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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陇东是国家农业部区划的优质苹果最佳适生区，是西北黄土

高原地区最主要的优质晚熟品种生产基地和绿色、有机苹果生产基

地。近年来，当地政府紧紧依托资源优势，把苹果产业作为农业和农

村经济三大主导产业之一，进行重点培育，不断加大政策扶持、资金投

入、组织保障和标准园创建力度，辖区内的苹果面积、产量大幅提升，

产值效益不断增加，产业化水平稳步提升，苹果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

增收、致富和实现全面小康的支柱产业。

为了充分发挥和彰显“陇东苹果”得天独厚的区位生态优势、独

特品质优势、生产潜力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多年来我们植根陇东，始

终着想苹果产业健康发展，长期坚持解放生产力，不断与传统自然经

济及小农意识严重束缚的发展方式和分散的、小规模的家庭果园的博

弈中，顺天时、应地利、随人和，致力实践于实用技术培训、物化技术投

入、“标准园创建”和“标准化栽植与规范化建园、改土生草及果园覆

膜覆草、果园科学施肥与节水灌溉、选优提质增色花果套袋管理、阳光

树形结构与简化修剪、幼树强拉枝巧伤变、无公害苹果病虫害综合防

治、果实商品化处理与贮运”八项技术等推广工作，注意贯彻“因地制

宜，适地适种”和“稳定优势品种、突出特色品种”的原则，帮助县（区）

调整种植布局及品种配置结构，为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经济振兴和

解决“三农问题”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科技服务工作。为了进一步把

“陇东苹果”做强做优，根据当今世界苹果产业发展趋势和陇东地区

苹果产业的发展实际，我们结合多年从事教学科研实践和开展技术推

广的经验教训，重视学习和广泛借鉴他人丰硕的科技成果和精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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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技术，汇同庆阳市县（区）部分果业技术人员，共同编撰成《陇东苹

果标准化生产技术》一书，期待能成为长期默默奉献在基层一线的技

术人员和果农朋友“有用有益”的学习资料。由于作者能力水平有

限，书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谅解并予指正。

本书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庆阳市农牧局、庆阳市林业局、庆阳市果

业局和陇东学院农林科技学院领导、老师、挚友的关心支持，甘肃省经

济作物站赵贵宾站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丙智教授、省农科院张永

茂研究员、马明研究员、庆阳市果业局李生浩局长、夏兴瑞副局长、孙

风华副局长等人的鼎力相助。同时得到了县（区）众多基层果业技术

人员和农民群众的无私帮助。陇东学院吴健君教授对本书的完成事

前提出了构架思路、章节规划和编写要求，并在草稿完成后进行了认

真审定。陇东学院教材、学术专著基金资助出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出版社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陇东学院　王锦锋　范宗珍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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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苹果（《群芳谱》），别名奈（《西京杂记》）、盭罗果（《本草纲目》）、频婆（《广

志》、《采兰杂志》）、苹婆果（《学圃馀疏》）、西洋苹果（陈峥《中国树木分类

学》），学名Ｍａｌｕｓｐｕｍｉｌａ。原产欧洲中部、伊朗北部、俄罗斯高加索南部和我国
新疆一带。公元前３００年欧洲就有了苹果品种的记载，其后罗马和希腊人开始
进行栽培。一百年来，由于苹果的生态适应性强、果品营养价值高、耐贮性好、供

应周期长，相当多的国家都将苹果列为主要消费果品大力发展，五大洲先后都有

了栽培，苹果不仅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水果之一，也发展成在世界

果品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栽培果树。

第一节　生 产 现 状

一、世界苹果

（一）生产状况

时至今日，全世界栽培苹果的国家已由８４个发展到９３个，２００９年苹果栽
培面积和产量分别达到５０４．７万公顷和６１９４．６４万吨。随着历史进步、物种演
化，苹果各种变异广泛，变种、变型、品种（品系）繁多，仅具名品种（品系）就有近

