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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自然资源的普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果树是农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重要产

业。果j}酵资源既普查，是为开发果树生产，合理调整结构、布局，明确发展方向，最大限度

地发挥本地的优势，加速实现果树生产现代化能一项基础工作。

《镇江市果树志>)就是遵照这个精神，在釜省统一部署果桶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完成的。

1982年，镇江地区林特水产局根据江苏省农耕厅园逸字(1982)26号。关于开展果树资源普查

工作的意见一，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全面部署，抽调人员，组织普查队伍进行培训，于1982

年8月28日至9月13日，在溧阳县横涧公社进行普查试点，接着在全地区十一个县(市)展

开。1983年3月撤销地区，改为市管县后，镇江市的四县一郊进入内业汇审和撰志准备阶段。

先后经过四年多白l时间，有三百多人参加外业调查，内业绘图，资料整理、数据统计等。

1984年下半年由十一人组成的编写组，分工按章节撰志，蓝经过三次重大修改审定而成，

1986年12月23日通过省级鉴定，肯定了《镇江市果树志》。有较好的质量和较高的水平一。

编写组根据专家、教授提出的意见，又进行了逐条认真地修改，补充，1987年5月付印。这

个志，是镇江市果树工作者共同努力、辛勤劳动的结晶。

((镇江市果树志》是专业志之一、全书共25万字，分三章二十节，着重阐明镇江市果树

资源状况，主要品种志，果树区划和发展意见。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镇江市果树生产经验，消

涨历史，查清了果树资源的分布和保存单位I介绍了十九个树种，着重描述了一百二十二个

品种的来源、植物学特征、生物学特性、栽培技术要点和综合评价等。根据镇江市自然资源

和发展趋势，经过多次论证，提出镇江市果树区划和近期发展的初步意见。这个志，是历史

的纪录，同时又是技术的汇集，比较客观的反映了这一时期镇江市果树生产面貌的历史性文

献，将会对今后的果树生产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对教学、科研和果树生产技术工作者也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镇江市果树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江苏省农林厅园艺处和江

苏省果树资源普查办公室多次给予指导，还得到中国果树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农学

院、江苏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江苏省林勘院、镇江市科委、镇江市地方志办公室、镇江市

区划办公室及润州区，丹徒县、丹阳县、旬容县、扬中县多种经营管理局等有关单位有关同

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l限于编者的水平，难免有缺点错误，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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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果树资源总况

第一节果树资源的自然环境

镇江市位于长江下游苏南的中部，于北纬31。33’～32019‘，东径1190,-,,119。58’之间，北

临长江，西接南京市，东，南界常州市。包括京口区、润州区、丹徒县、丹阳县、旬容县，

扬中县等。

全市87个乡(镇)1424个村，41个场圃，246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196万。总面积为

3864平方公里，为全省二十六分之一，每平方公里634人。耕地244万亩，其中水田193．6

万亩。林业用地面积74万亩，其中有林地59．76万亩。果树现有面积1．5万亩，占耕地总面

积0．6％，1984年果品总产量12．72万担。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64．4l亿元，其中工业产值

姒．98亿元，农副业产值8．45亿元，其中多种经营产值2．84亿元，果品产值315万元，占

农业总产值0．37％，占多种经营产值1．37％。果品占有的比重很小。

长江流经北岸，沪宁铁路横穿东西，古运河纵贯南北，乡乡通公路，江、澳、河、水库

密布。水陆交通十分方便，是全省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

一、地貌类型

地貌类型复杂，有低山，丘陵，黄土岗地，冲地、沿江湖平原、圩田。山丘岗地2156平

方公里，平原581平方公里，圩田770平方公里，其余为水面约98．5万亩，其中长江水面34．9

万亩，河库塘坝水面63．6万亩。境内地势为西高东低，西部多山丘东部多平原。位于西北

的宁镇山脉，呈东西走向，海拔高度200"．-'400米，主要山脉有。句容境内的(本市最高峰)

