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蜜晚熟桃苗 2年油桃苗

产品名称 水蜜晚熟桃苗 2年油桃苗

公司名称 泰安市岳美苗木有限公司

价格 2.00/棵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北集坡镇季家庄

联系电话  13335292778

产品详情

桃苗施肥的时候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桃苗施肥的时候该注意哪些问题：首先大家需要

根据桃苗的不同生长周期状况来进行合理施肥。如果桃树处于幼年阶段的话，那施肥量就要少一些。而

如果桃树处于成年阶段的话，那所需的施肥量就要多一些。通常情况下，一颗桃苗所需的肥料是22斤左

右的人尿和0.5斤二铵肥。这样桃苗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营养补给，将来果实的产量也能够得到有效提高。

另外大家最好要在秋季季节里来给桃苗施肥，如果过早给桃苗施肥的话，那桃苗根系将有可能受到不良

伤害。而如果桃苗是在秋天得到施肥补给的话，不仅桃苗能够获得足够的营养补给，其生长长势也会明

显变好的。

大规模晚熟桃树苗种植基地防护林的规划科学建立防护林可以改善桃
园的生态条件，提高晚熟桃树苗的座果率，增加果实产量，取得较好
的经济效益。防护林能抵挡寒风的侵袭，降低风害，并能有效控制土
壤水分的蒸发，调节桃园的温度和培育晚熟桃树苗，减轻和防止霜冻
危害和土壤的盐碱化。林带防风效果的好坏，以通过林后某一距离内
风速降低的效率来衡量。晚熟桃树苗林带防护范围，常常以林带高度
的倍数来表示。  



林带类型不同，防风效果不同。桃园常常选用林冠上下均匀透风的疏透林或者上部林冠不通风，下部通

风的防风林带。如果以降低风速的25%为有效的防护作用，防护林的防护范围，在迎风面为林带高的5-10

倍，背风面为林带高的25-60倍。防护林的宽度，长度，高度，以及防护林带与主要有害风的偏角影响防

风效果和防风范围。为加强对主要有害风的防御，通常采用较宽的林带，称为主林带，宽约20米，主林

带与主要有害风垂直，垂直于主林带再设置幅度较为窄的副林带宽度约为10米，以防护其他方向的风害

。在主副林带之间，可加设1-2条林带，也称为折风线，进一步降低风速，加强防护效果，这样就形成了

纵横交错的网络，林带内的晚熟桃树苗可以得到较好的防护。主林带之间可按300-400米之间的距离配置

，副林带之间的距离可以加大到500米-800米。林带的树种常以高大乔木和亚乔木以及灌木组成，行距2-2

.5米，株距1-1.5米。在北方乔木多为杨树，毛白杨，杨，沙杨树，银白杨树，和泡桐，水杉等等。一般

要求林带南面距离桃树10-15米，北面距离桃树20-30米。为了节省用地通常将桃园的路，渠，和林带想结

合配置。2、地膜覆盖提高地温，促苗快长。铺地膜可增加地温，桃苗早发芽，早生长。另外，铺地膜保

墒效果也好，可以避免因浇水引起的地面降温。

种植桃树苗的土壤管理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种植桃苗的土壤管理：深翻：土壤粘重的桃园，为了改良土

壤，在行间进行深翻，深60cm左右，结合施有机肥料。砂石地桃园也进行深翻，掏砂石换土，结合施有

机肥料。深翻对连年丰产起着良好作用。 秋耕：在落叶前后结合施有机肥进行，深20-30cm。 间作：桃

园间作物可用豆类、瓜类、草莓、花生等。也可以种绿肥如毛叶苕子、苜蓿。无论种何种作物，都要留

足树盘，及时施肥灌水及中耕除草等工作。

桃树苗坐果知识桃树苗的品种花量大、坐果率高，就是因为它坐果量
大而导致出现果实小、品质差和树体早衰等现象，因此，合理疏果是
科学种桃的主要内容，是实现“一优两高”（优质、高产、高效）的
关键。山区因开花期气温较低，为把握起见，一般不采取疏花，而是
采取疏果。疏果时间为第二次生理落果结束后的稳果期，即果实长到
拇指大小时进行。疏果应视品种和树势而定，一般强树强枝多留、弱
树弱枝少留，坐果率低的多留、坐果率高的少留，小果型品种多留、
大果型品种少留，长果枝多留、中果枝少留、短果枝和花束状结果枝
基本不留。疏果顺序按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逐枝进行，先疏无叶果、
畸形果、病虫果和僵果，然后疏双生果、过密果和朝天果。5、少施
多次勤给肥，肥料种类多样化。除栽苗前施足底肥外，发芽后要勤追
肥，遵循“少施多次、先少后多”的原则，肥料种类要氮、磷、钾肥
与微肥及有机肥相结合。



冬桃的三种种植模式(1)大田栽培.用映霜红桃苗在大田定植,当年栽植,
当年成花,第二年开花结果。在精心管理条件下，第三年亩产5000-7000
斤,第四年亩产过万斤,是标准的早果、丰产冠军.（2）大棚延迟栽培。
映霜红桃延迟栽培亩棚栽植400-500株，第二年亩棚产量3000-4000斤，
第三年亩棚产量6000-8000斤，采用延迟栽培技术，元旦至春节采摘上
市。春节吃鲜桃是多少年的梦想，此项栽培技术的奇迹，将使你梦想
成真。 又有多少的苦水我向他一遍遍的倾诉；又有多少次悄悄地
把好吃的与他分享。他陪我上学放学，我和他嬉戏玩耍；当我写作业
时，他总静静地守候在一旁；当他感到无聊时，我又总会找他玩属于
我俩的⋯⋯可是这一切都不会再发生了，因为阿呆他死了，被我的懦
弱给害死了⋯⋯我好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向父亲反抗的勇气，我恨，我
恨，恨自己。（3）大棚盆景延迟栽培。培育映霜红桃盆景采用摘心
、扭梢、拉枝、控冠、促花等技术措施，达到当年栽植，当年定型、
成花，第二年开花座果，元旦至春节供应市场。带有福、禄、寿、禧
，吉祥如意等祝福字样的鲜桃盆景，将是春节前花卉盆景市场的一大
亮点。