万之多，但绝大多数属于欧洲类群（西洋苹果）。

世界苹果主要分布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表１－１）。但年产量超过
１００万吨的国家只有１２个，占世界总量的７５％左右，排序依次为中国、美国、伊
朗、土耳其、俄罗斯、意大利、印度、法国、智利、阿根廷、巴西和波兰。１９９４—２００９
年，全世界苹果产量见表１－２。

（二）贸易状况

近十年来，全世界鲜苹果的国际贸易量始终没能超过６００万吨大关。２０１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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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全世界苹果出口总量约为４７９．８万吨，比２００９年度下降２．０８％。苹果出
口量超过１０万吨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中国、欧盟２７国、美国、智利、南非、新西
兰、阿根廷、巴西，其出口量合计约占世界苹果出口总量的９０．８６％，其中中国、
欧盟２７国、美国的苹果出口量远高于其他国家，分别约为世界总出口量的
２３．９７％、２２．９２％和１７．０９％。

表１－１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世界苹果产量洲际分布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产量（万吨）
占世界总产量

比例（％） 产量（万吨）
占世界总产量

比例（％）

亚洲 ３５２０．００ ５８．８１ ３７６３．８０ ６０．７６

欧洲 １４５６．６１ ２４．３４ １４１２．８６ ２２．８１

北美洲 ５２９．４３ ８．８５ ５４６．８０ ８．８３

南美洲 ３３２．５４ ５．５６ ３２７．１４ ５．２８

非洲 ７５．００ １．２５ ７４．００ １．１９

大洋洲 ７１．９２ １．２０ ７０．０３ １．１３

合计 ５９８５．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９４．６４ １００．００

表１－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９年世界苹果产量

年份
产量

（万吨）
年份

产量

（万吨）
年份

产量

（万吨）
年份

产量

（万吨）

１９９４ ４３８１．３０ １９９８ ５６８０．１０ ２００２ ５５８８．２６ ２００６ ５４４３．０４

１９９５ ５０３６．９８ １９９９ ５８１４．９１ ２００３ ５８７８．２２ ２００７ ５２２０．３６

１９９６ ５６３５．０３ ２０００ ５９２０．８５ ２００４ ５９０５．９１ ２００８ ５９８５．６２

１９９７ ５６３５．５６ ２００１ ５７９１．６５ ２００５ ６３４８．８９ ２００９ ６１９４．６４

　　注：２０１０年世界苹果预计产量约５５０６．７７万吨。

受全球苹果减产和市场需求下降等因素影响，２０１０年度世界苹果进口总量
约为４７４万吨，比２００９年度小幅下降２．０３％。２０１０年度，进口量在１０万吨以
上国家和地区有１６个，其中俄罗斯、欧盟２７国、墨西哥进口量下降是导致世界
苹果进口量减少的主要因素。

世界苹果除鲜果消费外，总产量的２５％用于加工，其中美国、波兰、阿根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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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等用以加工的鲜苹果数量占其总产量的５０％～７５％，而中国仅为２０％。近
年来，世界浓缩苹果汁年产量在８０万 ～１５０万吨之间波动，其中中国、波兰、美
国和德国的苹果汁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８６％。

二、中国苹果

（一）生产状况

中国绵苹果（中国苹果），最早见于西汉武帝时代，魏晋时代开始栽培。贾

思勰《齐民要术》中就有奈和林檎的阐述，奈就是今日之绵苹果，原产中国新疆

（可能是新疆野苹果），林檎即今日之沙果，原产黄河流域。鉴此，中国苹果栽培

历史已有２２００多年，并在果苗繁殖、栽培与加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作为
商品化经济栽培的西洋苹果（大苹果），最早于１８５０年前后，由美国天主教传教
士传入中国烟台新亭山东麓，时至今日，大苹果已遍及全国２５个省（区、市）。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由于得益于适宜的气候条件、良

