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蟠枣树苗供应、蟠枣树苗批发基地

产品名称 蟠枣树苗供应、蟠枣树苗批发基地

公司名称 泰安高新区北集坡创隆园艺场

价格 2.00/棵

规格参数 基地:创隆园艺场
苗级:一级苗
数量:1000000

公司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北集坡街道季家庄村

联系电话 18763831510 18763839889

产品详情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枣树生产在不断的进行着技术革新，其中对生产影响较大的革新主要有
：

1 育苗由播种种核变播种种仁

我国枣树播种育苗时，长期以来传统的方法是播种酸枣核繁殖，由于酸枣核坚硬，育苗前种子要进行沙
藏处理，沙藏前要用清水将种子泡软，沙藏时间较长，种子质量，特别是种仁饱满程度难以判定，直接
影响出苗率。近年来种仁播种育苗技术的应用，大大简化了种子处理工序，一般用种仁育苗时，在播种
前 2～3天，用“二开一凉”温水进行烫种，搅拌水温下降至常温，浸种2～4小时，捞出后用细沙拌匀，
在背风向阳的地方，用湿麻袋盖上进行催芽，当有50%芽露白时，筛沙播种。这种方法具有省工、出苗
快、出苗整齐的特点。

2 建园方式由栽植苗木变直播就地嫁接建园

我国传统的枣树建园方法以栽植苗木建园为主，建园投资较大，枣树根系受伤后，愈合较慢，栽植后成
活较差，园貌不整齐，一直是枣树发展中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近年来采用直播砧木种子，实行就地嫁
接建园的方法开始在生产中应用，很好的解决了这一生产难题，特别是在新疆等红枣生产新区广泛应用
，具有投资省，建园成本低，园貌整齐，进入结果期早而受到广大果农的认同，成为建园的主要方式在
当地加以推广，加速了红枣种植面积的快速扩张。这种方法的核心是按照规定的株行距确定定植穴，每



穴播种2～3粒枣仁，出苗后枣苗有2～4片真叶时，择优留1株苗子，进行定苗，苗高40～50厘米时摘心，
促进加粗生长，第2年在地上剪留20厘米，清除砧木上的2次枝及小枝，随剪砧随嫁接，嫁接苗成活后及
时抹芽，除萌，根据栽植密度，确定树形，进行整形。

3 栽植模式由间套种植向纯枣园转变

枣树具有发芽迟，落叶早，枝叶稀疏的特点，很适合间套种植，在我国传统枣区，枣粮间作，特别是枣
树和小麦间作种植是较常见的方式之一，枣棉间作应用范围也广泛，枣树瓜类的间作在不少地方有所应
用，由于间套种植时，枣树与间作物重叠生长时间较短，大量需肥需水期相互错开，危害枣树和间作物
的共同病虫害轻，利用空间上相互错开，有利提高土地利用率。但对果树而言土地利用率较低，特别是
前期枣树较稀，产量上升缓慢，因而在新发展枣区，大多以发展纯枣园为主，通过密植栽培，强化管理
走群体增产的道路，提高前期产量的效益，到树体间相互影响时，通过移植、间伐等措施，逐步减少栽
植株数，采用这种模式一般
4～5年，亩产就可在1500千克左右，有利提前收回成本，调动种植者的积极性，促进红枣产业快速扩张
。

4 栽植密度由稀到密转变

由于种植观念的转变，种植模式的革新，直接决定了枣树栽植密度的变化，传统的种植模式从有利间作
的角度出发，常采用大株行距栽植法，亩栽植株数少，有的亩栽植仅11～17株。而现代红枣生产中，多
突出经济效益，从有利于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出发，种植密度大幅提高，像新疆直播就地嫁接建园的，
有的地方将亩株数提高到了666株，由于枣树成花容易，进入结果期早，密植提高产量和效益的方法是完
全可行的。

5 建园方式由一次成园到分步改造成园

传统的建园方式是按照计划的栽植密度，一次性标定栽植穴，一次性栽植不再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
制了栽植株数的增加，导致前期产量和生产效益的提升缓慢，而现代枣树生产中栽植密度走的是动态化
管理模式，先栽密，后挖稀，逐渐分步改造，有利产量和生产效益的提升，这种模式是先栽密，通过群
体增产增收，到植株间相互影响，园内光照条件恶化时，再移栽或间伐改造，创造新的田间群体结构，
促进生产效益最大化，使枣园始终维持高效生产。

