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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为我国原产果树之一，尤是我省栽培的主要经济树种。‘分布范围极其广泛，栽培

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资源丰富。经过初步整理，全省约有地方农家品种189个，引进

品种179个。这些品种分别为梨属六个植物种及待定的两个植物种。野生植物种除木梨(酸

梨属之)外，还有杜梨、麻梨及引进的豆梨。

我省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差异性大，梨的区域性分布很明显。一般自梨系统的

品种，陇南、陇东分布较多，次为陇中的梨产区；秋子梨多分布于陇西南、陇中及河西产

区，褐梨分布陇中、陇南；新疆梨则以陇西南、河西及陇中地区较多。更值得注意的是。

我省陇西南的临夏，临洮地区，栽培种、半栽培种野生种资源，较为丰富，品种繁多，‘类

型复杂。除具有白梨、秋子梨，褐梨、砂梨、西洋梨等植物种外，还有待定的木瓜梨、

红果梨等类群。这对进一步研究和发掘某些梨种起源和演化，将提供重要线索。

解放后，广大科技工作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认真总结调查果农千‘百年来

对果树生产的栽培技术和培育的优良品种。特别是1954年原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园艺系

和我省园艺试验场开始了梨的资源调查，相继在1955年至1958又年作了梨的调查，1956

到1964年我省全面开展果树资源调查．1976年由陕西果树所、甘肃农业大学园林系、

甘肃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在原梨树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补充调查，整理编写《甘肃的

梨》初稿。1979年冬，甘肃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在原《’甘肃的梨》初稿基础上，进一

步又作了修改补充和品种描述等，定为《甘肃梨树志》。先后参加编写的主要人员有青

德厚、杜澍、张‘俊、’贺思礼、何国媛，梁元岗等。

《甘肃梨树志》共分上，下两篇。上篇有甘肃的自然概况，甘肃梨的栽培历史及现

状，甘肃梨产区的划分及其地理分布，甘肃梨属植物的分类及品种，甘肃梨的栽培管理

经验，甘肃梨的区域化。下篇主要是甘肃梨的品种叙述。

在整理编写中，因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调查材料不够充分详尽，尚待继续调查补

充和修改。仅根据过去调查的资料整理出来，侈}=生产、科研，教学上参考。错误缺点在

所难免，请同志们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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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童甘肃的白然概iil

