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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杏栽培现状及生物学特性

一、杏栽培历史

杏为我国原产，栽培历史悠久。据文献记载，远在 2600多

年前，《管子》（公元前 685年）中记载要：“五沃之土，其土宜

杏”；又山海经（公元前 400-250年）云：“灵山之下，其木多杏”

（灵山系指陕西秦岭的一部）；《齐民要求》（533-544年）云：

“文杏实大而甜，核无文彩”；此外《广志》（3 世纪）、《西京杂

记》（3-5 世纪）、《王祯农书》（1313 年）、《本草纲目》（1590

年）、《群芳谱》（1630年）等书中均有关于杏树栽培及其品种

的记载。由此可知，我国农业生产者很早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

了杏树的栽培技术和一些品种特性。

二、经济价值

杏适应性强，不论平原、高山、丘陵或沙荒地，都能生长结

实。杏树栽后 2-3年即可结果，而且结果年限长，栽培条件要

求低。杏果实多汁，味美，营养丰富。据分析：每百克果肉含糖

10克，蛋白质 0.9克，胡萝卜素 1.79克，硫胺素 0.02毫克，核

黄素 0.03毫克，尼克酸 0.6毫克，抗坏血酸 7毫克，钙 2.6毫

克，磷 2.4毫克。杏成熟期早，对调节初夏市场的鲜果供应有

一定的作用。杏果除鲜食外，又可制杏干、杏脯、杏酱、杏汁、杏

酒和罐藏加工品等。如新疆的杏干、宁夏彭阳的杏脯都是驰名

国内外的特产。杏仁是重要的药材，又是制作糕点及杏仁粉的

原料。杏核壳是制造活性炭的原料。

第一章 杏栽培现状及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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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红梅杏栽培实用技术

三、栽培现状

杏在我国栽培范围广，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吉

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江苏、安徽等省以及

内蒙古自治区均有栽培；而以黄河流域各省为栽培中心地带。

秦岭、淮河以南栽培较少，长江流域一带仅有零星栽培。据统

计，截至 1996年底，全国杏树栽培面积达 67万公顷，其中鲜

食杏栽培面积约 19.54万公顷，鲜食杏年产量约 68.9万吨，占

当年全国水果总产量的 1.4%，占世界杏总产量的 22.2%，居世

界第一位。

截止 2011年，宁夏杏栽培面积达 6万公顷，主要分布在固

原市，其中高接改良杏树面积达 0.7万公顷，每年鲜食杏产量达

28.8万吨。鲜食品种主要有：红梅杏、曹杏、凯特杏、金太阳、兰

州金妈妈、串枝红；仁用品种主要有：龙王帽、一窝蜂、优一等。

四、生物学特性

1、生长特性。

杏在自然生长条件下为高大乔木，一般可高达 10米以

上。在核果类中，杏树具有结果早而寿命长的特点。一般情况

下，寿命可达 100年以上。杏树在定植 2－3年即开始结果。10

年左右进入盛果期，在适宜条件下，盛果期较桃为长。

杏树根系强大，深入土壤深层。在土层较厚的情况下常超过

树冠的一倍以上；在山区土层较薄及下面有岩石的情况下，则根

系分布浅而广。杏树根系分布，受土壤及栽培技术的影响很大，

同一品种在不同管理条件下，期根系分布的情况也有差异。在梯

田上的杏树因土层深厚，土壤水分条件好，根系的深度、宽度及

重量，都远远超过在山坡上的杏树。因此在山坡上栽培杏树时，

做好梯田或其它水土保持措施，是保证产量的重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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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树生长势次于桃，但在幼树期生长也很快，新梢年生