好的生产管理以及种植设施的普及，中国近年来的苹果产量始终以７％ ～１０％
的速度持续增长，已成为稳定和促进世界苹果总产量持续增长的核心力量；近十

年中国苹果产业对世界苹果产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８４％，在世界苹果产业中占
有重要地位（表１－３）。

表１－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中国苹果的产量

年份 面积（万公顷） 产量（万吨） 年份 面积（万公顷） 产量（万吨）

２０００ ２２５．４ ２０４３．１ ２００５ １８９．０ ２４０１．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６．６ ２００１．５ ２００６ １８９．９ ２６０５．９

２００２ １９３．８ １９２４．１ ２００７ １９６．２ ２７８５．９

２００３ １９０．０ ２１１０．２ ２００８ １９９．２ ２９８４．７

２００４ １８７．６ ２３７６．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４．９ ３１６８．１

　　注：预计２０１０年全国苹果面积将达到２１３．１万公顷，产量约为２９００万吨。

２００９年，中国苹果栽培面积和苹果产量为２０４．９万公顷（３０７３．５万亩）
和３１６８．１万吨，分别占全世界的４０．５９％和４６．８１％。苹果主要集中在渤海
湾（鲁、冀、辽、京、津）和西北黄土高原（陕、甘、晋、宁、青），两大产区的栽培面

积分别占全国总面积的３８．８％和４２．２％，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４３．４％
和３５．４％，但红富士苹果的产量占总产量的６５％ ～６９％。２００９年，全国共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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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个省（区）的苹果产量超过１００万吨，排序依次为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山
西、辽宁和甘肃（表１－４）。

表１－４　２００９年中国主产省份的苹果产量

产地 产量（万吨）
占全国产量

比例（％）
产地 产量（万吨）

占全国产量

比例（％）

全　国 ３１６８．１０ １００．００ 河　北 ２７６．８０ ８．７４

陕　西 ８０５．２０ ２５．４２ 山　西 ２３８．５０ ７．５３

山　东 ７７１．２４ ２４．３４ 辽　宁 １９４．８０ ６．１５

河　南 ３８８．６０ １２．２７ 甘　肃 １８５．６０ ５．８６

　　同时，中国苹果生产模式转型和技术升级加快。围绕“节本、安全、提质、增
效”等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政府推动、市场诱导、产业技术体系服务，以矮砧密

植和乔砧密植为主，加快多元化栽培模式创新，苹果生产技术转型与产业升级进

入了全新的阶段。

（二）贸易状况

尽管受人民币升值、欧美等主要进口国需求疲软等不利因素影响，但在印度

尼西亚、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需求拉动下，２０１０年中国鲜苹果出口总量将维
持在１１５万～１２０万吨（约占世界年贸易量６００万吨的１／５），出口总量基本与
２００９年持平，出口金额和单价明显提高。据海关总署统计，２０１０年鲜苹果出口
金额突破了８０亿美元（平均单价７２８．００美元／吨），比２００９年上升１９．７７％。
２０１０年度，国内苹果销售呈现市场需求旺盛、价格高、销售快、持续时间长，

且相对稳定等形势。观测数据显示，早中熟苹果收购价涨幅均达２０％左右，中
晚熟苹果平均涨幅在３０％以上，高端优质苹果平均涨幅在５０％以上，部分优质
果涨幅甚至超过１００％，达到１０年来的最高水平。

浓缩苹果汁出口近些年始终占到世界总贸易量（１３０万 ～１５０万吨）的
６５％～７０％。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０９／２０１０三个榨季，浓缩苹果汁的出口量
分别是１０４万吨、６９．３万吨和８０万吨。

与此同时，苹果直销系统建设加快。大型企业立足苹果生产、贮藏基地，依

托果农专业合作社及骨干果农，加快创建集苹果生产—贮藏—市场营销一体化

的经营管理体系；超市系统、连锁经销商等直接进入产地采购苹果，异地冷藏，并

建立从果园到超市的直销系统；国外苹果进口商依托产地经销商，创建从果园到

口岸的直接出口经销渠道，边境口岸成为苹果出口的重要通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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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甘肃苹果