甘肃地处祖国大陆腹地。居北纬30。3 l’一42。50’及东经92。35’一108646'之

间，东西狭长，南北偏窄。东邻陕西、宁夏，南接四川，西与青海，新疆毗连，北和蒙古接

壤。全省面积五十八万平方公里，包括十二个地区(市、州)，八十二个县，市(旗、

区)。人口一千七百八十多万。有汉，回、藏、满、哈萨克、蒙古，土j裕固、保安，

撒拉、东乡等十一个民族。耕地五千三百七十六万亩，山地面积占65％。省内交通方

便，巳建成以兰州为中心的交通枢纽。有兰新线、陇海线在兰州交汇，贯穿甘肃全境。

包兰线是联系西北和华北的交通要道，兰青线将甘、青两省勾通。纵横交错的公路网也

遍及全省。。 。

．

甘肃位子祖国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交汇处，分属黄河流域、长江流

域及内流河流域。在构造上主要属于鄂尔多斯地台，阿拉善～北山地台，祁连山褶雏系和

秦岭褶雏系。全省境内，山脉重叠，河谷纵横，丘陵起伏，山地面积大。～般海拔1000

一3000米之间。四周多山，分布在甘，青边界上的有祁连山、西倾山，积石山，甘川界

上有岷山I甘陕界上有秦岭的西延部分和陇山及子午岭，甘宁界上有六盘山。东南部重

峦迭嶂，山高谷深，流水浸蚀作用强烈，中部和东部大都为黄土复盖，形成独特的黄士

地形，水土流失严重，、其西缘也为我国黄土高原的西界，河西走廊一带地势平坦，绿洲

与流沙、戈壁继续分布，：}匕部地面起伏不平，气侯干燥，风力剥蚀作用显著，沙漠、戈

壁广布，为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 j

除陇南部分谷地，疏勒河下游谷地及嘎顺诺尔周围地势较低外，大部分海拔都在

1000米以上。位于甘青边界的疏勒南山上的卑宰吾结勒，海拔5803米，为本省的最高点，

甘川边界的白龙江谷地，海拔仅550米左右，是本省最低处。 ，

总观全貌，本省地形实为一个山地型的高原，主要山脉大部呈西北-东南走向，既

有一望无际的河西走廊，又有芒芒大片的腾格里沙漠，既有沟壑相问的黄土高原，更有

宽广的河谷川道。同时也是干旱少雨的内流河区和水量丰富河网密集的外流河区分界线

所在。地形复杂，山河壮丽。 ，

根据地貌形态特征及其构造成因，以及其他自然条件，可将全省划为七个自然区域。

第一节‘ 陇南山地

位子本省的东南部，大致包括渭河以南，临潭、迭部以东的山区，为秦岭的西延部

分。地势东低西高，海拔从东部的1500米上升到西部的3500米。山高谷深，岭险坡陡。

徽成盆地以北的北秦岭山地，比较低缓，南秦岭山地，包括岷山、迭山，地势比较高

峻。徽成盆地则为丘陵盆地。

本区主要属长江支流，嘉陵江水系的白龙江，西汉水流域，湿暖半山和山前丘陵以

大黄土为主；徽成盆地和武都，文县一代的河流两岸低山丘陵。以肥沃、性热而紧的正黄

土为主，而大黑土则分布在高寒山地林缘和林间隙地。年降雨量除武都、文县不足500毫

米外，均在500—800毫米之间，为本省的多雨区。因冷暖空气交换剧烈，降水分布不均，

常有暴雨等灾害出明。 、 √

。本区由予受，四川盆地暖气流的影响，半山以下的整个地区显得温暖而湿润，高山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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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比较湿润，特别是武都、文县更为突出。年平均气温6一14℃左右，绝对最高40℃，
绝对最低一7．2℃，生长期为244天，平均无霜期309天，属于亚热带湿润气侯向西北高

寒湿润气侯过度地区。也是甘肃最温暖的地方。故属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混交林带地

区。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坡，以亚热带树种如长叶乌药、山合，常录栎类等为主，组成