九华山(4=33米)、高丽山(425米)，宝华山(396米)、武岐山(378米)，观音山(357米)和丹

徒境内的十里长山(349米)、五洲山(306米)等，系砂岩页岩构成，山谷坡地为下蜀系黄土复盖；

茅山山脉位于西南端，突起在句容，丹徒，溧阳、金坛，溧水县之阔，髻山高410米，茅山

山系主要由泥盆纪石类砂岩构成，山坡分布大面积黄土。两个山系的山脉纵横蔓延，周围分布

大片岗地丘陵，由予在流水长期的切削下，这些岗地丘陵已经破碎，大都形成龙骨形的岗，

螃，冲地交替排列的特点。两山系的北、东、西三面地势下降，形成了沿江的平原，洲地。

平原主要分布在海拔高度在lO米以下的丹阳平原与沿江沙i}II地，属于长江三角i}II平原的

边缘部分，由江河挟带泥沙沉积而成。

本市水系较多，除长江横经北岸，还有古运河，丹金漕河、九曲河、秦淮河、句容河等，

水库105座，库容量为lo亿方以上，同时沿江地下水资源丰富，是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

果树资源除扬中县和丹徒县江心乡外，主要分布在丘陵岗地上。落叶果树主要分布在润

州区的七里，官塘、蒋乔，象山、黄山园艺场和丹徒县丁岗、大路J二党、西麓、大港，丹阳

县的埤城，建山、胡桥、司徒、练湖农场及句容的天王、茅山、春城、白兔、亭子、宝华乡

及浮山果园等。由于土壤波瘠薄，长势一般，产量亦不高，主要品种有桃、梨、葡萄、板栗、柿

枣、杏，李、梅、石榴、草莓、猕猴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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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把为主的常绿果树主要分布在扬予江中的扬中县和丹徒沿江的高桥，姚桥，大路、

江心等乡。

野生果树资源较为丰富，植被的分布受气候、土壤、温度、湿度等自然因子分布规律的

影响而呈地带形分布，本区属北亚热带向北温带过渡地带，分布的植被类型是落叶阔叶林和常

绿阔叶林的混交林类型，主要树种有松、杉、竹、常绿阔叶栎类、苦槠、石楠、冬青、女贞等。野生

果树资源主要分布在山上和丘陵岗地，有杜梨、豆梨、野山楂、山毛桃、郁李、毛樱桃、野核

桃、山葡萄，刺葡萄，君迁子，薜荔、枳橙，积、香园，野板栗，锥栗、酸枣、韫桴等二十

多个，是我市发展果树生产的重要基础和有利条件，要充分挖掘与不断开发利用。

=．气候

属北亚热带气候，离海岸线较远，受海洋性气候调节较小，季风明显，四季分明，雨量

充沛，湿润温暖，无霜期长，日照充足，春季回温早，升温快，夏季气温高，晚秋低温罘得

早，冬季气温较低，对果树生产发育是有利的。

1．温度
‘

年平均气温15"-,15．4℃，极端最高气温39。(3，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8。C以上，最冷月

