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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软籽 ( 核) 石榴，除具备普通石榴的优良特性外，由
于籽软可咀嚼吞咽，既酸甜爽口又嚼仁生津，保留了普通石
榴的食用价值，又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如对儿童食积腹胀有
特殊疗效，为果品中的极佳品，发展前景广阔。

软籽石榴耐干旱、耐瘠薄、好栽培、易管理、易贮藏，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是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优选树种。其花
有红、黄、白各色，花期长达 2 个月，盛开于 5 月，古诗词
曰: “五月榴花红似火，滚滚醉人波”; 其干形扭曲，苍劲
古朴，千姿百态，自然成景，又适合作街道、工矿厂区、公
园绿化树种和盆景制作，是典型的果树和观赏植物。已被河
南省确定为 10 大造林树种之一。

软籽石榴果实营养丰富。其籽粒含碳水化合物 17%以
上，维生素 C 含量超过苹果、梨 1 ～ 2 倍，粗纤维 2. 5%，
无机元素钙、磷、钾等含 0. 8%左右。风味甜酸爽口，果实
除鲜食外，还可加工成果汁、果酒、果露，是一种高级清凉
保健饮品。果实成熟于中秋、国庆两大节日期间，历来被我
国人民视为馈赠亲友的喜庆、吉祥之物，象征繁荣昌盛、和
睦团结，寓意子孙满堂、后继有人。因石榴果品及饮品市场
供应稀少，其价格是橘子、香蕉、苹果的几倍，畅销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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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石榴树全身是宝，花、果、根皮可入药，治疗多种疾

病; 而根皮、果皮及隔膜富含鞣质，又是印染、制革工业的
重要原料。

作者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长期主持河南省林业科技攻
关计划———石榴研究项目，完成了河南省及全国石榴品种资
源的调查、收集、保存、鉴定工作，建立了全国石榴资源基
因库，系统进行了石榴的生长发育规律、良种选育、苗木繁
殖、整形修剪、抗逆栽培及丰产优质栽培技术，以及贮藏保
鲜和病虫害防治诸方面的研究，选育出豫石榴 1 号、豫石榴
2 号、豫石榴 3 号 3 个普通型优良品种和蜜露、蜜宝 2 个软
籽品种，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多项，发表研究论文 30 余
篇。经多年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资料。

近年来石榴市场形势看好，果品价格居高不下，但软籽
类品种的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发展较慢，生产上迫切需要
这方面的技术书籍，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根据自己的研究所
得及参考近年来国内刊物上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编撰了本
书。内容系统，技术实用，可供科研及农技推广工作者、农
林院校和农村职业中学师生以及广大果农阅读。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06 年 5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珍稀石榴无公害栽培

1

目 录

一、石榴无公害栽培的经济及生态意义 ( 1)………………
( 一) 经济及生态意义 ( 2)………………………………
( 二) 生产概况 ( 4)………………………………………

二、珍稀新优石榴品种 ( 11)…………………………………
( 一) 我国石榴的适宜栽培区 ( 11)……………………
( 二) 珍稀新优品种 ( 14)………………………………

三、石榴的生长结果特性 ( 37)………………………………
( 一) 生长发育的树龄时期 ( 37)………………………
( 二) 生长习性 ( 40)……………………………………
( 三) 开花结果习性 ( 45)………………………………

四、优质丰产的生态条件 ( 55)………………………………
( 一) 物候期 ( 55)………………………………………
( 二) 生长发育与自然条件要求 ( 56)…………………
( 三) 石榴无公害栽培的概念 ( 62)……………………
( 四) 石榴无公害生产技术要求 ( 63)…………………
( 五) 无公害石榴果品的质量标准与检验 ( 69)………

五、科学繁殖良种 ( 71)………………………………………
( 一) 扦插繁殖 ( 71)……………………………………
( 二) 嫩枝繁殖 ( 79)……………………………………



果树栽培书系

2

( 三) 分株繁殖 ( 79)……………………………………
( 四) 压条繁殖 ( 79)……………………………………
( 五) 嫁接繁殖 ( 81)……………………………………

六、无公害丰产园的建立 ( 83)………………………………
( 一) 园地选择与规划 ( 83)……………………………
( 二) 园地准备与土壤改良 ( 85)………………………
( 三) 栽植方法 ( 89)……………………………………

七、石榴园的无公害周年综合管理 ( 96)……………………
( 一) 1 ～ 2 月的管理 ( 休眠期) ( 96)…………………
( 二) 3 月份的管理 ( 萌芽期) ( 97)…………………
( 三) 4 月份的管理 ( 萌芽、展叶、春梢旺盛生长期)

