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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丽江苹果生产历史、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

序  

苹果是世界、我国和云南省的重要果树，是营养
丰富，适合众口味的大众化水果。也是目前云南省部
分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丽江市工矿
企业少，土壤、水体、大气均未被污染，具有发展苹
果生产的优越自然条件，是云南省生产无公害优质苹
果的适宜区，是滇西北优质晚熟苹果主产区。实践证
明，丽江是我省苹果种植的最适宜区，已经形成了丽
江玉龙县，古城区，宁蒗县规范化、规模化和商品化
的种植基地。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都非
常显著。2009年末，全市统计年报的耕地面积是9.481
万hm2，全市农业生产总值40.53亿元，其中种植业产
值18.8亿元，水果产值3.54亿元，水果产值占种植业产
值的18.83％。丽江市苹果现有栽培面积9180hm2。为
加强水果产业的发展，丽江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
于2008年5月28日作出了“丽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推进生态产业发展的意见”，规划到2015年，新发展
面积达0.733万hm2。针对丽江市苹果生产产量低、果
实外观品质差、病虫害危害严重等生产实际，为帮助
广大果农掌握现代苹果栽培技术、及时解决苹果生产
中存在的问题，编者针对丽江市的气候环境和苹果种
植区域的多次调查和试验，并通过多点的生产实践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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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应用自我的研究成果，参考有关文献，从丽江苹
果生产的实际出发，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撰写
了《丽江苹果高效栽培技术》科普著作。该书具有很
强的科学性、系统性、针对性、实用性及可操作性，
是一本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云南苹果生产技术的好书。
它的出版将有助于丽江市和云南省苹果生产技术的进
一步提高，对我省高原特色的苹果产业发展将会起到
积极推动的作用。本书是苹果种植户的生产技术指
导，也可作苹果产区技术人员制订种植方案和管理措
施的参考材料，还可作苹果栽培培训班和农业职业学
校的教材。

该书的出版得到了丽江市委和丽江市人民政府的
重视和肯定，并给予了大力支持；作为一名果树生产
工作者谨表谢意，为此特作序致贺。

                                云南农业大学
          园林园艺学院院长、教授

                                                2012年7月31日

                                云南农业大学
          园林园艺学院院长、教授

                                                2012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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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市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滇西北高原，金沙江中游。地跨
北纬25°23′～27°56′，东经99°23′～101°31′之间，东西
最大横距212.5km，南北最大纵距213.5km。东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
州和攀枝花市，南连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鹤庆、宾川三县及楚雄
彝族自治州大姚、永仁两县，西、北分别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
坪县及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毗邻。全市总面积21219km2，其中山
区占总面积的92.3%，高原坝区占7.7%。人口密度为53.6人/ km2。
2005年末全市总人口为113.76万人。全市现有纳西、彝、傈僳、
白、普米等22个少数民族，其中有12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66.09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8.1%。丽江历史上就是滇西北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是汉唐时代通往西藏和印度、尼泊尔等地的“丝绸之
路”和“茶马古道”重镇。

丽江是一个发展中地区，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地区，境内
水能资源、旅游资源、生物资源富集，多元文化独具特色，自然景
观绚丽多彩，民族风情淳朴浓郁，拥有文化、自然、记忆三项世界
遗产。多年来，丽江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适合丽江经济社会
发展、独具丽江特色的发展之路，并确立了建设“生态产业基地、
清洁能源基地和国际精品旅游胜地，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重
要窗口和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实现三次产业协调带动经济
发展的目标。在第一产业方面，从丽江立体气候明显、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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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特点出发，调整第一产业结构，围绕增加农民收入，把丽江
建设成生态产业基地；在第二产业方面，立足水能资源丰富的优
势，围绕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以金沙江水能开发为重点，
通过科学技术，延长水电产业链，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把丽江建
设成清洁能源基地；在第三产业方面，继续发挥优势，站在更高的
起点、更宽的舞台来推动和谋划丽江旅游的二次创业，坚持以“自
然为本、特色为根、文化为灵魂、市场为导向”，着力推进旅游业
转型升级，提升丽江旅游的管理服务水平，把丽江建成国际精品旅
游胜地。丽江市具有发展苹果生产的优越自然条件，是云南省生产
无公害优质苹果的适宜区，是滇西北优质晚熟苹果主产区。苹果是
我国古老的栽培果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苹果也是丽
江市大宗的水果果种，现有栽培面积9180 hm2。苹果生产集中在古
城区、玉龙县和宁蒗县发展，规划到2015年，新发展面积达0.33万
hm2。针对丽江市苹果生产产量低、果实外观品质差、病虫害危害
严重等生产实际，为帮助广大果农掌握现代苹果栽培技术、及时解
决苹果生产中存在问题，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丽江苹果高效栽培
技术》科普读物，编写过程中，引用和参考了附录于书后的大量文
献资料，对此由衷地表示感谢。