1月平均气温2"-'2．4℃，极端平均低温一8～一9℃，极端最低气温一18．9"C(1955年，丹阳)，

全年≥10"C的有效积温4956．8℃，全年无霜期为220"-'230天，初霜期平均为11月中旬，最早

为10月25日，终霜期到翌年3月9日，有霜期为135"-'145天，12月初为结冰期，年积雪lO

天左右，全年有雾约100天。从我市的气温来看，一般能满足落叶果树和少数常绿果树的生

长要求。但冬季的低温影响常绿果树的生长，因此形成我市为南方常绿果树的北缘，北方果

树的南线的交替地带。

强度的年变化、日变化对果树生长发育有重要的影响，特趴是冬季的低温及早春的晚霜。

气温高，生长期长，雨水多，日照充足对果树生长有利，但是日较差小，对果树的糖份积累

和着色不利。

常绿果树生长对热量妁要求较高，特烈是柑桔，要求年平均温度在15"C以上，1月平均

温度在5℃以上，最低温度一5℃以上为安全生长温度。温州蜜柑临界温度一9℃，我市年平

均温度15’15．4℃，但i月平均气温2--,2．4℃。最低平均温度一8～一9℃，因此，冬季热

量不能满足柑桔的正常生长。遇弼冷冬和晚霜，柑桔冻害较严重。沿江一带盼扬中、丹徒江

心等地，因有长江水体调节，庭园栽培又有一定的小气候，再加上一定的防寒措施，柑桔栽

培可以取得一些经济效益，枇杷较柑桔耐寒，树体一般不受冻害，但枇杷花期及幼果期全部

在冬季，受到寒流及冻害的威胁。枇襁花比幼果更耐寒，故早花品种不和抗寒，落花落果严

重，影响产量，因此虚根据枇杷的生态要求，在现有的单株中选择抗寒，质优、丰产的生食

加工优良单株，在沿江一带以扬中县为基地发属栽培。

2．降雨

全年雨量充沛，降雨日116--,123天，由于受季风影响，年降雨量分配不均匀，一年有三

个多雨季，即4，5月的存雨，6、7月的悔蔼，9、10月台风带来的降雨。雨量主要集中在6—

9月，占全年雨量的55"68％，月平均雨量lOOmm以上，暴雨一般在6～7月出现。有些年

份，7，8月问常出现少雨高温，伏旱，梅雨季节无雨，形成千黄梅。9、10两月雨量较少，

平均40mtno年平均降雨量1012"-,1066mm，年降雨量不均，有时因地域间差异也较大，如

润州区1954年1600mm，而1978年只有457mini 1980年掏州区降雨1280mm，句容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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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ram。总的看来，年降雨量基本能满足果树生长对水份的需求，对丘陵岗地果园应保墒蓄

水，保肥保水，采用农业综合技术措施，争取果树连年丰产。

早春多雨和梅雨，低温降低昆虫活力，往往使花期传粉受阻，影响座果和产量。梅雨期

光照少，易导致果树病虫的发生，影响产量与品质。

梅雨后又常伴随伏早。7月中旬～8月中旬，正是中晚熟果实膨大或成熟期，大量需求

水份，丘陵地区因水份不足，往往影响果实的膨大。1978年的大旱，全年仅降雨457 mm，只

有常年的三分之一，导致梨等果树干死不少，果品产量也只有正常年景的一半。

3．日照

日照充足，光能资源丰富。年日照时数2074"-'2152小时。年日照酉分率47"．'49％。7、8

月份为伏早高温，日照时数为全年最高，此时正是果树叶面积最大，光合作用同化养分的旺

盛时期，应充分利用光能。年辐射量110～,115千卡／cm2，7，8月辐射量最大，月总量，

12．7"---13．0千卡／cm2。年有效辐射53．5"-,56．7千卡／cm2，光能高于苏州、常州，果树生产的潜

力集中到一点，也就是光合作用的潜力。光源存在地区差异性，西部高于东部，北部高于南部，

相对有两个光能资源丰富区，即茅山西侧的旬容和北部沿江扬中，比其他地区多100多个小时

左右。

4．其他

我市常遭受灾害性气候袭击，影响农业和果树生产。早春往往长期低温多雨，日照少，

影响歼花授榆。8，9月ff}多台风，往主司l于訾米暴雨，时暴漪皇．皿危苔菠欠．造魔薯十，落暴

严重的将树剐围，造皎严重的经j齐损失。1973年江心果园因台风吹落梨果5100担，占产量的

￡O呖，1985年的6号台风吹落梨果1500担，占总产量40"-50呖。

旱灾时有发生，伏秋高温干旱，对果树生产影响很大。1961年以来，连续50天以上无透

雨的早年8年，机率为32叻，1978年连旱70天，各地降雨量为400-一500mm，干死不少果树。

涝害也时有发生，建国三十五年，大涝8年，机率为14．3呖，其中1954年、1973年涝灾造成

粮食减产，果树受淹损失很大。1954年的大水，扬中县破圩有两个多月，果树被淹死大部分，

仅八桥、幸福等乡地势较高，保存一些大树，全县1953年果品产量28720担，大水后的195，4

年仅10708担，减产18092担，减产6．3成。主要是因为绝大部分果树被淹死而造成重大损失。

三、±壤

宁镇丘陵、茅山丘陵属北亚热带的落叶阔叶林和常绿阔叶林带的混交林带植被下黄棕壤，

成土母质主要是发育在石英砂、黄花岗质岩等酸性岩上的风亿残积物。土壤分布；山坡山麓

为石岩、页岩坡积残积的石质土、骨粉土，红砂壤，黄壤及发育在石灰岩质上的石灰土，岗

地复盖的为下蜀系黄土，质地粘重，土体较厚，宁镇山区2～3米。冲田为下蜀系黄土经水耕

熟化而成的水稻土、黄自土、板浆白土和低洼冷浸田的青泥土，河湖圩田为次黄土、乌泥土

等J沿江两岸多为石灰性冲积土形成的黄砂土、夹砂土等。

下蜀系黄壤一般较深厚，PH值为5．5"-'6．5，有机质含量少，缺瞵，在80-、一100cm处常

含有一层明显的铁锰结恢的牯盘层，渗透性、通气性差。丘陵地区的果树大部份分布在这些

坡地上，是果树低产的重要原因，因此在黄壤坡地上建立果园，必须开深沟，打破粘盘层，

改良土壤，增施有机肥料和磷肥，是取得果树高产的重要技术措施与途径。分布在长江沿岸

的果树一般长势较好，易旺长，要注意控翩树势树冠，但土壤往往缺铁，锌，镁等造成果树

叶子黄化和小叶病。在施肥上，应注意配合施用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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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果树裁培历史