( 97)…………………………………………………
( 四) 5 ～ 6 月的管理 ( 现蕾、开花、坐果期) ( 99)…
( 五) 7 ～ 8 月的管理 ( 果实生长期) ( 101)…………
( 六) 9 月份的管理 ( 果实成熟期) ( 103)……………
( 七) 10 ～ 11 月的管理( 果实采收后至落叶后)

( 105)………………………………………………
( 八) 12 月份的管理 ( 休眠期) ( 106)………………

八、肥、水及保花保果管理 ( 109)…………………………
( 一) 土壤管理 ( 109)……………………………………
( 二) 施肥 ( 116)…………………………………………
( 三) 灌溉与排水 ( 130)…………………………………
( 四) 保花保果管理 ( 133)………………………………

九、整形修剪 ( 140)…………………………………………
( 一) 整形修剪的时期与方法 ( 140)……………………
( 二) 芽、枝种类与修剪有关的生物学习性 ( 145)……



珍稀石榴无公害栽培

3

( 三) 丰产树形和树体结构 ( 151)………………………
( 四) 不同类型树的修剪 ( 153)…………………………
( 五) 盆景制作 ( 157)……………………………………

十、采收、无公害贮藏、加工 ( 160)………………………
( 一) 采收时间与技术 ( 160)……………………………
( 二) 分级、包装 ( 162)…………………………………
( 三) 无公害贮藏 ( 164)…………………………………
( 四) 加工 ( 168)…………………………………………

十一、无公害病虫害防治 ( 170)……………………………
( 一) 蛀果害虫 ( 170)……………………………………
( 二) 食叶害虫 ( 176)……………………………………
( 三) 蛀干害虫 ( 191)……………………………………
( 四) 地下害虫 ( 197)……………………………………
( 五) 病害防治 ( 202)……………………………………

附录 ( 208)……………………………………………………
( 一) 波尔多液的作用与配制方法 ( 208)………………
( 二) 石硫合剂的作用与熬制方法 ( 209)………………
( 三) 肥料混合使用表 ( 212)……………………………
( 四) 常用农药混用表 ( 213)……………………………



书书书

珍稀石榴无公害栽培

１　　　　

一、石榴无公害栽培的经济
及生态意义　　　

　　石榴为中亚古老果树之一，于西汉时期，沿丝绸之路传
入我国，距今已有２　０００多年的栽培历史，目前在全国２０
余个省区市有栽培。石榴枝繁叶茂，花艳果美，其花有红、
黄、白等色，花期长达２个月，盛开于５月。古诗曰 “五月
榴花红似火，滚滚醉人波”。石榴果实皮色有红、黄、白、
青、紫等，形似灯笼，缀满枝头，９月底１０月初成熟，花
果双姝，是典型的果树和观赏植物。其干形扭曲，苍劲古
朴，千姿百态，自然成景，又是适合街道、工矿厂区、公园
绿化和盆景制作的果树树种，如山东省的枣庄市，河南省的
新乡市、驻马店市，陕西省西安市，湖北省黄石市、荆门
市，广东省南澳县等城市均把石榴定为 “市花 （树）”，并且
作为市区重要绿化观赏树种予以发展。

石榴树生长健壮，耐干旱、耐瘠薄、好栽培、易管理，
对土壤、气候适应性强，无论丘陵平原、滩涂、沙土、壤土、
黏土等，均可选择适宜品种进行栽培。由于其始果早、产量
高、经济效益显著，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市场仍供不应求。

目前我国石榴品种有２００多个，其中软籽 （核）类品种

２０余个，软籽石榴除具备普通石榴的优良特性外，由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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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软可咀嚼吞咽，更是果品中的极品。

（一）经济及生态意义

石榴是我国人民十分喜爱的果树之一。果实成熟于中
秋、国庆两大节日期间，历来被我国人民视为馈赠亲友的喜
庆、吉祥果品，象征繁荣昌盛、和睦团结，寓意子孙满堂、
后继有人。

石榴果实营养丰富。其籽粒含碳水化合物１７％以上，
维生素Ｃ含量超过苹果、梨的１～２倍，粗纤维２．５％，钙、
磷、钾等含量０．８％左右。甜酸爽口，果实除鲜食外，还可
加工成果汁、酒、露，是高级清凉保健饮品。因石榴果品及
饮品市场供应稀少，其价格是橘子、香蕉、苹果的几倍，畅
销国内外市场。

