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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个典型的农业省份，农村人口多，贫困

面广。随着农业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全省农业生

产投入方式、组织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

变化，应对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迫切需要

解决农业后继乏人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从业农民

技能提高的问题。因此，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已

成为当前“三农”工作中一项重要而紧迫、长期而艰

巨的重大任务。近年来，按照省委、省政府推进

“365”现代农业发展行动计划、“1236”扶贫攻坚行

动和“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总体部署，省农

牧厅把农民培训确定为重点工作之一，整合资源、

集中力量、大力推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学科技、用

科技的积极性，不仅推广普及了先进实用技术，而

且带动了农民创业就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种养专

业户、科技示范户、合作社骨干、农村致富带头人、

农机能手等生产经营服务人才，促进了农业增效、

前 言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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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推动了我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

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需求，加大新型职业

农民的培育力度，推广先进实用技术，省农牧厅组织农业技术推广单

位的百余名专家和农技人员，按照实际实用、通俗易懂和应知应会的

原则，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全省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以关

键生产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为重点，以贴近农民生活、通俗易懂的语

言，配以直观形象、简单明了的图片，编撰了 600项农业科技明白纸，

并邀请甘肃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和基层农技推广专家进行了审定。在

此基础上按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禽技术、农机能源四个方面集成

了 35册农业实用技术系列丛书。

真诚希望我们编撰的这套丛书能够帮助广大农民学习新知识、运

用新技术、汲取新营养，努力打造一支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创新

的新型农民，为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希望广大

农业工作者切实增强服务农业、服务农民的责任心，自觉推广普及农

业科技知识，着力培育我省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人才，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甘肃省农牧厅党组书记、厅长

2014年 8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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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现代定植建园技术

矮砧密植栽培具有树冠矮小，管理方便，节省劳动力，结果早、产

量高、见效快，通风透光，苹果品质好，便于标准化作业等优点，是世界

苹果生产先进国家普遍采用的栽培模式。

1.园址选择

选择集中连片、土层深厚、土质肥沃、无空气污染、有排灌条件、水

源清洁、避开冰雹带和低洼处、年均温度在 8.0℃～14℃、无霜期 170

天以上的园地栽植。

2 .品种选择

以发展短枝富士、着色优良片红型红富士(烟富 3 号、烟富 6 号、

寿红富士、礼富 1 号、天富 1 号、成纪 1 号等)为主，适当发展优系嘎

啦、元帅系、红将军、玉华早富等优良品种。

3 .授粉树的配置

建园时配置足量的授粉树品种，授粉品种占栽培总数的 20%左

右，主栽品种为红富士时，可选择秦冠或嘎啦作授粉品种，授粉品种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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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内插花栽植，提高授粉效果。

4 .苗木选择

砧穗组合：当地山定子（或陇东海棠、八棱海棠、倒挂珍珠）为基

砧，以 SH1、SH6、SH38（或M26、M9）作矮化中间砧，选择优系红富

士品种，采用 2 年生以上大苗建园。肥水条件好的地块，可采用矮化自

根砧（T337、B9 等）大苗建园。

5 .栽植密度

矮化自根砧苗木株行距 0.8～1 米×3.5~4 米；矮化中间砧苗木

株行距 2～2.5 米×3.5~4 米。短枝型品种 2 米×4 米或 3 米×4.5

米。

6 .栽植方式

栽植时以南北行向为好。

7 .栽植深度

栽植时，SH 系中间砧全部露出地面，M系中间砧露出地面 3～5

厘米为宜，水肥条件较好的果园，中间砧露出地面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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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苗建园

3 年生大苗基部干径 10～15 毫米，有 6～9 个侧枝，芽体饱满，

根系丰满。在萌芽后的花期栽植，苗木栽前放置在冷库或温度较低的

地方。2 年生苗高 1.5 米以上，干粗达 1 厘米以上，栽后在饱满芽处定

干。

9 .栽植方法

（1）定点挖穴

挖宽和深 60 厘米×80 厘米或 80 厘米×80 厘米定植坑。

（2）填土施肥灌水

填土时表土、底土分别堆放，回填时先填表土后填底土。栽植时每

个坑分层施入秸秆杂草 5～10 千克和优质腐熟的农家肥 100 千克、

过磷酸钙 1 千克、硫酸钾 0.25 千克，将肥料与表土和匀填入坑内踏

实，最后灌水沉实。

（3）栽植

在浇水沉实后的穴中挖 40 厘米见方的栽植坑，苗木植入栽植坑，

回填细土至全部根系后提苗，严格按栽植深度栽植。

（4）浇水覆盖

填好土后，在苗木周围做直径 1 米树盘，每株灌水 15 千克，待水

下渗后覆土封坑，树盘覆膜保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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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栽后管理

（1）定干与防护

采用细长纺锤形和高纺锤形树形，壮苗不定干，弱苗在饱满芽处

定干。定干后树干套塑料袋，苗木萌芽后再将塑料袋上端撕破或剪角

通气，在新发萌芽长 2 厘米时，在下午或阴天除去塑料袋。

（2）追肥与防病虫

新叶初展后，每间隔 10 天连喷 2～3 次0.3%的尿素，喷施 20%

绿色功夫 2000 倍液, 或 48%乐斯本 1200 倍液＋70%甲基托布津

800 倍液预防金龟子、卷叶虫、白粉病等病虫害。6 月上旬，每株追施

0.2 千克氮磷钾复合肥。

（3）合理间作

可种植绿肥、豆类等矮秆固氮作物。

11.支架栽培

矮砧密植栽培需架设支架，每间隔 15 米左右立一个 2.5 米高水

泥桩，拉四道 12 号钢丝，扶植树干。幼树期在每株树旁插一个竹竿做

立柱，扶植中干。中央领导干延长头固定在竹竿或架上，始终保持直立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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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郁闭园改造技术