一、果树栽培历史

我市果树栽堵历史悠久，从汉、唐起就有关于果树的记载。备县县志记载的栽培树种与砧

术资源十分丰富，记述详尽。县志记载的果树有lO个科、15个属、18个树种。《乾隆句容县

志》记载唐朝顾况思K桃花晦》诗云。。埯里桃花逢女冠，林阀杏叶落仙坛，老人方报上清篆。

夜听步虚山月寒。”《光绪丹徒县志》记载在明代就有桃、蟠桃的栽培t。蟠桃其形园扁，略如

柿色，淡绿，虽极熬不红，肉脆味甜，五洲山中植之。九⋯“。实有先后，种类各殊，名则随

时随色称之。”陈潜刚编著的“桃种植法》；。丹阳县自龙寺头发早、二发早，于清嘉庚年问，

从河爵省光山县引进，⋯⋯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丹阳县续志》杨兆鲁经山银杏诗二

首t其一，。古术逾千载，凌霄障数峰，掇盘蹲虎豹，叶密护虬龙，籁接天风逋，影随山月浓，

秦封犹在否，追配岱岩橙。”其=，。嘉树谁种植，萧粱纪大年，几经人阅世，依J日鸟啼魍，

老千冰霜饱，高技星斗悬，精英堪万古，桃李敢争妍。”又云t 4吉梦熊宿经山崇教寺，看银

杏有感，树为晋代物，大四十厨⋯“。”丹徒县石桥乡华山白果，是我市目前保存最高太，树

龄最老的一株，与树旁的清光绪年间重建4银杏山房。相映称，属粱时物，距今约1200年左

右。(见照片1，2)。《丹徒县志》。‘李，邑中所出者，品耳亦多，其麦熟李最早，园小而美。。

廊宏景[本草经集注)。京日有麦李，麦秀时熟，小而甜美，棱不入药。”《句容县志》云。‘昔高辛

时展，上公居于茅山，溪上种植白李，食之登仙。扎⋯“4相公李，杏大，以上俱产句容境内

最佳o”《弘治旬容县志》庄象题兴教寺大树，诗云。。杏坛风雨有垣魍，此树能容老翠微，梦

里几番垒是幻，人间万事果谁非，繁阴蔽日三千界，黛色参天五十围，我欲南山借金斧，不

胜三匝绕斜晖。”《丹旧县志》刘言史[王侍御庄看山术瓜]诗云。‘湛露凝氛萦蠡新，千般婀娜

不胜春，年年此树花开日，出尽丹阳廓里人。”《丹徒县志》云。‘木瓜，实如小瓜，禀得未之

正，故入肝，利筋骨，以密与塘煎之或作糕，但可食。”⋯⋯又云：“楂予，日园子，埤雅以

①石桥华山古镊杏 @石轿华山银杏山房



为术桃。李时珍日，楂仍木瓜，之短小而味酢涩者也。王贞农书云I状似小梨味劣於梨，与

木瓜入蜜煮汤，则香味过之⋯⋯。”《弘治句客县志*有关于术瓜园的记载，据推澍可能在今东

昌乡。东昌乡高仑村高家边今仍有800多年生的古木瓜树两株。r见照片3，4)。

@东昌古术瓜树 ④东昌古木瓜果

《光绪丹徒县志》有关林禽，梨，葡萄、石榴、栗、柿、枣、橙记载很多，现分摘於后·

来禽t‘一名林榆，俗呼花红，刘稹京日记t荆国多林檎。’

樱桃t 4礼日含桃，注作骂桃，谓鸳之所舍也。尔雅谓之捐撬。”

梨·。先熟面小者日落花梨，大者日秋梨。’

柿。‘有方柿，火寐柿，牛奶柿、乌棹柿谱种。⋯⋯乌棹柿虽熟亦青，食之，脆如梨，捣

沤汁染纸不满，故名臻柿，汁为柿潦。’