常绿阔叶、落叶混交林带。海拔1000一1200米间，以松栎林类型为主。北秦岭及徽成盆

地则为落叶阔叶林植被，以落叶阔叶林和针叶阔叶混交林为主。 。

陇南山地果树分布极多，除有亚热带果树柑桔、枇杷、无花果，喜温果树石搐，板

栗，柿子，核桃，猕猴桃外，还有北方果树梨、苹果，桃、杏、枣，林擒，沙果i秋

子，山定子等，是南北果树的“混交地带"，又是亚热带果树的北限地区。梨在该区的垂

直分布在】300一2460米之间，白梨分布在1 990米以下，秋子梨在2200米以下，麻梨可上

升到2460米。

第：节陇中黄土高原

位于本省中部和东部，陇南山地以北，东起甘，陕界，西至乌鞘岭。在构造上属鄂

尔多斯地台，祁连山褶雏系与西秦岭褶雏系的交接地段。以六盆山为界分成陇东和陇西

7黄土高原丽部分。陇东黄土高原，海拔1200—t800米，黄土厚达100米以上，地势大致

由东、北，西三面向东南缓慢倾斜。由于泾河水系的浸蚀，分割成原、粱、坪、川、沟

．壑等多级地貌。，陇西黄土高原，海拔1200～2500米，黄土层的厚度十米到数十米不等，

局部超过200米，为我国黄土高原的最西部分。起伏较大，梁峁占优势。经黄河及其支

·流的浸蚀，形成峡谷与盆地相间分布的地貌。

’本区的土壤，，东部河谷平原，．以冲积土为主。垆土分布在陇东的董志原j早胜原及

～些破碎原面和原坡上。肥力低、水土流失重的粗黄绵土，广布于环县，华池一带。，．天

，水，秦安，西，礼等县山地丘陵的二阴地区，以性肥、抗旱、耐涝的黑黄土为主。静

i宁，会宁、榆中、武山等地主要是麻土。靖远、皋兰，兰州、．白银，景太、永登，临洮

、_带黄土梁岭，阴坡予谷中，则以大白土为主。 ～
．．．

本区是温带半湿润气侯，向西北温带半干旱气侯过渡的地带，属温代半湿润和半千

年气侯类型。年平均温度6一lo℃，无霜130—180天，年降雨量200·500毫米，多集中

；在六，七、八月。常有霜冻，雹雨、干旱的威胁，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向草原带过渡的

地段。属酸刺，黄白草等为主的灌丛草原或黄自草为主的草原植被。北方果树有桃，枣，

杏，梨，苹果，山定子，沙果、秋子、李以及杜梨等分布甚广。梨在本区的垂直分布在

1405_一1507米之间，．梨种或品种间均表现有显著的差异。．

第三节 甘南高原
。 ‘

位于本省西南部，陇南山地以西，属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一部分。。大地构造为西秦

岭和东昆仑两地槽褶皱系的联结地段。地势大致西高东低，海拔从东部的3500米左右逐渐

向西增高到4000米以上，除与岷山，迭山交接地段外，·般地势坦荡j切割轻妣具有
典型的高原景观。大部分是平坦的草原，

?白龙江、洮河、大夏河发源于本区的西倾山。在甘，川、青边界有黄河穿过，水源
、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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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丰富，为农田灌溉，兴修中小型水电站及综合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本区的气侯高

寒，阴湿，年平均温度3℃以下。冬季漫长，夏季短促，年降雨量500～800毫米。土壤

以山地草甸草原土为主，4000米以上的地带为高山冰沼土。本区植被较好，草木生长茂

密，。属高山植物区。是以山地针叶林，山地灌丛和高山草甸为主的植被类型，为甘肃的

主要牧区之～。境内河流上游也是全省主要林区。白龙江谷地有核桃、。柿子，石榴、

梨，。花椒等树种的分布。‘
’

，

．第四节’ 祁连山地
，

位子河西走廊以南，东起乌鞘岭，西至当金山口及阿尔金山东端在省境内的部分。

由一系列平行山岭和山间河谷组成，大体呈西北向东南走向。海拔一般在300G一4500米

以上。4000米以上的许多地区，终年积雪，是河西走廊的天然“高山水库”，海拔3500

桨左右的地区，谷地多冰积，洪积与冲积平原。属本省内流河的发源地。 ，

祁连山地，属于高寒干旱和高寒半干旱气侯区。气侯寒冷，年平均气温一0．3—

4。，℃，年降雨量200一500毫米，植被有明显的垂直分布。在2000一2500米高度的山坡

有广阔的草滩，可用作牧场。2500一3500米高度的山坡上，雨量增多，植物繁茂，阴坡

有森林，其余大部分是草原，是优良的天然牧场。但果树很少。3500米以上的山坡上，

植物稀少，广布积雪和冰川。

第五节 河西走廓

位子本省的西北部，祁连山以北，黎合山，t龙首山，马宗山以南，东起乌鞘蛉，西

至甘，新边界。本区构造主要为祁连山前坳陷带。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海拔1000—

1500米之间，为甘肃的内流河区。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以及疏勒河水系横贯走廊，其’