（一）生产状况

早在秦汉时期，甘肃河西走廊的武威、酒泉、敦煌一带就是我国绵苹果的著

名产地，迄今在武威、兰州一带的老果园仍有少许百年以上的绵苹果树，有些已

作为苹果砧木被生产利用。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甘肃农业改进所雁滩农林实验总场
园艺组王学书、钟俊麟等从西北农学院引进西洋苹果国光、元帅品种的苗木接

穗，开启了甘肃最早栽培西洋苹果之先河。

甘肃既是我国北方水果生产大省，也是全国苹果优势产区，２０１０年全省苹
果面积已达 ２８．６７万公顷（位居全国第三，占全省水果面积 ４４．６７万公顷的
６４．１８％），产量达到２００万吨，产值突破６０亿元（表１－５）。

表１－５　世界、中国、甘肃省苹果生产情况对照

世界

中 国 甘肃省

数量
占世界
比例（％） 数量

占全国
比例（％）

１９９６年
栽培面积（万公顷） ６２９．３７ ２９８．６９ ４７．４６ ２１．１５ ７．０８

总产量（万吨） ５６２９．８１ １７０５．２３ ３０．２９ ５１．５１ ３．０２

２０００年

栽培面积（万公顷） ５６３．５８ ２２５．４０ ３９．９９ １６．７６ ７．４４

比前期增长比例（％） －１０．４５ －２４．５４ －２０．７６

总产量（万吨） ５９９１．５５ ２０４３．３３ ３４．１０ ６９．０７ ３．３８

比前期增长比例（％） ６．４３ １９．８３ ３４．０９

２００５年

栽培面积（万公顷） ５００．０８ １８９．０３ ３７．８０ １８．３８ ９．７２

比前期增长比例（％） －１１．２８ －１２．１４ ９．６７

总产量（万吨） ６８７９．６６ ２４０１．１０ ３４．９０ １０１．２６ ４．２２

比前期增长比例（％） １４．８２ １７．５１ ４６．６０

２００９年

栽培面积（万公顷） ５０４．７０ ２０４．９１ ４０．６０ ２６．１６ １２．７７

比前期增长比例（％） ０．９２ ８．４０ ４２．３３

总产量（万吨） ７５０７．３０ ３１６８．０８ ４２．２０ １８５．６２ ５．８６

比前期增长比例（％） ９．１２ ３１．９４ ８３．３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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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势与特点

１．区域优势地位突出
甘肃省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自然隔离

条件好，病虫危害轻，土层深厚，土壤疏松，适宜苹果生长。国家农业部制定的第

二轮《全国苹果优势区域发展规划》已将甘肃纳入全国优势产区和主产省份，全

省有１８个县（区）被确定为全国苹果优势区域重点县，重点县排位仅次于陕西、
山东而位居全国第三。在实施“国家苹果产业重心由东向西转移，黄土高原产

区由南向北发展”的战略中，甘肃苹果的地位举足轻重，区域优势、竞争优势和

发展潜力得到进一步强化。

２．产业格局基本成形
苹果生产正在向优势区域集中，呈现出规模化、区域化、产业化发展的良好

态势。全省形成了以天水为中心的陇南浅山丘陵区和陇东中南部川塬区苹果优

势产业带，平凉、庆阳已成为全国知名的红富士苹果生产基地，天水和陇南礼县

的元帅系苹果在国内一枝独秀，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元帅系苹果生产基地。２００７
年，平凉市静宁县和天水市秦安县双双进入全国苹果３０强。２００８年，依照“苹
果面积占耕地６０％以上、果品单产达到１８００千克、优质果率６５％以上、所产苹
果曾获省级以上荣誉证书及奖项、果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６０％以上”评选标准
要求：平凉市静宁县李店镇、仁大乡、治平乡，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秦州区中梁