长量可达 2米。随着树龄的增长，生长势渐弱，一般情况下为

30-60厘米。在整个生长期内一般可出现 2-3年生长高峰。

杏树具有早熟性的芽。当年芽形成后，条件适宜即可萌

发。通常在生长良好的情况下，一年内可发出 2－3次分枝。

观察幼苗即可见到这种情况。因此利用这个特性提早形成树

冠并早期结果是完全必要的。

杏树的萌芽力和成枝力在核果类中是较弱的。尤其在山

地或瘠薄土壤上的杏树，由于养分水分的缺乏，芽的萌发力

很弱，在枝条基部的芽往往不能萌发而成为潜伏芽。潜伏芽

的寿命可达 20－30年，当条件适宜时（如回缩大枝后），即可

萌发为更新枝。

2、结果习性。

在核果类中，杏芽的休眠期最短，也就是解除休眠状态

较早。因春季萌芽开花早，故易遭晚霜危害。据观察，植株生

长旺盛可显著减低花芽遭受冻害的程度。因为生长旺盛的新

梢一般停止生长较晚，相应的花芽形成和结束休眠期也较

晚。因此在冬末和初春遇到短暂的温暖气候，其花芽不会萌

动并开花较迟，丛而可以安全越冬和减少霜害。反之生长弱

则往往会出现冻芽现象和开花较早、霜害较严重。根据这一

特性，必须注意如何使杏树生长保持健旺状态，并使叶片在

晚秋未遭霜冻之前不早期脱落，以期累积大量贮藏物质，这

不但有利于枝条良好越冬，而且还能进一步促进根系生长，

而根系生长又为越冬和春季生长发育奠定良好基础。

杏芽呈单芽或二、三芽并生。单生花芽往往在新梢或副

梢的顶端，座果率不高。单生叶芽多在枝条基部和顶端；三芽

第一章 杏栽培现状及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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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两旁为花芽，中间是叶芽，这种排列的复芽座果率高而可

靠。枝条叶腋间芽的排列与品种有关。在同一品种中，叶腋间

并生芽的数目与枝条的长度有关，枝条越长，并生芽的数目也

越多，个别情况可出现 4个芽。在观察中又可看出，在一个枝

条上，上部多生单芽，下部多复芽。

根据花芽的着生情况和枝的长短，可分为长果枝、中果

枝、短果枝及花束状果枝四类。结实力以短果枝及花束状果

枝较强。杏花芽为纯花芽，每芽一朵花。由于枝条上并生芽较

多，所以每年开花很多。虽然开花很多，但座果率并不高，据调

查：一般座果率只有 3-5%。杏树的低产除与杏芽易受冻，影

响结果之外，与年龄、树势和营养状态等均有直接关系。

3、物候期

一般杏树萌芽开花较早，仅次于山桃，西北地区约在 3月

下旬至 4月上中旬。果实成熟期也早，但依品种而不同。早熟

品种 5月下旬到 6月上旬成熟，中、晚熟品种均在 6月中下旬

以后成熟。落叶期在 10月下旬以后。据观察：3月 27日萌动，

4月上旬萌芽，4月 16日开花，经 2日后即转入盛花期，花期

约 5-7天。4月下旬为落花期。于开花的同时，叶片开展。新

梢有两个生长高峰，5月上旬出现第一个生长高峰，到 5月中

下旬生长停止；6月上旬再次生长，到 7月上中旬又形成第二

个高峰，但生长势远较第一次为弱。落花后果实开始发育，据

陕西华县材料：杏生理落果大致有 2次高峰，第一次在幼果形

成期（4月上旬）落果率为 51.4%，第二次在果实迅速膨大期

（4月下旬）落果率为 18%。当新梢第一次停止生长时，果核全

部硬化，再经一个月左右即可成熟。

第一部分 红梅杏栽培实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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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①对温度的要求：杏能抵抗较低的温度。冬季休眠时期，

在－30℃或更低的温度下杏树仍能安全越冬。但在花芽萌动

或开花期，花器抗低温的能力大减。此时如遇－2～-3℃的气

温，花器就会遭受冻害，对当年产量影响很大。

②对光照条件的要求：杏树为喜光树种，在光照充足的条

件下生长结果良好，果实含糖量增高，果面着色好。反之因修

剪不当或阴雨较多而使光照不充足的条件下，则枝条易徒长，

病虫害严重，果实着色差，品质下降，而且退化花增加。又据调

查，在松林遮光条件下生长的普通杏实生树，其退化花数达

43.6%，而在日照良好的开阔地上，其退化花仅为 14.7%。

③对水分的要求：杏树因根系强大，深入土层，尤其是

仁、干用品种很耐干旱。但在枝条急速生长时期和果实发育

时期有，土壤水分缺乏，也会影响树势和果实产量及质量。总

的来说，杏树喜欢土壤湿度适中和干燥的空气条件。土壤水

分过多或空气湿度太高，会导致病虫害严重，果实着色差，品

质下降。在果实成熟期，如遇阴雨连绵则引起落果裂果。杏树

不耐水涝如果地面积水较久，轻则引起早期落叶，重则引起

烂根和全株死亡。

④对土壤和地势的要求：杏树适应性极强，对土壤地势

的选择要求不严。在粘土、砂土、砂砾土、盐碱土甚至在岩石

缝中均能生长。35度以上的坡地及海拔 1000米左右的高山

上，杏树也能正常生长。但是为了保证产量和品质，要尽可能

选择和创造排水良好的较肥沃的壤土或砂壤以及砾质壤土

地。此外，杏树的耐盐力较苹果、桃为强，因而可以在较轻的

盐碱地大量发展。在地势方面，最好选择背风向阳的坡面。

第一章 杏栽培现状及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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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红梅杏的品质及市场需求