葡萄。k·实小而酸，亦有青，紫二色，土人直呼葡萄，其青者为水晶葡萄。⋯⋯大如

五睬子，无核。”

石榴I t⋯“石榴，甜者为之天浆，酸者入药。”

票t。名为康栗，细小如橡栗⋯⋯。秋半成熟，大者如良乡所产之栗无异。”

枣，。有骂牙枣与酸枣两种。’

枇杷t。秋蕊，冬花，春实，夏熟。”

橙。‘桔类也有大小二种，今土人以扁固小者为橙}以园而大者为香橼。香橼又有=种，

一种皮细而光，土人呼作文橼，一韩皮粗而皱，土人呼为煮棒。供玩剜文橼为佳，供禽，则

赢橼为美⋯⋯。”

山植。。一名枕，尔雅枕禁梅是也，圈经作棠侏子。土名，山里红。”

棠梨t 4术梨树所生梨，一核有十余予。种之，唯一，二子生梨，余皆生杜，牡即棠梨，

不结实，可谨书板，制梳。”

权t。未似桔，高而多弼，可以篱落，鄄药家根壳也。”

薛荔，。橼术墙垣而生，不花而实，实名木莲，土人呼为木馍头，夏日取以粉货之，目凉

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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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解放后果树发展史

果树生产，在解放后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发展。1949年"-'1952年，为恢复发展阶段。由予

人民翻身傲了主人，党和政府在经济上给予扶持，果品由国家统购包销，引进了新的品种，重扇

果树区先后建立了果协会，领导和辅导果树生产，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有力地促

进和恢复果树．牛产的发展。1953"--'1957年，由互助合作到逐步建立了农业社，稳步有重点的

发展了一批社队果园。1958,---1961年果树面积大起大落，在先绿后好的口号下，从解放初期

的2700亩发展到五万亩，并建立了一撒国营果园和社队联营果园。由于大量盲目地引进了jl

方苹果、枣、梨等，以及人为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罘园面积从5万亩迅速下降到2万多亩。

1962"'-'1978年，是果树长期徘徊时期，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果树生产排不上队，占不上

位，在十年动乱中，无政府主义泛滥，偷风严重，看管困难，有理无法，生产者利益得不到正

当保护，种果词气，严重影响生产，面积在1-'-2万亩，产量在五万拉左右徘徊。1978A一1984

年，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生产责任制在农刳普遍落实，农业内部缝构的调整为发展果树带

来新的生机，特别是市场放开后，要求供应更多更好的果品，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果栩

生产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

三，建国三十年来果树生产的消涨变化

1．解放初期，果园的构成主要是地区性的小块成片果园与家前屋后的散生果树。1949

年全市成片果园2481亩，产果3万多担。到1957年，果园面积发展到1．8万亩，由于扬中

县1954年淹水两个多月，淹死了不少投产果树，面积虽发展7少，但果品产量增加不多。

解放初期私人小果园一般为二、三十亩，零星分散，经营水平不高。如四摆渡蚕种场前

身是资本家的一个农场，有莳桃、夏白、六月自桃等20"--30亩I南门桥汽车制造厂原是刘树发

的梨园，以明月、今村秋、菊水等为主，面积20多亩，还有杏、李5．6亩。这些私人果园，

商品量不大，自产自销。当时农村的四旁果树较为普遍，特别是扬中县栽培量较大，1949年

果品产量3万担，1950年2．6万担。

1951年建立了第一个国营果园——黄山农场，1952年栽了110亩桃，以水蜜桃为主。30

亩苹果，主要品种有金帅、祝光、红玉，国光、旭等。梨30亩，以小蜜梨和日本梨菊水，明

月、苹果梨等为主。加其他果树等，总面积达196亩，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果园，逐步形成了

商品量，至1957年，果品产量达5万斤。办场初期，又陆续从武进雪埝和无锡引进了白花，

玉露、白凤、红花等优良水蜜桃品种，逐步改变了我市桃品种结构，由于精心管理，贯彻了

良种良法的技术措施，产量多，品质好，得到市场的好评，黄山水蜜桃，由此而起，逐步名

誉省内外。

散生果树有较好的基础，各县都有些自己特色树种，扬中的枇杷、梨遍及全县各村各户，

老一辈革命先导回忆，在游击战争年代，到处是走路不见村的枇杷村和梨树村，他们以此为

重要屏障和敌人周旋。丹阳县埤城白龙寺家家户户栽桃有传统习惯，头发早，二发早等形成

我市的早熟桃产区。句容县亭子乡石墨村是一个典型的杏花村，家家户户都有杏树，多的人

家几十株，有不少户产杏千斤。还有宝华的石榴园，润州区七里乡的枣林村等等。这些四旁

果树，由于合作化大炼钢铁和1954年大水等因素，损失较多，卞降幅度也较大。

2．1958年，我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果树在一两年时间内，新发展4万多亩，总面