乡、秦安县兴国镇、甘谷县磐安镇，庆阳市西峰区温泉乡、庆城县赤城乡、宁县新

庄乡和正宁县永和乡等 １１个乡镇荣获“中国优质苹果基地百强乡镇”荣誉
称号。

３．农民增收效果明显
苹果生产已成为主产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和高效农业展示的典范。２００８

年，全省农村人口人均苹果收入为１３９．７元，其中平凉、天水、庆阳３个主产市依
次为７３０元、４４５元和２７５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３０．２％、２０．７％和１２．７％。
２００８年，静宁县苹果产值达到４亿元，农村人均苹果收入８９０元，占农民人均纯
收入的５０％以上。在主产区涌现出了一大批收入超过５万元以上的栽果户。
２００８年，苹果收入超过５万元的农户天水市有２９２８户，平凉市有２１５０户，庆
阳市有１５３０户。鉴于甘肃苹果的优良品质，销售价格连续多年呈现上升趋势，
已成为全国苹果产地收购价格最高的省份，而且销售顺畅，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

全国苹果的价格走势。２０１０年，天水的“花牛”苹果、陇东的红富士苹果收购价
格最高突破了９元／千克，每６６７米２果园收入过５万元已不是新鲜事情，苹果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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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变成了农民的“摇钱树”。在主产区助农增收的同时，也有效带动和促进了

全省苹果产业向标准化、高效化和现代化方向的发展。

４．产业体系正在形成
全省已建成１０００吨级以上现代化果品贮藏气调库１５０座、５００～１０００吨

级气调库５７８座、机械低温冷库２２０座、土窑洞等简易贮藏果窖３．２万个，果品
贮藏能力已达１４０万吨（占全省苹果产量的５０％），其中果品气调贮藏能力达到
８０万吨（几乎分布全部苹果产区）。各类苹果加工、包装、产后处理、苗木繁育等
相关企业１８０多家，其中８家大型苹果浓缩汁加工企业年生产能力达到１５万吨
（原料处理能力在１００万吨以上），生产的浓缩果汁９５％出口；有自营出口权的
果品企业２０家；果袋生产企业２４家；建成苹果采后商品化处理（清洗、消毒、分
级、打蜡、包装等）生产线１５条，年处理能力２５万吨。创立的“花牛苹果”、“平
凉金果”等苹果品牌在国内外已有一定知名度，果农经合组织快速发展，产业化

效益逐步凸显。

５．旱作栽培特色凸显
多年来，针对全省苹果产业发展主要制约因素干旱缺水，对果园旱作栽培技

术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形式多样、地域特色鲜明的旱作栽培技术。庆阳果区的

穴贮肥水、集雨补灌技术在生产上得到了良好应用；静宁、泾川的规模化沙地果

园，在全国首屈一指。建立的适宜不同树龄果园的覆草、覆膜等蓄水保墒技术体

系，对防御主产区春夏连旱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陇东苹果

（一）生产状况

陇东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就有栽培绵苹果的记载，但西洋苹果的栽培则应

从１９４２年由美国天主教传教士先将红绞、国光、青香蕉等５个品种引入庆阳
县三十里铺、西峰镇两个天主教堂开始观赏性栽培（新中国成立初期两个教

堂均还保留苹果园）算起。大面积的苹果栽培开始于１９５３年，当时原西北农
业科学研究所分别在庆阳市西峰区东湖和平凉市崆峒区龙隐寺先后建立起了

引进苹果品种开始技术探索的国营园艺场。陇东地区新中国成立后的苹果生

产基本经历了 １９５５—１９５８年（探索起步）、１９７３—１９７８年（逐步启动）、
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全面带动）、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规模发展）和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扩
展增效）５次发展高峰。１９９７年以后，随着调整优化农业种植结构，陇东苹果
生产逐步进入健康发展阶段，非适宜区和适宜区内老劣品种以及效益较低产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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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苹果栽培面积逐渐减少，优生区苹果面积快速持续增加，基地认证与品牌