由于编写者长期工作在基层，专业视野不够开阔、专业水平不
高，书中错漏之处实在难免，希望广大读者和业界人士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2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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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丽江苹果生产历史、现状、
    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

苹果是落叶果树中主要栽培树种之一 ，也是世界果树栽培

面积广、产量多的树种之一。苹果不仅栽培面积广、产量高，

而且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果实品质风味好，含水分85％左右，

总含糖量约10%～14.2％，苹果酸0.38%～0.63％，可谓甜酸适

口。据中央卫生研究院分析，每千克苹果果实含有胡萝卜素

0.64mg，硫胺素0.08mg，尼克酸0.8mg，抗坏血酸40mg，脂肪

0.8mg，碳水化合物122g，蛋白质1.6g，钙90mg，磷74mg，铁

2.4mg。这些都是人体健康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人们对苹果的评价很高，有科学家和医师把苹果称为“全

方位的健康水果”或称为“全科医生”，有的被誉为“温馨圣

果”，在保健方面好处很多：

（1）降血压：过量的钠是引起高血压和中风的一个重要因

素。苹果含有充足的钾，可置换过剩的钠使之排出体外，从而

降低血压。同时，钾离子能有效保护血管，并降低高血压、中

风的发生率。英国著名药理学家苏珊·奥尔里奇博士发现，苹

果中所含的多酚及黄酮类物质能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2）预防癌症：日本弘前大学的研究证实，苹果中的多

酚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增殖。而芬兰的一项研究发现苹果中含有

的黄酮类物质是一种高效抗氧化剂，它不但是最好的血管清理

剂，而且是癌症的克星。多吃苹果，肺癌发病的概率能减少

46%，其他癌症发病的概率也能减少20%。法国国家健康医学研

究所的最新研究获知苹果中的原花青素能预防结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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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苹果的维生素C是心血管的保护神、心脏病患者的健康元

素。

（4）苹果果胶属于可溶性纤维，不但能促进胆固醇代谢，

有效降低胆固醇水平，更可促进脂肪排出体外。果胶还能促进

胃肠道中的铅、汞、锰的排放，调节机体血糖水平，预防血糖

的骤升骤降。

（5）我国医学认为苹果具有生津止渴、润肺除烦、健脾益

胃、养心益气、润肠、止泻、解暑、醒酒等功效。

总之，苹果在人类生活中是名副其实的保健食品，不仅从

色、香、味讨人喜欢，对人体健康的益处更是举不胜举。

苹果除供鲜食外，有的熟食，有的药用。还可加工成果

酒、果汁、果脯、果干、果酱、罐头和蜜饯等。

由于苹果的品种较多，适应性强，分布地区广，成熟期自6

月中旬开始直至11月，加之一些晚熟品种很耐贮运，故有利于

市场周年供应。在丽江，苹果主要是以鲜食为主，在民间也有

利用小果，即次等果做苹果蜜饯，在宴席上和节日里食用。

立足丽江苹果产业发展趋势，了解和分析本地苹果生产历

史、生产条件和所具有的优势，同时了解省内、国内和全世界

苹果生产的动态、趋势，有助于确立今后的生产途径和生产目

标。

第一节    世界苹果生产状况

一、世界苹果总体生产状况

欧洲在纪元前三百年已记载了苹果的品种。其后，罗马人开始
栽培，并有了嫁接繁殖技术，18世纪已利用自然杂交进行实生苗选
育，逐步推广栽培。当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欧洲移民把苹果传入美
洲，在美洲又培育了不少新品种。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从欧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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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苹果，苹果开始传入亚洲。此后，澳洲、非洲也都相继引入苹
果。近百年来，世界五大洲先后有了苹果栽培。