桃树苗的修剪技术桃树苗应该怎么修剪，作为专业的桃树苗厂家，从
事种植和销售桃树苗很多年，种植的桃树苗价格优惠,以多年的经验，
跟大家来共同学习一下有关桃树苗应该怎么修剪。

在桃树主干上15厘米至20厘米处定干,促发主枝.当枝条长20厘米左右时摘心,促发二次枝.对嫩枝要多次摘

心,使之形成4条至5条短枝.翌年春天修剪时,对延长枝摘心,内膛的结果枝适当剪截,以利通风透光.树形可选

择双干形,三主枝杯状形等.以三主枝杯状形为例,在主干上选留3个生长方向角度均匀,错落着生的枝条为主

枝,主枝呈60度角向上伸展,主枝长25厘米左右时摘心,主枝上着生结果枝,枝长15厘米至30厘米时再次摘心.

此树形利于盆桃开花结果,增加室内观赏效果,更有利于果实着色成熟.盆栽桃树苗因为生长在室内的小环

境中,授粉机会减少,为了保证授粉率,应采用人工辅助授粉.在桃花盛开时,选上午8点至10点,用毛笔逐花点

蘸,有利于坐果.盆栽4年至5年后,应每隔1年至2年于秋季将桃树倒出,适当剪除老根后,再重新栽入盆中,以利

桃树生长.



桃树苗剪的枝长度都是那么有要求的,那么广大的种植户们在对桃树苗剪枝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剪枝的技

巧,避免影响桃树苗的生长和长大后结出的果实。

怎么培育桃树苗？1、苗圃地的选择

快速培育桃树苗嫁接成品苗，一定要选择土质为轻壤或中壤、排灌方便并且肥沃的地块为苗圃地。因在

一年内培育成嫁接成品苗，必须选择良好的立地条件，这是快速育苗成功的基础。圃址选择后要进行平

整土地，每亩施优质腐熟有机肥5—6立方米，深翻后作畦。

2、砧木种子的处理

砧木种子选择当年山桃或毛桃的新种子，在播种前要进行浸种，一般用冷水浸泡3—5天，每天换水1次，

有条件的加入马尿或人尿少量。

3、播种时间  天，开始下起了小雨，划过我的脸，落在了地上，和血一起消融。⋯⋯

常规桃树育苗培育砧木通常将砧木种子于12月底层积处理，第2年春季3月底—4月初将种子取出进行播种

，这种方法出苗较晚且苗势较弱。而快速育苗应在每年秋季土壤冻前进行播种。播种采用双行带状，即

大行距50cm，小行距30cm，每亩播种量山桃为40kg，毛桃60kg，覆土厚度为种子直径的3—4倍。

4、快速培养砧木苗，尽快达到嫁接粗度

春季苗木出土后，要及时灌水、除草、防治虫害。4—6月每月灌水2次，5—6月每月追施尿素1次，每次

每亩15kg左右。要利用药剂控制金龟子为害幼苗。加强各项管理，使砧木苗在6月底以前达到嫁接粗度。

5、嫁接时间

常规育苗通常在每年7月下旬—8月下旬进行嫁接，当年接芽不萌发。而快速育苗接芽当年萌发成苗，就

要提前嫁接，一般要求在6月底—7月初进行芽接。接穗选择生长良好的长梢，接芽发育良好。



6、解绑、折砧和抹芽新植桃树苗促控关键技术一、多措施促快长(萌芽～7月初)1、栽苗之前蘸根处理。

用ABT生根粉3号最好，不仅可提高苗木成活率，还可促进根系早长，增加生长量。先将1克生根粉加水2

5～50公斤制成溶液(可以处理桃苗800～1000株)，再把苗木放入配好的生根粉溶液中浸根3～6小时，就可

以栽植了。

嫁接后2—3周解绑并在接芽以上1cm处将砧木折伤后压平，向上生长的副梢剪除，主梢摘心。这种措施

是使接芽处于优势部位，迫使接芽萌发。折砧后接芽及砧木上原有芽均可萌发，要将砧木上萌发芽及时

抹除，促使接芽迅速萌发生长。当接芽长到15—20cm时剪砧。

7、加强土肥水管理，促使接芽快速生长 正是六月的季节又没有下雨，绿叶泛着一层灰气，一点也不

鲜亮。看到它绝不像看它的花那样心动继而痴情地寻找五朵花瓣承载的心梦，像一个邋遢的丑娘生了一

个如花的清秀女儿，娘也跟着光彩鲜亮。况且那花随风飘来一股一股的馥郁香气，令人额外再生爱心，

竟也心花怒放，想着家里的温馨。

接芽萌发后，要及时中耕除草、追肥灌水，使苗圃地无杂草为害，接茅成活后每隔10—15天追施1次尿素

，每次每亩施10kg左右，并且结合施肥灌水。为使苗木成熟度提高，每隔15天左右结合防治虫害喷施0．

3％的磷酸二氢钾。当年秋季一般嫁接苗木高度在70—80cm，达到桃树定干高度。10月底将苗木挖出，除

净叶片后砂藏假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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