石榴树全身是宝。其果实性味甘酸、涩温无毒，具有杀
虫收敛、涩肠止痢等功效，可治疗久泻、便血、脱肛、带
下、虫积腹痛等症；果皮也为强力治痢良药；根皮中含有石
榴皮碱，具有驱蛔作用；石榴的果皮、根皮等对痢疾杆菌、
绿脓杆菌和伤寒杆菌等，均有一定抑制作用。石榴汁和石榴
种子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Ｂ１、维生素Ｂ２ 和维生素Ｃ，以
及烟酸、植物雌激素与抗氧化物质鞣化酸等，对防治癌症和
心血管病、防衰老和更年期综合症等，有多种医疗作用。三
白石榴根浸泡饮用，可治疗高血压病。叶片经炮制，是上等
茶叶，长期饮用具有降压，降血脂功效。用叶片浸水洗眼，
还可明目，消除眼疾。石榴根皮、果皮及隔膜富含鞣质，是
印染、制革工业的重要原料。

石榴树分布范围广。具有早结果、早丰产、早收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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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年限长、收益率高等优点，且具有耐干旱、耐瘠薄、对环
境条件适应性强的特点，易管理、易获高产，因此在我国栽
培分布较广。北至河北省的迁安、顺平、元氏，山西的临
汾、临猗；西至甘肃临洮；东至台湾；南至南海边均有栽
培，而以河南、山东、陕西、安徽、四川、云南、江苏、新
疆等省区栽培较多。其中河南开封和荥阳、山东枣庄、安徽
怀远、四川会理、陕西临潼、云南蒙自、山西临猗、新疆叶
城等都是石榴的著名产地。

石榴供应期长。南方的云南、四川等地７月份即可上
市，北方黄河流域早熟品种８月上旬，晚熟品种９月、１０
月上市，由于其耐贮藏，供应期可延至翌年５月，在水果周
年供应上占有重要地位。

石榴花期长。始于５月、盛花６月、谢花７月。边开
花，边结果，花果同树。其干形扭曲，自然成景，幼树生机
盎然，成龄树雍容典雅，老树苍劲古朴，花多色艳，叶片翠
绿，果形美观，是典型的果树和环境绿化植物。古今中外，
装饰园林庭院几乎都离不开石榴树，石榴最初引入我国，就
是在皇家园林作为观赏植物栽培的。

石榴是经济生态树种。石榴树耐干旱、耐盐碱、根系发
达、枝繁叶茂，是山区丘陵水土保持、平原沙区防风固
沙、盐碱滩涂地区发展果树的优选树种。石榴叶片对二氧化
硫及汞蒸气的吸附能力较强，因而可以净化空气，是工厂矿
区、城市道路、城市居民生活区的良好绿化树种。因此，发
展软籽石榴，既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又具有较高的生态
意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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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概况

石榴生产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越来越受重视，已成为
我国果树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增加
农业产值，为农业发展积累资金、改善果品消费结构、丰富
人民生活、繁荣市场均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１．生产现状
（１）面积、产量迅速增长：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我国

各地石榴生产基本呈零星分布，主要栽植在庭院，规模种植
较少，直至８０年代中期，全国石榴栽培总面积约５　０００公
顷，年产量约６　０００吨，基本不形成商品产量，而到２　０００
年，全国石榴面积约５０　０００公顷，年产量约１０万吨。面积
和产量分别增加１０倍和１７倍。石榴生产已从 “四旁”、庭
院，走向田间，走向规模化、集约化栽培。石榴生产虽然发
展很快，但较其他果树发展仍较慢，目前全国石榴总产量不
足水果总产量的０．１％，市场供应量极其有限。

（２）花色品种增多：品种是优质高产的基础，有了优良
品种，生产才能快速发展。近年来，各地在利用优良种质资
源的同时，新培育出一批优良品种，推广应用于生产，如河
南省开封市农林科学研究所选育出的豫石榴１号、豫石榴２
号、豫石榴３号等，山东选育的８７－青７等。就目前生产
目的分：

１）鲜食类。鲜食石榴占主导地位，约占石榴总面积的

８０％以上，各地都有自己的主栽品种，这些品种的特点是果
实大，果色艳，风味甜或酸甜，产量高，经济价值高。软籽
类品种栽植量较少，其商品价值尚未充分展现。



珍稀石榴无公害栽培

５　　　　

２）食赏兼用类。食赏兼用品种占１５％以上，主要在城
市郊区作为生态观光园及工厂、矿区、街道绿化，此类品种
多为重瓣花，既可观花、观果，果实也可鲜食，但此类品种
坐果率相对较低，果实较小。普通优良鲜食品种集观赏、鲜
食于一体，在观光果园，以赏食兼用为目的发展中更受青
睐。