中游地区，分布着成片绿洲。走廊的东，西两部的自然景观有显著差异，张掖以东尚有黄

土分布，愈往东愈厚；张掖以西流沙、戈擎面积逐渐增大，并有盐沼分布。河西走廊属于

温带干旱气侯，降雨量小于300毫米。气侯干燥，冬寒夏热，年平均温度6—1 1℃，一

月份平均温度一6．2一一8．1℃，七月份平均温度22—24．3℃。日温差大，群众有“早穿

皮袄，午穿纱移的说法，就是日温差大的具体写照。日照充足，年日照时数3000小时以

上，无霜期140一180天，5—7月份易受干热风威胁。土壤种类甚多，以洪积土分布最

广。靠祁连山雪水灌溉。土壤厚度随地区有所不同，‘土壤质地较肥沃，保水保肥力强。

盐碱地亦相当辽阔。风沙地多在走廊的西部和北部沙漠、戈壁的边缘。 ，、

由于气侯干燥，对植物生长极为不利。植被特别稀疏，种类少，群落也较简单，几

乎完全被旱生灌木和半灌木所占据。主要植物有麻黄，沙拐枣、黑沙蒿，梭梭等j沿河

谷地，因地下水位高，盐分较大，生长耐盐植物的盐瓜瓜、芨芨草等。地表多被砾石复

盖，呈荒漠带植被。 j
7

果树分布范围广，种类多，梨是本区的主要果树之一。一，二百年的梨树分布在兰新

公路两侧的城镇。白梨的实际分布高度在1138．7一1550米之间。苹果，沙果、秋子、桃，

杳，葡萄，枣，核桃等果树也有分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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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北山山地

位于走廊以北，包括龙首山、黎合山，马宗山等地区。多为断续的中山，其中马宗

山巳近准平原化。洪积与剥蚀平地所占的面积超过了干燥剥蚀山地。在构造上属阿拉善一

北山地台的隆起带。大体呈东南一西北走向，东西高，中部低。海拔1500一2500米。位

于龙首山西北端的东大山，海拔3616米，为本区最高山峰。黑河谷地海拔1200米上下，是

本区最低处。 ，

由于气侯干燥，风力剥蚀严重，山地岩石与山麓砾石裸露，形成广阔的戈壁。年降

雨量75～200毫米，干燥、多风、蒸发量大，除龙首山的阴坡有小块森林和灌木丛外，

均为光山秃岭。草类稀疏而且矮小，属温带干旱荒漠气侯型。果树分布甚少。

第七节 阿拉●高原

． 位于本省的最北部，辽阔的内蒙高原西端，包括龙首山、黎合山，马宗山等东

北侧的全部地区。大地构造属于阿拉善地台。区内起伏不大，由南向北倾斜。海拔大部

份在looo—1500米，间有相对高度loo一500米的缓剥蚀丘陵和低山。区内有砾石广布

的戈壁和沙丘起伏的沙漠。以湖沼为中心的洼地，海拔较低，生长着牧草，为本区的牧

场。 一

：

因气侯极为干燥，风力剥蚀作用相当显著。沙漠戈壁广布，有著名的巴丹吉林沙

漠，腾格里沙漠。在浩瀚的沙漠中，又分布着数以百计的湖沼(俗称海子)。黑河的下

游有绿洲、盐地，湖沼的分布。

本区属温带干旱气侯，年降雨量仅50一100毫米，而蒸发量是降雨量的37—90倍。风

多，地面流水也极少。年平均温度7．9～8．3℃。植被只有弱水(即黑河下游)两岸较好。湖

沼周围和沙丘之间有耐碱性杂草、／芦苇，灌木丛以及沙蒿、自刺，梭梭等碱生、沙生植

物。属天然牧场。果树分布甚少。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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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第二章甘肃梨的栽培历史及现状