6 树形由高大向低矮转变

稀植靠个体形成产量，因而通常采用的是大冠形树形，通过增加单株枝量的措施，提高产量，而密植产



量的形成主要依靠群体，对个体主要采用控制的方法，以防止光照恶化，因而稀植和密植管理上完全不
同，前者树冠较高大，后者通常采用低干矮冠型树形。

7 修剪方式由重冬剪到重夏剪转变

传统的枣树由于树体高大，田间操作不便，管理较粗放，修剪上主要通过冬剪改善光照条件，更新骨干
枝和枣股，夏剪相对较简单，而现代红枣生产中更侧重于夏剪控制，由于红枣开花结果的特殊性，决定
了花期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矛盾突出，缓和这种矛盾成为管理的重中之重，由于现代枣树生产中树冠低
矮，操作方便，夏剪措施便于落实，生产中常通过疏枝、摘心、开甲、抹芽和调整枝位等措施，加强对
枝的生长及树势进行控制，促使树体养分朝着有利开花结果的方向转变，以提高坐果率，促进产量的提
高。

8 坐果方式由自然到人工干预转变

枣树花量大，落花落果现象严重，传统生产中，由于树形高大，管理不便，常以自然坐果为主，人为干
预作用微弱，随着机动喷雾器在生产中的推广应用，低矮树形的实施，枣树坐果机理的摸清，枣树坐果
的人工干预加强。通过辅助授粉措施的强化;田间喷水，增大空气湿度;加强摘心、开甲等措施减缓光合产
物下运的速度，增加地上部光合产物积累;喷用化学激素，改变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节奏;喷施营养液补
充树体营养等措施，使枣树的坐果情况大为改善，产量得以大幅度提高。

9 病虫害防治由化学为主变为综合防治

危害红枣的病虫害较多，常给生长造成极大的损失，特别是危害果实的虫害种类多，危害重，控制不当
，导致虫果率数量比例大，降低果实的商品性，因而生产中喷药具有次数多，用药浓度高的特点，像山
东、河北等湿润地区，年喷药次数二十多次，对枣树安全生产及消费者的身心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近
年来在枣树生产中大力推行综合防治措施，通过地下覆膜，树干缠膜，绑药膜，挂性诱剂、粘虫板、黑
光灯、糖醋液等物理措施，果园生草，招引天敌，增加天敌对害虫的控制效果，加强田间耕作，晒冻杀
灭虫卵、幼体等生物、农业工人措施，提高对病虫害的控制能力，尽可能的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次数和
使用浓度，提高枣果实的食用安全性。

10 施肥由随机施肥到配方施肥转变

红枣生产中，在肥料管理上，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本是以施用有机肥为主，20世纪50年代我国化肥工
业体系开始快速发展，碳铵、硫铵、硝铵、尿素等氮素肥料逐渐在枣树生产中应用，使长期以来氮素相
对缺乏的土壤得到补充，树势复壮，产量提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多年大量施用氮素，导致土壤营



养失调，在20世纪70年代磷钾肥产量增加生产中应用范围扩大的情况下，这一状况有所改善，但施肥存
在很大的盲目性，有什么施什么，有多少施多少，随机施肥是我国枣树生产中长期以来的施肥现状，直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配方施肥概念提出后，枣树生产中施肥科学化水平逐步提高，特别是果树专用肥
的研制成功，使施肥的盲目性得到很大改善，测土配方施肥措施的应用，使施肥管理更趋合理，达到了
土壤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的效果，初步解决了土壤养分平衡问题;依据叶分析施肥措施的应
用，使施肥的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做到了按果树所需施肥，依据叶分析进行配方施肥是目前红枣生产
中合理的管理措施之一，虽然由于设备、技术等原因的限制，在生产中应用范围不是很大，但却代表了
红枣生产中肥料管理的方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措施将成为主流。

11 水分管理由分段浇水转为均衡供水

枣树虽然抗旱耐瘠，但由于天然降水季节性明显，枣树生长时期不同，需水量是不一样的，降水的不均
衡性与枣树阶段性需水高峰的不合拍成为水分管理的突出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人们逐渐摸索出了
在需水高峰期的萌芽前后、花期、7—8月进行浇水补水的管理经验，对于加速枝叶、根系生长和花芽分
化，提高开花质量和坐果率，促进细胞分裂和增长，枣果体积膨大都是十分有益的，随着科技的发展，
特别是滴灌、微喷灌技术在枣树生产中的应用，使得水分的供给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均衡供水成为可
能，通过滴灌、微喷灌等措施的应用，创造有利枣树生长结果的环境条件。促使枣树产量和质量、效益
的提高已是现代枣树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12 由依赖赤霉素提高坐果到促进授粉措施转变

在以往生产中，主要通过喷用赤霉素改善外源激素含量的方法，大幅度提高红枣的坐果率，但长期施用
含有赤霉素的“九二0”导致红枣果实品质下降，成为生产中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人们开始注重通过辅
助授粉的方式提高坐果率，减少赤霉素的应用以提高果实品质，栽植配置授粉树，花期园内放蜂，树体
喷糖，喷蜜等措施，受到果农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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