３）酸石榴。酸石榴有少量规模种植，由于其风味酸或
涩酸不能直接食用，多作为加工品种发展，主要为石榴加工
企业的原料基地，面积很小。

４）观赏类。此类品种株型小，花期长，有些花果同树，
有些有花无果，纯以观赏为目的，适于盆景栽培。

（３）已成为区域经济的主导产业：国内石榴主产区如河
南开封、封丘，陕西临潼区，山东枣庄峄城区，四川攀西地
区，云南巧家、蒙自等地，均已建成数千公顷集中连片的石
榴商品基地。石榴的发展还渗透到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如
河南省巩义市的 “沿黄农业综合开发”，焦作市 “太行山旱
地农业开发”，平顶山市 “山地水土保持流域治理”等；在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开辟了万亩石榴旅游区，在薛城区营建
石榴大面积丰产示范园；在陕西省临潼区，融发展石榴与旅
游名胜为一体，利用肥水条件好的农田建立的石榴早期丰产
园。云南省拨出专款在蒙自、建水等市 （县）建立石榴商品
基地；会泽县在盐水河源头 （金沙江支流）建立了万亩石榴
园，并逐步在金沙江干旱阳坡用石榴更替柑橘树种；四川省
财政厅拨专款在攀枝花市、会理县建成数千公顷高产石榴
园。主产区的陕西临潼、山东峄城、安徽怀远、四川会理和
仁和、云南蒙自和会泽，以及河南开封、封丘、荥阳等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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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石榴已成为当地农村的一项骨干产业，“一亩园十亩田，
二亩石榴收万元”，依靠石榴年收入超过万元的农户并不鲜
见。许多石榴主产区，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石榴为主
的经济林，着力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取得了显著成效。
河南巩义市、陕西临潼区、四川会理、云南蒙自县等产地，
通过举办 “石榴节”招商引资。一些主产区还注册了自己的
商标，推出品牌，扩大影响。有些产区搞石榴综合开发，成
立石榴生产合作社，研究开发了石榴饮料、榴叶茶等，基本
形成了生产、销售、贮藏、加工一体化，林、工、商协调发
展的格局，对促进石榴生产、科研和市场开发起到了具大的
推动作用。

２．存在的问题　目前石榴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良种普及率低，管理粗放：据统计，２０００年河南

省全省保存石榴树近８００万株，而６５％以上未结果，平均
株产不到５千克，其中有新栽幼树，但主要是管理不善，品
种落后。一是果农对优良品种不认识，购苗时图便宜，受骗
上当种上了劣质苗，或是盲目引种，品种选择不适合；二是
重栽轻管，投入少，技术落后，造成适龄树不能投产，产量
低，病虫危害重；三是果园立地条件差等原因形成了不同程
度的低产劣质园。

（２）良种繁育体系不健全，苗木市场混乱：我国石榴苗
木尚无统一的行业或国家标准，良种繁育体系也很不健全，
造成苗木品种良莠不齐，大量劣质品种和苗木投向市场，给
生产带来巨大损失。

（３）贮藏、加工等产后措施不配套：在很多产区还没有
相应的加工企业，或企业规模小，造成资源潜力在深度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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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挖掘的不够，导致附加值低。
（４）研究不够，科技投入差：对石榴的研究尚未引起足

够的重视，从事石榴研究的单位少、经费困难、科研人员缺
乏，科研条件差。

３．软籽石榴发展前景　石榴历来为我国人民所喜爱，
国庆、中秋双节正是石榴成熟的上市季节，软籽石榴更是礼
品中的极品。发展石榴前景广阔，俗话说 “要想富，栽果
树，首选就栽石榴树”。

（１）产量高、好管理：优良品种一年生苗定植当年见
花、２年见果，３年单株产量可达５千克以上，５年进入丰
产期，单株产量超过２５千克，每亩密度一般在８０～１１０株，
每亩产达２　０００～２　８００千克。石榴树不但结果早，产量高，
见效快，且管理技术简单，管得好，多结果，管得差结果少
些，不管也可以结果，可以称得上是 “懒汉树”。