培育始终得到普遍重视。２００８年，庆阳、平凉两市的苹果总面积为１３．４４万
公顷（占全省苹果面积的５７．９３％），苹果产量８２．０４万吨（占全省苹果产量的
４９．９８％），实现产值１４．５２亿元（表１－６）。

表１－６　２００８年甘肃省４个苹果主产市的苹果生产状况

苹果主产市
面积

（万公顷）

占总面积

比例（％）
产量

（万吨）

占总产量

比例（％）
产值

（亿元）

占总产值

比例（％）

庆阳市 ７．７６ ３１．４６ ２９．０２ １７．６８ ５．１４ １７．６８

平凉市 ５．６８ ２３．０６ ５３．０２ ３２．３０ ９．３８ ３２．３０

天水市 ５．５６ ２２．５４ ４６．４３ ２８．２９ ８．２２ ２８．２９

陇南市 ２．４９ １０．２３ ６．１９ ３．７７ １．１０ ３．７７

合 计 ２４．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４．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０５ １００．００

（二）优势与特点

１．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进入２１世纪后，庆阳市和平凉市依托区位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在１７２个适

栽苹果乡镇（庆阳８７个、平凉８５个）集中连片规模发展，每年以数十万亩速度
扩大，在全省快速建成了中南部塬面、西部葫芦河流域和东部泾河流域南部３个
苹果优势产区。２００９年，庆阳市和平凉市共建成苹果万亩乡镇１０１个（庆阳４５
个、平凉５６个）、千亩村８１８个（庆阳３５９个、平凉４５９个），栽果农户已达到两市
农户总数的５４．７％。尤其是甘肃省被农业部确定的１８个全国苹果优势区域重
点县（区）中陇东就占到１１个（庆阳６个、平凉５个），重点县区经过多年培育经
营，苹果已壮大成“助农增富”的重要支柱产业，初步形成了规模和市场优势（表

１－７），并开始走上质量效益型和生态发展型道路。
２．果实品质优良
陇东地处世界和中国苹果优势重点发展区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

自然条件以及清新干燥的空气条件决定了陇东苹果内外在品质可达到最优

级。陇东苹果硬度较大、果形高桩、果面洁净、色泽鲜艳、蜡质层厚、酸甜适度、

风味浓郁、耐贮耐运、品质优良、食用安全，与国内其他苹果产区相比，陇东苹

果的果实硬度、果形指数、可溶性固形物、花青素、总糖、总酸等与渭北高原苹

果数值相当，果品质量指标全部优于国家标准，贮藏性和安全性明显优于其他

苹果产区（表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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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表１－７　２００８年陇东地区１１个苹果重点生产县的生产状况

市 县区
２００８年

面积（万公顷） 产量（万吨） 产值（亿元）

庆阳市

庆城县 １．４３ ６．９８ １．２３

西峰区 １．３３ ７．０３ １．２４

宁　县 １．３０ １．００ ０．１８

合水县 １．２１ ４．８７ ０．８６

正宁县 １．１９ ４．０７ ０．７２

镇原县 １．０１ ３．５６ ０．６３

小　计 ７．４８ ２７．５１ ４．８６

平凉市

静宁县 ２．６１ ２２．６０ ４．００

泾川县 １．２７ １６．０８ ２．８５

崆峒区 ０．７９ ４．４０ ０．７８

庄浪县 ０．３７ ６．０４ １．０７

灵台县 ０．４１ １．４５ ０．２６

小　计 ５．４５ ５０．５７ ８．９６

表１－８　国内不同产区红富士苹果质量比较

产地
果形

指数

硬度

（千克／厘米２）

可溶性固

形物（％）
花青素（吸收

度／分米２）

总酸量

（％）

采后 贮后 采后 贮后 采后 贮后 采后 贮后

果品光洁

度（１～５
级）

四川茂县 ０．８６ １０．８ ７．５ １４．２ １３．８ １０５．０１０１．２ ０．１９ ０．１５ ２

甘肃兰州 ０．９１ １０．０ ８．０ １４．０ １４．１ ８９．５ ８８．３ ０．１７ ０．１５ １

甘肃庆阳 ０．９０ ９．８ ７．５ １６．５ １６．１ ９５．５ ９２．６ ０．２２ ０．１９ １

宁夏灵武 ０．８０ ９．１ ７．０ １３．７ １３．５ ６４．８ ６７．７ ０．２０ ０．１９ １

陕西洛川 ０．８８ ９．７ ７．３ １６．５ １６．０ ９３．５ ９１．０ ０．２１ ０．１８ １

山东文登 ０．９１ ９．６ ７．０ １５．１ １４．１ ９１．２ ８９．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２