根据 200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生产年鉴，世界苹果总面积
稳定在520万hm2，总产量稳定在5700万t左右，占世界水果总产量
的12%，次于柑橘（占世界水果总产量的22%）、香蕉（占世界
水果总产量的14%）、葡萄（占世界水果总产量的13%），居第四
位。

从世界苹果的年总产量递增情况来看，1950年到1960年世界苹
果总产量在1000万t之间，到1970年世界苹果总产量达2000多万t，
到1980年世界苹果总产量达3000多万t，到1990年世界苹果总产量
达3000万t，到2001年世界苹果总产量增长到5791.6万t。1950年以
来，世界苹果得到了快速发展，产量基本呈增加趋势，到历史上产
量最高的2003年世界苹果总产量5796.7万t，产量提高了5倍多。

二、世界苹果生产分布

目前世界上生产苹果的国家和地区有80多个，主产区主要集
中在亚洲、欧洲、北美洲。2010年苹果年产量超过100万的国家和
地区顺次为中国、欧盟27国、美国、土耳其、印度、智利、俄罗
斯、巴西，这8个国家和地区的苹果产量合计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91.87%。受波兰种植面积减少和西班牙授粉问题的影响，欧盟27国
的苹果生产预计减产4.08%；而中国、土耳其、智利将增产7%，俄
罗斯、美国小幅增长2%~3%。亚洲位居世界第一，欧洲位居世界
第二，亚洲是世界第一苹果生产大洲。亚、欧两大洲的苹果产量占
世界苹果总产量的80%。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
等4大洲的苹果总产量还不足世界苹果总产量的20%。世界苹果主
产区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其主要原因是得益于这两个洲有较优
越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一方面欧亚大陆中南部地处北
温带，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降雨量适中，是苹果树比较理想的生
长地区；另一方面，欧亚大陆经济相对发达，人口居住集中，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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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在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世界重要的苹果消费市场和出口
市场主要在欧亚大陆。 

三、世界主要苹果生产国、产量和出口国

世界上生产苹果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年产量在50万t以上的
国家有中国、美国、法国、泰国、伊朗、波兰、意大利、俄罗斯、
德国、印度、阿根廷、智利、日本、巴西、西班牙、韩国、罗马
尼亚、南非、匈牙利、乌兹别克、乌克兰、新西兰等22个国家。其
中，中国年产苹果3300万t，是世界上生产苹果最多的国家，位居
第一；其次是欧盟27国，年产苹果在1200万t；第三是美国，年产
苹果在450万t；第四是土耳其，年产苹果在280万t。年产苹果193万t
到109万t，依次位居第五到第八的国家是印度、智利、俄罗斯、巴
西。

2010年，在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有利形势的影响下，世界苹果
出口总量预计稳步提高到515.67万t，比2009年增长5.15%（25.27
万t），达到2004年之后5年来的最高水平。

四、苹果品种和分布

世界上的苹果品种，经过人们的长期栽培和选育，迄今不下
1万余种，这些品种来源于自然杂交、人工杂交、自然芽变、人工
诱变、无性杂交等途径，而目前用于生产的苹果品种大概有四五十
个品种系列。

在世界苹果产区，包括我国在内，红富士则成为世界第一大
栽培品种，目前，美国、意大利、法国、智利、南非等新发展的
果园中红富士占50%以上，中国红富士栽培面积占苹果总面积的
49.6%。我国除外，元帅系和金冠仍是世界两大主栽品种。