（２）易贮藏好运输：石榴属于耐藏果品，科学贮藏可以
存放到翌年５月，错开季节上市，价格成倍增加。既适合城
市郊区集约栽培，即时上市；更适合老、少、边、穷、交通
不便地区发展种植，且运输方便，可以长途运输，为 “长腿
果品”。

（３）市场紧缺、价格高：全国只有河南、山东、陕西、
安徽、四川、云南等省区的部分地区规模种植，形成商品产
量。南方很多地方都不适宜栽种，而北方由于冬季寒冷石榴
树怕冻也不能种，全国能种石榴的地方不多，需要石榴的市
场很大。目前全国石榴总产量不足水果总产量的０．１％，为
市场紧缺的珍稀果品，种石榴不用愁卖不出去。

（４）石榴能走出国门，出口创汇：目前世界市场上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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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主要来自伊朗、以色列等中东国家，伊朗年产石榴６０万
吨，是该国主要水果和出口创汇产品。日本人认为石榴是健
康果品而大量消费。国内主产区的河南开封、云南会泽等
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石榴也曾出口日本，远销港澳。我国加
入 ＷＴＯ后，农产品市场放开，可以大力发展具有区位优势
的石榴生产，将国内优质高档石榴销往国外。

（５）发展石榴加工，增值增效：石榴籽粒出汁率一般为

８７％～９１％，含糖量１０．１１％～１２．４９％，一般品种含酸量
为０．１６％～０．４０％，而酸石榴品种为２．１４％～５．３０％，每
百克鲜汁含维生素Ｃ１１毫克以上，蛋白质１．５毫克，磷１０５
毫克，钙１１～１３毫克，铁０．４～１．６毫克。石榴除鲜食外，
也可制成罐头及果酒、果汁等高级清凉饮料。石榴果皮、隔
膜及根皮、树皮中含鞣质２２％以上，可提取栲胶。石榴叶
可制作成保健茶，具有降脂降血压作用。常饮石榴酒、汁可
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脏病及减缓癌变进程。石榴全身都
是宝，鲜食、加工品外销、内销，市场非常广阔。

４．发展建议
（１）石榴适生范围广，发展区域大，要明确发展方向：

石榴树能忍受的极限低温为－１５℃，当温度降至－１６℃以下
时，地上部分出现严重冻害甚至整株死亡。因此，我国石榴
生产应在现有分布区域内适度发展，在适宜发展地区，历史
上出现－１５℃以下低温的地区要注意冬季防寒。在适宜栽植
以外地区发展要慎重，主要考虑冬季低温影响，不要盲目引
种。

石榴种植地选择：一是选择向阳的山坡梯地，西北面有
山林阻挡寒流，利用山麓的逆温层带种植石榴，防止冻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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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二是利用浅山、丘陵、平原荒地、滩地发展石榴生产增
加收益，既为老、少、边穷地区开辟一条致富之路，又可提
高土地利用率、保持水土，维持生态平衡，实现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目的。三是发展集约型高效果园、观光园，在交通便
利、土质肥沃的平原地区及城市郊区发展石榴生产，采用先
进的集约栽培技术，定植３年结果，５年进入丰产期。

（２）尽快实现石榴生产良种化，提高市场竞争力：新发
展的石榴园及大型商品基地，必须保证良种建园。对现有石
榴生产中的劣种树，通过高接换种、行间定植良种幼树、衰
老树一次性淘汰等方法尽快实现更新。本书推介的软籽类品
种各地可选择利用。引种时同纬度、同生态区、北树南引易
成功，引种的北限为北纬３７°４０′，盆栽和保护地栽培另当别
论。果园建设特别是大型果园要注意品种搭配，主栽品种１
个，搭配品种１～２个。一般品种不用配置授粉树，个别品
种要考虑授粉树的配置。

（３）强化管理，推进产业化进程：目前我国一些石榴产
区产量较低，其中有新栽幼树和部分因管理不善结果不良
的，因此要大力普及推广石榴丰产栽培技术，提高石榴产量
和质量。石榴是商品性极高的果品，又可以搞深加工，石榴
的发展也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龙
头，走 “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路子，大力发展农工贸、产
供销一体化的经营服务体系，推进石榴生产产业化进程。

（４）创名牌，提高商品价值：国内许多产区的石榴历史
上即为名产，如陕西乾县的 “御石榴”因唐太宗和长孙皇后
喜食而得名；山东枣庄的软籽石榴和冰糖籽石榴以及河南荥
阳的河阴石榴，曾被选作晋京贡品。近年我国石榴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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