江苏大丰 ０．７９ ７．８ ６．１ １２．５ １２．２ ６３．６ ６２．１ ０．２２ ０．１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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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苹果标准化生产技术

　　３．标准化管理普遍推广
庆阳市和平凉市先后制定了《平凉金果———苹果》、《庆阳苹果》等２３项产

品质量标准和生产技术规程，通过强化苹果园四季管理、定期观摩评比和“质量

年”活动，大面积推广“１２８”实用系列技术，实行标准化生产，普及推广规范建
园、科学栽植、果实套袋、测土施肥、穴贮肥水、滴灌保墒、树形改良、病虫防控、覆

盖（覆草、覆膜、铺沙）等实用技术，引进苹果名优品种３３个，无公害、绿色基地
和ＧＡＰ基地等认证面积达到１１８万亩，“果草畜沼窖”生态果园建设开始推广，
建成了市级果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创建国家级示范园３个、省级示范园２０个，
农业部标准化苹果园７个（占全省１２个的５８．３４％），其中庄浪、静宁、泾川、庆
城等县（区）的标准化苹果园得到农业部督导组和国家苹果产业体系岗位科学

家的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认为在陇东苹果产区有全国一流的标准化果园。

４．矮密栽培开始启动
矮砧密植是世界苹果发展的方向。继１９７４年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峰水保站

东湖园艺场刘继、王心荣等同志参与全国１９个省市３８个单位的矮化苹果协作
网，在西峰试栽矮化中间砧苹果获得成功之后，甘肃省果树研究所刘智瑞同志、

庆阳地区林科所马富军同志、马莲河流域治理办公室张明权同志也先后开展

“苹果矮砧幼树密植丰产栽培试验”、“草地果园”、“苹果矮密与乔密栽植对比试

验”、“苹果脱毒与矮化苹果采穗圃建设与丰产栽培试验”并取得成功。此后，陇

东地区苹果矮密栽培一度中断。从１９９９年开始，西峰区什社乡李岭村农民李玉
成利用Ｍ２６中间砧建起红富士矮密果园３×６６７米

２；２００６年４月，西峰区天富公
司郑志鸿在陇东学院果树专业老师指导下集中栽植 Ｍ２６中间砧红富士果园
１８９×６６７米２，同年宁县焦村上村六队的魏军明、丁林庆、窦中学等人共栽植 Ｍ２６
中间砧红富士果园１３×６６７米２；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庆阳市先后建起了宁县宫宝元
矮密园，西峰张志广矮密园、雷生夏矮密园、耿玉祥矮密园、包维军矮密园；平凉

市庄浪县也新建了万泉北川矮密园。从２００６年起，矮密栽培在全省重新启动，
通过推广矮砧集约高效栽培技术模式、培养纺锤形结构和下垂枝结果，引发了陇

东乃至全省矮砧苹果大发展的高潮，有力地促进了甘肃苹果栽培制度变革。尤

其是平凉市庄浪县万泉北川千亩矮密园和庆阳市西峰区什社塔头张志广矮密

园，栽培模式先进，配套设施齐全、管理标准规范，受到了国内著名苹果专家的赞

誉，认为国际上最先进的果园栽培模式在陇东。

５．品牌培育成效明显
庆阳市和平凉市先后被国家特产之乡评审推荐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优质苹果

之乡”。２００６年，平凉市成功注册了全国第一个苹果类证明商标“平凉金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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