一、红梅杏的来源

红梅杏在我地栽培已有三十多年历史。我区红梅杏最早

来源于新疆地区，在新疆，此杏被称为“新疆红”。八十年代初

期，由从新疆返回固原的农民引种栽培于头营镇马园村，因

其品质优于当地其它品种杏，受到越来越多的农民重视，后面

积逐年扩大，九十年代已小有名气。无独有偶，八十年代初期，由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保所上黄科研人员从陕西引进红梅杏在上

黄村定植获得成功，后面积逐年扩大。1998年原州区推广“上黄

经验”，使红梅杏种植面积迅速增加。

二、红梅杏的品质特点

红梅杏果实早熟、色泽鲜艳、果肉多汁、风味甜美、耐贮

运、酸甜适口，在果品市场上占有重要位置，深受人们喜爱。

果实营养丰富，含有多种有机成份和人体所必须的维生素及

无机盐类，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水果。果实还有良好的医

疗作用，在中草药中居重要地位，主治风寒肺病，生津止渴，

润肺化痰，清热解毒。

目前我区红梅杏栽培已遍及全区各个乡镇，面积相对集

中连片的乡镇是：河川乡、头营镇、彭堡镇、三营镇、寨科乡、

官厅镇、炭山乡。

三、红梅杏独特的产地环境

红梅杏主要栽培于清水河（黄河一级支流）沿岸台、塬、

梁、峁及河谷区，该区属典型的黄土高原气候资源类型，海拔

第一部分 红梅杏栽培实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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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1450～2500米），全年平均气温 6.3℃，日照充足，昼夜温差

大，果实含糖量高；紫外线强度高，病虫害少；栽培区无工业污

染源，土壤无污染，空气清新，水质优良，因而果品品质极佳。

春夏季干旱，有利于杏果干物质积累。独特的地域环境造就了

红梅杏独特的果品品质。

四、红梅杏的市场需求

1、鲜食红梅杏的市场需求

红梅杏以其色泽艳丽、酸甜可口、耐贮运受到消费者的普

遍欢迎，但由于是鲜食杏，货架期短，往年销量并不大，基本

上以我区银川、吴忠、石嘴山、固原等周边市县为主。近年来

随着果品贮藏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高速公路网的逐步扩大，鲜

果外销逐年增加，目前已鲜销到了西安、兰州、北京、上海、福

建、成都等城市，2012年外销量已达 92吨，各地消费者反响

良好。预计今后几年红梅杏的鲜销量将达到 1000吨以上，产

品将供不应求。今后一段时期，红梅杏生产的主要任务是提

高果品产量和商品率，加大贮藏保鲜能力。

2、固原市果品贮藏保鲜库数量及分布

红梅杏作为鲜食杏，货架期太短。要想取得好的效益，必

须建设冷藏库，将鲜果贮藏起来，源源不断的供应市场，把集

中销售变成一定时段销售，即可解决果品集中上市的鲜销压

力，又能满足市场对果品的需求，可谓一举多得。当前，原州

区已建成果蔬贮藏保鲜库 4处，具体分布在：固原试验区瑞

丰农产品市场 1处、头营镇马园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2处、河

川乡骆驼河村 1处，此 4处果蔬贮藏保鲜库，除去蔬菜贮藏

空间，能留给果品贮藏的空间约有 500吨。

第二章 红梅杏的品质及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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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红梅杏苗木培育及建园

要加大红梅杏基地建设，必须建立苗圃。为了克服外调

苗品种混杂的诸多弊端，应根据规划用苗量和市场需要，因

地制宜的确定育苗面积。要建立采穗圃，以确保红梅杏品种

的纯度。要落实田间管理措施，抓好防虫治病工作。采取科学

有效的方法，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培育纯正健壮的苗木。

一、苗圃地的选择与建立

苗圃地应建设在交通便利、管理方便、背风向阳、排灌具

备的平地或缓坡地，土层深厚，ＰＨ值在 8.5左右的沙壤土或

壤土，忌选核果类重茬地及前茬葵花、玉米、洋芋及沙漏地。

国有苗圃和乡镇苗圃条件较好，可建立永久性骨干苗圃，

村组及农户在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可以建立临时性繁殖苗

圃。育苗要结合区划设置采穗圃、防护林、排灌渠道、作业道

及作业用房等辅助设施。

为确保红梅杏品种的纯度，应当建立采穗圃。选择纯正的

红梅杏健壮苗木，按照 1米×0.5米的株行距建园，树体培养

方向以采集穗条为主，在整形修剪上与产果树不同。如无采

穗圃，应当筛选采种母树，从采种母树上采集穗条，采种母树

选优后要进行标记，以防混杂。

二、实生苗的培育

培育优良红梅杏苗木首先要培育实生苗，实生苗培育要

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部分 红梅杏栽培实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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