积达5万亩。由于布局不合理，品种不对路，外地引进苗子长途调运，栽植质量差，栽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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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面积果树死亡、荒芜，掺失较大。

大跃进时期，市县合并(镇江，丹徒县)后，从国营黄山园艺场(国营带集体)到蒋乔乡的山

地、粮田，全部栽上了果树，园园相联，建设了镇江西南郊的万亩果园，桃约3000亩，苹果

3000亩，梨1000多亩，还有板栗、柿、枣、葡萄等，1958年新建立起的象山园艺场也采取

国营带集体的形式，从象山到汝山、丹徒乡一带办起了以桃、梨为主的第二个万亩果园，大

港、大路一带果树发展近四千亩。

句容县在1958年建立了国营浮山果园，小果园、茅山茶场、东进林场及省属暨南农

场，发展了新果园和部分茶果间作的果园，同时在这些场圃刚近的天王、茅山、城东、行香、

亭子等乡也发展了成片果园，1959年旬容县兢达2．3万亩。

丹阳县练湖农场，嘉山苗圃、胡桥林场及埤城、建山、胡桥、珥陵等乡发展了以桃、梨、

苹为主的果树5,'--6千亩。

3．果树品种频繁交替，果树面积徘徊。

从六十年代起，果树栽培树种交替频繁。1958年大量引进北方苹果和保加利亚葡萄，由

于高温高湿，黄粘土透气差·不适合北方苹果、葡萄生态要求而造成严重损失。文化大革命

期间，句容、丹阳又大量引进，重蹈覆辙。润州区五洲山200亩、丹阳埤城1000亩苹果基本

上无收益或从未收益过，现在已基本淘呔。

1958年，从四,Jll曾引进不少枣子，七十年代初，丹徒县商业部门从河南、河北、山东等

地，大量引进北方红枣品种，由于花期遇雨，南方高温多湿，日较差小，北枣南移则劣变，

晒制的红枣皮厚肉薄核子大，丹徒县1974年晒红枣150多担，由于质量差，商业部门自已

扶持起来的红枣生产，到1976年停止收购，导致了枣园大量荒芜和破坏，现在所剩无几。

六十年代初，形成了柑桔热开始引进了一批苏州吴县料红桔等品种。1978-'-,1980年，原

属镇江地区的11个县市，1978年从湖北宜昌调进18万株温州蜜柑苗，从浙江黄岩、象山等地

调进12万株，当时重点发展地区在武进，穷兴、高淳县等，在现属镇江市范围内的近900亩，

其中丹徒县500亩，丹阳县100亩，旬容县100亩，镇江市郊100亩，扬中县120亩，除扬

中和丹徒县的江心，大港乡因有长江水体调节，保护较好，每年有5千至一万斤左右的产

量。其余基本淘汰或效益很低。苹果、葡萄、枣，桔的失败，这些都是果树生产的历史教

训。

桃是镇江市的优势树种，黄山园艺场在1963年创造了全国桃高产栽培经验。110亩桃平均

单产高达2685．7公斤，2亩高产试验园，单产高达4416．5公斤。这个场在白花单株中，选

出极晚熟优良。迎庆静桃品种，已推广到全国各地。由于国营果园的示范，优质高产水蜜桃

迅速得到推广普及，由于出口的需要，加工桃白凤与黄桃迅速增长，镇江、丹徒、丹阳，句

容形成了加工桃基地，年产罐桃200---300吨。1975年蒋乔乡桃达1000亩，产桃1．5万担，

其中蟑山果园年产7000担。 六十年代后期，市场管理不善在收购上压级压价，收购价格

上大幅调低，1972年起，一级白风水蜜桃从每公斤0．46元调低到0．26元，硬肉桃从0．20"-"