甘肃果树栽培历史悠久。据文献记载：桃、杏，梨等果树，远在三千年以前，劳动

人民就从事经济栽培。清顺治1 4年(即公元1658年)编写的《西镇志>)中记载： “梨河

西皆有，唯肃州、西宁独佳刀，证明三百多年以前梨在河西走廊巳分布甚广，酒泉已成

为当时梨的名产区。清康熙25年(即公元1686年)编的《兰州志》中还有“金瓶梨、香

水梨，鸡腿梨、酥密梨，平梨、冬果"的记载。康熙46年编写的《河州志》中又有酸

梨、棠梨以及长柄梨、香水梨，黄皮梨、金瓶梨、自冬果、红冬果梨、红霄梨，酥美梨

的描述。说明那时劳动人民己将梨分成不少品种，在兰州、临夏～带广泛栽培。清雍正六

年编辑的《甘肃通志》中记载。 “兰州出梨护，“梨花远靖最多"，“梨兰州者佳"。

再一次说明清朝初期，’兰州、靖远、河西梨的栽培盛况，集中产区是靖远、肃州(今酒

泉)巳有名品。清嘉庆年间修就的《循化志》记述： “梨名为长把者，味酸，．有一种形

尖者，名油交团颇甘，至冬熟者，名冬果梨，形园，味尤佳⋯·”"。对梨品种特性有了

进一步的描述。 ，

’

由以上记述推测，梨在兰州、河西走廊、临夏等地的栽培在350多年前己相当盛行。

历史绝不止8—5百年。目前兰州、靖远、皋兰等县市的黄河沿岸以及河西地区的武

威、临泽、敦煌等产区中，尚有二、三百年以E的大梨树，这更是可靠的实物佐证。这

些活的标本足以证明梨是甘肃的古老树种，栽培历史巳很久矣。，

甘肃梨树不仅栽培历史悠久，而且资源也相当丰富。长期以来，经过各族动劳人民

辛勤栽培和精心选育的地方品种，有兰州的大冬果，小冬果、软儿梨、酥木梨、张掖园

梨、秦安长把梨、西和、礼县的冬八盘、泾川齐梨、靖远哈思梨等品种均享有盛名。据

不完全统计，全省现有梨树lo个植物种，品种’189个，分属于白梨、秋子梨、新疆梨，

褐梨、西洋梨以及木梨等。’ ，

梨产区广大果农在长期生产实践巾，还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栽培经验。兰州、皋兰，

靖远的吊枝减轻果树的负荷力，防止风害。清膛修剪，促进果实着色。刮皮涂泥、敲

枝、堆沙，防治病虫害。以及窑窖贮藏等经验至今还有应用的价值。但在解放前，由于历

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梨树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梨园荒芜，病虫成灾，果农

l 生活极为贫困。珍贵丰富的梨树资源和栽培经验，不仅不能应用，造福人类，反而残遭

} 滥伐，不予推广，致使_些名贵品种丧失，经验扶传。据1949年统计，全省仅有梨树103

毛 万株，产最不高，栽培品种单纯．兰州黄河涪岸一带梨园的地方品种，为数甚少(如下表≯

兰州地区梨品种分布概况(％)

地区 软儿 冬果’ 酥木 长把 其他

，兰 州 53．8 35．1 3．8 2．6 ，4．7‘

榆 中 ‘43．5 46．4 3．1 3．2 ．3．7

靖远(河靖北辰乡)35．o 40．o 9．0 9．o 4．o

景太 85．0．‘ 9．o 4．O 4．O 1．0

’皋兰‘ 30．0 +60．O 一 一 lO．0

，永登 40．O 50．O 一 一 10．O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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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胜利的完成土地革命，颁发了有关发

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法令，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梨农生产情绪高涨，梨树得到恢复和发