1.改造对象

以 10 年生以上、亩栽植密度 45 株以上的乔化密植富士系果园

为主，嘎拉系、秦冠等其他品种或短枝型品种（短枝富士、短枝元帅系）

密植果园可参照应用。改造重点为亩留枝量在 10 万个以上、树冠覆盖

率超过 90%、行间交接、株间交叉的郁闭果园。

2 .改造目标及技术要求

（1）总体思路

从降低栽植密度入手，以间伐为基本措施，调减果园群体枝量；遵

循乔砧树生长特点，以培养高光效树形为出发点，改造、优化树体结

构；以培养下垂状结果枝组（群）为重点，调节枝组配比与空间分布。改

造完成后，使果园具有“行间有空带、株间不交接、树冠光照好、下垂枝

结果”的基本特征，力求达到“枝枝有效、叶叶见光、果果优质”的效果。

（2）改造原则

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逐年分步实施的原则，一般在 3～4 年

改造到位，切忌操之过急；二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应因园、因树灵活操

作，切忌“一刀切”；三是关键技术和配套措施相结合的原则，间伐、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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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过程中，要注意伤口保护、花果管理、土肥水管理等配套措施到位，

保证改造效果。

（3）预期目标

郁闭果园改造完成后

1）果园行间要保持 0.8～1.0 米的作业带；

2）树冠透光率达到 20%～30%；

3）保持良好的高光效树体结构；

4）亩产量保持在 2000～3000 千克，优质果率达到 80%以上。

（4）主要技术参数

1）栽植密度：22～33 株 /亩；

2）留枝量：6 万～8 万个 /亩；

3）选用树形：小冠疏层形或小冠开心形；

4）主枝数：3～6 个；

5）枝干比：1∶3；

6）留果量：10000～14000 个 /亩；

3 .主要技术措施

（1）合理间伐，调减群体密度

间伐是郁闭园改造最简便易行的技术措施，也是改善果园通风透

光条件、提高生产效率最有效的途径。依据栽植密度、树龄、树冠大小

等因素，乔化密植园可以采取“一次性间伐”和“计划间伐”两种模式。

多数成龄密植果园提倡采用“一次性间伐”模式。

1）计划间伐 对树龄 10～15 年生的初盛果期果园或中密度果

园（如株行距 3 米×5 米、3 米×4 米等），可采取计划性间伐模式。间

伐前，先确定隔行或隔株挖除计划，选留永久株与临时株，分类修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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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年后挖除临时株。选留的永久株要注意扩大树冠，临时株则逐年

缩冠，给永久株“让路”。

2）一次性间伐。对树龄 15 年生以上的盛果期果园或高密度果园

（如株行距 2 米×3 米、2.5 米×3.5 米、2 米×4 米、3 米×3 米、2.5

米×4 米、2 米×5 米等），可采取“隔行挖行”或“隔株挖株”的形式实

施一次性间伐，使栽植密度降低一半。也可灵活运用“梅花式”间伐或

选择性间伐。

（2）调减大枝，优化树体结构

1）选用适宜树形。多数乔化树推荐采用“小冠开心形”树形。“小冠

开心形”是对传统“1—2—3 式”的“疏散分层形”树形的一种改良。一

般要求有 4～6 个主枝，干高 0.8～1.0 米，树高 3.5～4.0 米，冠幅

4.5～5.0 米，树冠呈半椭圆形。进行二次间伐后的果园，也可采用“大

冠开心形”树形。“大冠开心形”是在“小冠开心形”树形基础上的演变。

主枝数量有所减少，为 3～4 个；每个主枝上有 2 个侧枝，同时分布有

一定数量单轴延伸的大、中型结果枝组（群）；冠幅更大，具有稳定的

“平面型”立体结果的树形特征。

2）提干。多数密植园树干低矮，“卡脖”现象较普遍，下部通风透光

性差。适当去除基部大枝、提升干高是间伐后改形修剪的重要内容。但

要遵循逐年分步实施的原则，最好在 3~5 年完成。提干高度达到 100

厘米以上。提干时切忌对口伤。

3）落头。一般应分 2～3 次完成，年限因树龄而定，树高最终控制

在 3.0 米左右为好。一般树龄较小、树势较旺的树，每次落头要轻、年

限宜长，避免引起大量冒条。最后一次落头，要采用小主枝或辅养枝换

头方式，避免造成上部枝干日烧。

4）疏枝。首先，疏大枝时按照目标树形要求，在选留好永久性主枝

的基础上，对树干中上部过多、过密的大枝，要逐年、分次去除。一般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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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去除 1～2 个大枝（弱树 1 个，强树 2 个）为好，首先疏除轮生枝、对

生枝和重叠枝，最终保留 3～6 个主枝。去除大枝时，可按“去一留一”

或“去一留二”的原则进行，避免当年在主干同一部位造成大的对口伤

或并生伤口。其次，在大枝疏除后，进行疏除徒长枝、重叠枝、并生枝、

交叉枝、细弱枝、病虫枝等无用小枝，亩枝量控制在 6 万～8 万只为

宜。

5）开角。首先将较为直立的主枝拉枝开角，使主枝的基角为 70°

～80°、腰角宜为 80°～90°、梢角宜为 60°～70°。拉枝多在春季或秋

季进行，除用于角度不开张的骨干枝（主枝、侧枝、辅养枝）外，主要用

于大、中型长放结果枝组以及平斜生长的营养枝，是培养优质结果枝

组的重要措施。一般情况下，对侧生的结果枝组及营养枝都应拉成自

然下垂状。

4 .配套措施

加强伤口保护和腐烂病防治，加强土肥水管理，强化花果管理。

改行前园貌 改形后园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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