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冬桃苗价格

产品名称 山东冬桃苗价格

公司名称 泰安开发区忠信苗圃

价格 2.00/棵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泰安开发区北集坡镇季家庄村

联系电话 86-0538-8913236 15853828236

产品详情

泰安开发区忠信苗圃专业培育桃树苗  我场有专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确保以优质的苗木供应给广大的客
户。并为客户代办返回车辆，欢迎各地新老客户来我场看苗订货，实地起苗。近几年我场利用科技优势
育苗、规格配套、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深受客户欢迎。多次被评为“重合同、守信誉”企业和文明单位
。二十一世纪我场将以全新的面貌，把更多、更好的优质品种和优惠的价格，奉献给各位新老客户。真
诚欢迎全国各地新老客户光临指导，来人、来电联系业务，并提供一切栽培、管理技术。春晓桃树苗：
生育期65天，在我处5月底6月初成熟，比春雪早7-10天。单果重220～400克，大小均匀，特脆甜爽口，自
花结果特丰产，平顶漂亮，缝合线浅，全鲜红色且不老色，肉白色近核处着色，核小粘核，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为15%，含糖量为18%以上，采下10天挂树20天不变软，在早熟桃中没有任何品种能与它争峰是一
个极珍惜的品种。

 

曦春桃树苗：曦春桃是十分罕见的极早熟桃，从开花到成熟仅45天，比春蕾和早春红还早7天，比春雪早
25天，比美国春丽早熟近20天，鲁南地区在5月15日开始着色，5月18号可以采摘出售，20号全红，24号浓
红，果实130～240克，硬溶质，甜度比春雪好，口感比春雪桃好，有蜜桃香味，具有春雪的硬度，比春
雪颜色鲜艳，不老色，将桃的生育期再次缩短到极限，曦春桃将轰炸众多现有的早熟桃品种，南北种植
都会具有很大的成熟期早优势，弥补几乎所有桃品种成熟期前的桃市场空缺。因为极耐运输，适合远距
离运输和出口，这是所有极早熟桃没有的优势。

冬桃树苗：冬桃是桃的一个品种，桃是我国的主要水果大类之一，多见于夏秋之际成熟上市。此品种在
严冬采摘上市，以核小肉嫩，甘甜清脆而著名，是罕见而珍贵的桃中奇品，也是馈赠宾朋好友的佳品。
其特点是：个大、脆甜、晚熟、丰产、耐储存。优质：外表着绯红色、果肉清脆回甘、口感极佳、离核
。甜度高：含糖量15%，高达18%。晚熟：十月上旬至十一月中旬成熟，成熟期很晚。丰产：今年栽树次
年挂果，每株5公斤至10公斤，次年亩产就3000多斤。

金秋红蜜桃树苗：金秋红蜜桃属于晚熟优良桃品种，平均单果重285g，大果重600g，该品种着色好、糖
度高、品质优、耐贮、商品性好、丰产稳产，果实发育期175天，山东泰安地区在9月底10月中旬成熟，
比冬桃早熟约15天。果实圆形，缝合线较明显，果顶略突起；果个大，大小均匀；果皮中厚，不易剥离



，成熟时果实底色乳白色，套袋果70%以上着红色，果面茸毛稀、短，果实成熟后散发出浓郁香味；果
肉乳白色，粘核，近核处有红晕，肉质细密、硬、脆，味甘甜，可溶性固性物含量15%～20%，高达25.5
%。品质上，耐储运，货架期长。金秋红蜜桃适应性强，在泰安、青岛等不同立地条件下栽培，均表现
出良好适应性，耐瘠薄，树体生长良好，生长量大，扩冠成形快。在受冷寒的情况下仍能坐果。抗褐腐
病、疮痂病和细菌性穿孔病，抗寒，耐旱。

中华寿桃树苗：中华寿桃是从中国北方冬桃自然芽变中选育出的新品种。中华寿桃是发展绿色食品和出
口创汇的优良品种，在各地该品种综合性状表现较好。该桃为我国特有，在发展我国特色优质水果，开
拓国内外果品市场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个头大。大果可达1000g以上，多数均在500-700g之间。品
质好。色泽美，成熟后的大桃颜色鲜红，格外漂亮诱人。成熟后外形美观，果肉软硬适度、汁多如蜜。
食后清香爽口，风味独特。含糖量可达18%-20%，并含有许多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及氨基酸等。该桃属
极晚熟品种，在桃果市场淡季之际，于10月初陆续到11月收获，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极丰产。贮藏期
长。此果可自然存放1个月，若不碰不压没伤痕，又有冷藏设备，可储藏到春节，果面仍鲜红艳丽，不变
质。

秋彤桃树苗：美国品种，中秋节前成熟大果型离核桃，
成熟期8月中下旬到9月上旬，挂树到9月中旬还有果在树上，果重 250～550克，大果可以达到1.8斤一个果
，白肉离核，浓红，平顶圆形，浓甜味香，光洁稀毛，不用套袋，成花快，花粉多，极丰产。我国在果
树栽培技术的实施上显得十分落后，很多技术都是根据国外技术演变而来，但并没有在原有基础上做到
创新。因此，在国外先进技术引进过程中，相关技术人员需要合理考虑国内实际情况，综合性分析和研
究引进技术，以此保证技术符合我国林果业标准和要求。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需要根据林果业种植区
的实际情况，合理吸收相关技术，为设施果树栽培新技术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我国还可以在原有基础
上，增加对林果业栽培技术的深入研发，结合相关创新理念，突破传统发展思想的束缚，促使设施果树
栽培新技术的深入研究，为我国林果业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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