． ·展。老梨园完全改变了杂草丛生，病虫蔓延的局面。新梨园陆续建立，面积不断扩大，

产量逐年上升，到1958年全省实现公社化以后，梨树生产也出现了跃进局面9全省梨树

。由1949年的103万株增加到186．65万株，到1975年全省梨的总产5381万多斤。较大面积的

新建梨园相继出现，仅庆阳地区，1974年一1975年在董志原、早胜原，屯子原等地定植．

梨树就达30多万株。同时各试验场站和科研单位，对梨树资源也先后进行了调查，基本·

摸清了家底。并且引进了外地品种179个，’极大的丰富了我省梨树品种组成。初步选出

了适宜栽培的优良品种20多个。给生产、科研、教学奠定了物质基础。

梨的研究工作始于1950年。1956年开始，各地大量引种观察。省园艺试验场、天水

园艺站、武威园艺站都作了梨丰产技术研究。省园艺试验场不仅在场内进行梨的优良品

种引进观察，而且在皋兰县的什川公社蹲点，开展冬果梨增产技术研究，并作了花多果

’少，产量不高不稳的调查研究，调查黄河沿岸五县一市冬果梨花多果少的原因，和三年授

粉试验结果表明，除了一些自然因子外，冬果梨是自花结实率极低的品种，自交结实率

仅l一2．3％，而他花授粉率因品种不同授粉亦异，酥木为父本与冬果交配着果率82．4一

， 92．8％，长把为父本的着果率84．2—90．8％，为冬果梨产区提供丰产措施之一6，

天水园艺站l 956年在梨产区秦安县郑川研究长把梨的增产措施同样也作了秦安长把．

梨的授粉试验，结果指出；长把梨为母本水金瓶为父本交配，结果率达88．6％，长辰把“

梨为母本甘金瓶为父本着果率达91．5％，而长把梨自交仅为4％。
· 武威园艺站也作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武威东关园艺场梨树的。

返老回童经验，对老梨园的更新起到示范作用。甘肃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曾予1959年至。

1970年，在靖远县河靖梨产区作了梨的丰产技术研究，保花保果取得突出成绩，在冬果；’

梨花蕾期喷25PPM的萘乙酸钠或o．4％的硼酸，盛花期到谢花初期喷50PPM的萘乙酸钠

或o．6％的硼酸，也起到保花保果、增加产量，并能促进枝，叶、花和果实的生长。有

的地方在盛花期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座果率可提高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o．
， 梨的品种改良上，从1950年开始引进优良品种，1956年各场站大量引进国内外的优。

良品种，明在全省引进梨的品种179个，经各地观察记载和生产上栽培，能适应不同地f

区不同生态条件的梨品种有30多个，如苹果梨在全省各梨产地都能栽培。砀山梨在兰．

州，庆阳西峰镇、天水县品质优异，风味超过原产地。锦丰在兰州、天水生长结果都-

好；早酥在兰州、榆中，天水成熟早，品质好。酶酪在高寒二阴地区榆中较抗寒、，丰产，“

品质也属上等。同样对本省原有的品种也经过观察鉴评，肯定了推广的品种有。兰州的

冬果梨。泾川的齐梨、：礼县冬八盘梨、秦安的长把梨，武威园艺站新选的武香梨，县有

抗寒，丰产、香味浓的特点，， ， ．

梨的良种推广。可谓大踏步的前进，’各梨产区都较重视选用良种i兰州，皋州等地果

、农，早在若干年前巳经选用丰产、优质的小冬果品种嫁接繁殖。庆阳从砀山购进酥梨等良舞

种30万株栽植。兰州市彭家坪、任家庄建立良种母本园一处。张掖试验场、榆中园艺

场，东岗水保站等园艺场站和科研单位都保存一些品种，极大地丰富了我省梨的品种组

成。1957年在全省普遍推行梨的优良品种高接换种技术，大大提高了良种梨的栽培比例．

1 2 l； ‘^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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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以来，各地使用新农药防治病虫害，基本上消灭和控制一些主要的病虫害。整