苹果主产国的主栽品种：
日本：富士系、津轻系、乔纳金、陆奥、王林、珊夏等；
美国：乔纳金、恩派、红富士、新红星、嘎拉、布瑞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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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粉红佳人、澳洲青苹、姆瑞宝石等；
新西兰：嘎拉、太平洋玫瑰、布瑞本、华丽等；
韩国：甘红、红露、曙光、秋光、华红等。

五、世界苹果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苹果的生产者、经营者和
消费者均将在全球统一的大市场中竞争。陈学森等专家考察美国、
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苹果产业发展情况，分析世界
苹果产业发展趋势，在《果树学报》2010年27卷中发表了《当今世
界苹果产业发展趋势及我国苹果产业优质高效发展意见》一文，阐
述 “世界苹果生产先进国家的苹果产业具有九大十化六高三性的
共同特点，即大群体、大区试、大品种、大苗木、大行距、大密
度、大角度、大授粉、大规模、集约化、区域化、机械化、设施
化、标准化、技术简化、安全化、组织化、一体化、多样化、高投
入、高有机、高光效、高产量、高优率、高效益、矮化性、一致性
及早果性，代表了当今世界苹果产业发展方向，实现了经济、社
会、生态三大效益的共赢。” 了解世界苹果的生产现状和发展趋
势，将有助于我国采取适当措施解决目前苹果生产中的主要问题，
加快由苹果生产大国向生产强国转变。 

（一）世界苹果产业发展趋势

1. 大群体、大区试、大品种、大苗木、大行距、大密度、大

角度、大授粉、大规模

（1）大群体   在亲本选择与选配得当的前提条件下，必须保
证每个杂交组合或实生后代群体有足够的数量，至少3000株。

（2）大区试    对育成的新品系（种）要根据品种可能的适应
范围在世界苹果主产区安排品种比较试验，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认
识新品种的推广价值和推广范围。

（3）大品种   通过杂交、实生或芽变等常规途径选育优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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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有希望的新品种及时申请国际新品种权保护，以切实保护育
种单位和育种者的利益。形成有特色的世界性苹果“大品种”。

（4）大苗木   用3年的时间培育带分枝的无病毒优质大苗，一
般苗木标准是：基部干径在1.0～1.3cm，苗高1.5m在合适的分枝部
位有6～9个的分枝，长度40～50 cm。优质大苗的主根健壮，侧根
多，大多数长度超过了20 cm。

（5）大行距   建园定植大苗木的行距普遍采用3.0～3.5 m，株
距0.8～1.2m。

（6）大密度   建园定植密度合每hm2定植2385～4170株，每亩
定植159～278株。

（7）苹果园普遍采用立架栽培，高纺锤形整形。“大角度”
下垂枝修剪，即顺行设立水泥柱，拉4道铁丝，树干固定在4道铁丝
上，铁丝架一般高达3～3.5 m。成龄果园还在第一道铁丝70～80 cm
处设立横杆，横杆长80cm，分别在左右两侧拉两道铁丝，用于固定
下部的下垂结果枝；一般树高在3.5～4 m ，冠幅0.8～1.2m，在中心
干上直接着生角度下垂的结果枝（角度一般在110°～130°），保
持了中心干的绝对优势；为达到生长与结果的平衡、实现持续优质
丰产，有三个重要的辅助措施：一是在树体生长过旺时，采用专门
的根系修剪机械进行根系修剪法来减缓树体生长势；二是对于树冠
内萌发的竞争枝和徒长枝，可利用开张器拉枝下垂培养结果枝，或
者直接疏枝控制。因此，修剪上多以疏剪、长放2种手法为主，很
少短截；三是以花缓势，以果压冠，着生在中心干上的结果枝过大
过粗时，及时留台疏除更新。

（8）大授粉   在欧洲利用“矮化海棠”易成花、花量大、花
粉多、花期长、花粉亲和力强、寿命长及抗低温等特点，几乎所有
的苹果园都在行间栽植“矮化海棠”或嫁接一个大枝的海棠作为专
用授粉品种，比例为15～20 ∶1。

（9）大规模   70％的农场主苹果园经营面积在3～12 hm2，最
多超过45 hm2，实现了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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