红色条纹， 绒毛中等。 果肉白色， 肉质较软， 汁多， 味甜， 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 9.5%～10%。 粘核， 不裂核。 果实发育期 60～65天。

（二） 庆丰（北京 26号） （图 2-2）

丰产性好。 果实椭圆形， 平均单果重 121 克， 果顶圆形， 缝合线浅， 两侧较对

称， 果形整齐。 绒毛中等。 果皮底色淡黄绿色， 阳面有红色至深红细点晕或条纹，

易剥离。 果肉乳白色， 近核处淡绿色。 肉质柔软， 汁液多， 纤维少， 风味甜， 近核

处微酸， 半离核，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9.0%左右， 果实发育期 73天。

（三） 皮球桃（图 2-3）

果实圆球形， 缝合线浅， 两侧对称， 果形整齐。 果皮底色浅黄绿色， 阳面少量

深红色条纹或晕， 绒毛少， 不易剥离。 果肉白色， 近核处有红色， 肉质硬而脆， 耐

贮运， 纤维少， 风味浓甜， 可溶性固形物 11％～12％。 离核。 平均果重 220 克， 最

大 400克。 成都地区果实 7月中旬成熟， 果实发育期 115天左右。

主要品种

第三节

摇

图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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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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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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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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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京艳（北京 24号） （图 2-4）

丰产性强。 果实近圆形， 平均单果重 232.5 克， 最大果重 287.0 克。 果顶平或

微凹， 缝合线较浅或中等， 两侧较对称， 果形整齐。 绒毛少。 果皮底色黄白带绿

色， 全果可着红至深红色点状晕， 较易剥离。 果肉白色， 阳面深红色， 近核处红

色。 肉质细密而软， 汁液较多， 纤维少， 风味甜， 有香气， 粘核。 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 10.5%。 成都地区果实 8月上中旬成熟， 果实发育期 132天左右。

（五） 川中岛白桃

花粉少， 自花不稔， 需配置授粉树。 果实圆形， 平均果重 192 克， 果顶微突，

梗洼窄而中深， 缝合线浅， 果面光洁， 绒毛稀少。 果实底色黄绿， 全面着鲜红色，

外观美。 果肉淡黄色， 溶质， 多汁， 酸甜适口， 香味浓郁， 粘核。 含可溶性固形物

13%。 成都地区 8月上中旬成熟， 果实发育期 130天左右。

（六） 大久保

果实近圆形， 缝合线浅。 果面黄绿色， 阳面有红晕， 外观美。 果皮稍厚， 充分

成熟时易剥离。 果肉乳白色， 近核处稍见红色， 硬溶质， 风味香甜。 含可溶性固形

物 10%～14%。 离核。 平均果重 205克， 最大果重 500 克。 果实发育期 110 天左右。

（七） 简阳晚白桃

果实圆球形， 缝合线浅， 两侧对称。 果皮底色绿白， 绒毛多， 成熟时易剥皮。

果肉成熟后为白色， 近核处紫红色， 硬溶质。 风味浓甜， 汁多、 纤维少， 有香气，

含可溶性固形物 12%。 粘核。 平均果重 150 克， 最大果重 200 克。 果实发育期 130

天左右。

（八） 八月脆

系北京市农林院果树研究所用亲本绿化 5 号×大久保杂交育成。 树势强， 树姿

图

2 - 3

皮 球 桃

图

2 - 4

北 京

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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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开张， 花芽节位稍高， 无花粉； 丰产性良好。 果实近圆形， 平均果重 245.5 克，

最大果重 700克。 果顶平圆， 缝合线浅， 两侧较对称， 果形整齐。 绒毛较少。 果皮

底色黄白， 阳面鲜红色或深红色晕， 不能剥离。 果肉白色， 近核处红色。 肉质细密

而脆， 汁液少， 纤维少， 风味淡甜， 近核稍酸， 粘核。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0.0%，

含可溶性糖 8.65%， 含酸量 0.72%， 维生素 C 含量 6.820 毫克/100 克。 成都地区 3

月上旬叶芽萌动， 3 月中下旬盛花。 果实采收期在 8 月中下旬， 果实发育期 122 天

左右。

（九） 松森（图 2-5）

日本品种。 平均单果重 150～200 克， 果面鲜红色， 艳丽， 肉脆味甜， 含可溶性

固形物 12%左右。 花粉多， 坐果率高， 丰产性好。 较耐贮运。 在四川成都市和德阳

市果实 6月下旬成熟。

二、 油桃

（一） 极早 518（图 2-6）

果实近圆形， 平均单果重 90～

100 克， 果皮底色浅绿白或乳白

色， 成熟后整个果面着鲜红色，

艳丽美观； 果肉白色， 肉质细，

硬溶质， 味甜， 可溶性固形物

9%～12%， 核硬。 该品种果实发育

期仅 50 天左右， 是目前国内成熟

最早的油桃品种。

（二） 曙光（图 2-7）

图

2 - 6

极 早

518

图

2 - 5

松 森

图

2 - 7

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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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近圆形， 果重 90～100 克， 外

观艳丽， 全面着浓红色。 果肉黄色， 硬

溶质， 风味甜有香气， 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 10%左右， 粘核。 果实发育期 65 天

左右。

（三） 双喜红（图 2-8）

果实圆形， 两半部对称， 缝合线

浅， 成熟状态一致； 平均果重 160 克，

最大的 250 克； 果皮底色乳黄， 果面

75%～100%着鲜红色至紫色， 果皮易剥离； 果肉黄色， 硬溶质， 纤维少， 风味浓甜，

可溶性固形物 12.5%， 半离核。 果实发育期 85天左右。

（四） 中油 4号 （图 2-9）

果实短椭圆形， 平均单果重 148 克， 缝合线浅， 果皮底色黄， 全面着鲜红色，

艳丽美观。 果肉橙黄色， 硬溶质， 肉质较细， 风味浓甜， 香气浓郁。 可溶性固形物

14%～16％， 品质特优， 粘核。 果实发育期 75 天左右。

（五） 中油 5号 （图 2-10）

果实短椭圆形或近圆形， 果实大， 平均单果重 166 克， 缝合线浅， 两半部稍不

对称。 果皮底色绿白， 大部分果面或全面着玫瑰红色， 艳丽美观。 果肉白色， 硬溶

质， 果肉致密， 耐贮运。 风味甜， 香气中等， 可溶性固形物 11%～12％， 品质优，

粘核。 果实发育期 75天左右。

（六） 玫瑰红（图 2-11）

系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以京玉为母本， 五月火为父本进行杂交培育

图

2 - 8

双 喜 红

图

2 - 9

中 油

4

号 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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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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