形修剪、肥培管理也获得重视和应用。国家投资营建国营园艺场站和社队苗圃，提倡果

’树育苗。走上自采，自育、自栽，改变了以往较为粗放的经营管理。恢复和提高了原有

梨园的产量，也开辟了新的梨园基地。

兰州市城关区解放初期有梨树4795株，1976年梨树已发展1789l株，比解放初期增

加了3．：7倍多。
·

兰州市彭家坪1964年新栽梨树33605株，现年产119万斤。西固区的柳泉公社也成为

新的梨树基地。

皋兰县的什川、泥湾，靖远的河靖，兰州的雁滩、十里店、安宁区，永登的苦水，镇

原的屯子等老梨园都有了扩大。因而梨的株数增加，产量不断上升。据省农科院园艺研

究所1976年黄河沿岸梨树生产现状调查，1 1个县(市、区)有梨树59万多株，占该地区

果树总株数29．5％。总产量达2641．5万斤，占果品总产量的53．4％。又据1975年省农业

：资料，全省现有梨树3 41万株，总产538l万斤。其中以兰州，临夏，定西、武威等地梨树

．+分布广，产量也多。而重点产地的梨果收入占农业总收达人20二30％以上。皋兰县1949年
。

有果树9900株，年产196万多斤，到1976年发展到29500株，年产达886万斤，其中什J|『公

社有梨树2．29万株，年产781万斤，为解放初全县梨果总产的4．4倍。这个地方是黄河沿

岸的一个老梨产区，土地少，人口多，解放前群众以梨的收入为生，每年约数百头牲

；。畜，秋冬驮运果实到宁夏、定西各地换取粮食谋生。解放后，二十余年人口不断增加，

：土地扩大有限，几乎每年国家都给当地供应口粮，近多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引水上

；山，扩大耕地，发展新果园，以果促农，粮果双丰收。1974年至1975年这个公社的上

车、长坡、南庄、泥湾四个生产梨多的大队，粮食产量跨黄河，前三个大队还跨过长江的

生产指标，亩产多在千斤以上。而1974年社员平均口粮分另Ⅱ为396—438斤，工分值由

O．83—1．10元，每人平均分配116．72—141．3元。靖远的河靖梨果收入占总农业收入

20％。泾川县的梨产区解放前产品运销上海、西安。农民生活也比单纯生产粮食的地区

富裕的多。省内这样的事例很多。可见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现在，全省各族人民正在贯彻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指示下，四海·家，同心同德，为完成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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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甘肃梨产区的划分及其地理分布

图三一1陇中地区黄河沿岸，利用天车灌溉

±壤以灰钙土及冲积

±为主，部份地区有

盐碱土。质地分为砂

壤至粉砂壤土，土层

深厚，多在十公尺以

上。这个地区主要是

引水或以天车提水灌

溉．(图三一1)，靖

远用水刮子(图三一

2)提水灌溉。无灌

溉设备的农业区多以

砂田栽培。产量稳

定，亦有大量的果树

分布。人口稠密，政

治，经济，文化发

14

甘肃梨的地理分布甚广，从陇东

的萤±高原到河西走廊。从黄河沿岸

到陇南山区，都有梨的踪迹。依据目

前生产现状和不同自然环境捌为六个

梨产厦。

第一={了陇中产区

包括六盘If』以西，乌鞘岭以东，

靖远以南，陇西以北，以兰州为中心

的圩肃中部地区。其特点是：山川相

同，气侯凉爽。年平均温度9．6—

10．3℃，温差大，达62．3—64．6℃。

年降雨量23 5—328毫米，多集中在

七、八、九月。佩蒸发量却这1601．7

～1 9：1．T毫米，蹦丽非常干旱。平均无

霸期187—1 96天。终霜期也晚，一

般在五，f；1上句。团照时数长，为

273I．g小时，海拔15l 7．2米，黄河沿

岸的靖远、景太梨产区海拔更低。

圈三一2靖远县的果农，开渠0f水．利用水利子灌溉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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