0．36元／公斤下降到几分钱，大丰收的1974年个别品种桃压低到每公斤3、4分钱。群众通过

算帐，种桃子不合算，1975年起大面积挖桃改植。加之老树淘汰土地征用等原因，果园大

幅度下降。如蒋乔乡从1000多亩下降到198亩，产量从1．5万担，最低下降到400担。黄

山园艺场的金山分场240亩黄桃基地，因征用现成桃园新村。

葡萄：六十年代初，我市引进的都是欧亚种，不适于长江流域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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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八十年代初，我市引进了欧美杂交种的巨峰系葡萄，自香蕉、康拜尔卑生等。特别是巨

峰系葡萄，是日本农民育种家井Ji：秀雄育成瞥欧美杂交种，粒大、色美、汁多、昧舌}|的丰

产优良品种。我国六十年代初首先由北农大引入，七十年代逐步秽人们认识，八十年代迅速

发展，全国现有90万亩葡萄，巨峰系已超10％以上。根据有关专家、教授的预测，长江三角

i}Il将成为我国巨峰系葡萄的最大的商品基地。我市从1980年引入，1981年栽培，现有面积

1000多亩，四旁10万多株。1986年我市列入钳科委“星火计划”‘劲藏鲜食巨蜂系葡萄商品

基地综合技术开发”项目1C1c亩，1986年底，我诔突破1500亩。19￡6年8月，经省市共同测

试验收象山乡屋屋鸡场3．4亩试验园，1985年3月定柱，到1986年8月15日，经过十八个

月的精心管理，验收亩产为1258．8公斤，收益每公斤按3．00元计算，亩产值高达3700多元，

。这样的产量，目前为省内先进水平，⋯⋯在群众中产生了很明显的震动性的影响。静由于投

产快，效益高，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形成了一个巨峰葡萄热，已初步显示了它的优势。

近一，二年内，又引进了巨峰系的红富士、大宝、龙宝、黑奥林等十多个品系，必将成为我市

的重要果树树种之一。 ．

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果树面积恢复到1．5万亩，1984年产量12．7万担。通过总结三

十多年果树生产经验教训，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发展果树生产，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

律办事，根据本市的自然气候条件、社会经济情况，逐步调整好果树结构，随着经济体制的

改革，果树生产的地位也逐步有了提高。

发展果树生产已成为自觉要求，生产责任制在农村推行后，党在农村中的政策更加深入

人心，专业户看到果树经济效益来得快，有的项目经久不衰，纷纷要求承包果园，蒋乔乡的

吴宏宝承包了30亩桃园，1984,年收入达六，七千元。七里乡曙光村徐东海一人承包了66亩

荒地发展果树，已发展桃、梅、葡萄10多亩，三年内定柱完。丹徒县江心乡原是棉花高产乡，

由于黄枯萎病的威胁，皮棉单产从65公斤下降到30---,35公斤，收益逐年递减，严峻的形势促

使乡党委、乡政府酝酿农业结构调整，1985年正式作出决定并向县政府提出报告，计划在5

千亩农田中规划发展果树3000亩，现有700亩，再发展2300亩，其中l梨900亩，葡萄400

亩，桃300亩，李等200亩，同时要求每户种植四旁果树二十株(白果1株，枇杷3株，葡萄

四株，杏3株，梅3株，柿3株，石榴3株)，这个乡在1984年已定植梨、桃400亩，同时

与育苗专业户签订育苗合同，育良种20万株，投资1l万元，为1985年冬1986年春发展果

树奠定较好的基础，并相应地建立了果树技术指导站，乡党委、乡政府要求在1987年全部完

成定植计划，逐步建设果品综合加工厂，走贸工农的路子。这个乡计翅f实施后，将是我市最

大的果品基地。

四、果品加工

我市的桃用于加工比较早，五十年代主要送上海、南京。1960年镇江罐头厂开始加工白

桃，出口苏联，正常年景产罐头200吨左右，该厂累计加工黄、白桃罐头2295吨，累计出口

罐桃1770吨，换汇达115万美元。浮山果园从1976年初办起了果酒厂，年产果汽酒1250

吨，年产值100万元左右，累计产果汽酒6500吨，价值500万元。该场由于办了果酒厂，从

1981年起开始扭转亏损局面，经济效益显著。

果品加工业，是发展果树生产的后劲，是发展果品生产的方向，逐步走上果工商一体

化的路子。从八十年代起，乡、村的果品加工业开始起步，丹阳的丹凤乡，润州区官塘乡官

塘村，七里乡的金星村等先后办起了以桃为主的罐头加工厂，年产能力150吨以上。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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