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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阿里两刀矮化中间砧鲁丽苹果苗表现性好-
九州红家庭农场两刀矮化中间砧鲁丽苹果苗高光效树形通风透光好， 树冠中的叶片、
果实都能接受到比较充足的光照， 果品质量好，经济效益高。 由于没有根据这一原则正确把握树冠扩大
与开张角度的轻重缓急关系，注重了树冠扩大，对开张角度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之，基部枝太低，不
便开张，上部枝又不好操作高光效树形不是一种固定的树形， 它是一类丰产、 优质、 树形的统称， 现
将山东省栖霞市推广的高光效树形的操作方法介绍如下，一般常绿树和直径屈过8-1cm的落叶树应带土球
栽植，其吃掘的土球大小为胸径的6-1倍或为树高(大叶黄杨的土球可为树高的2分之一)。灌木树种可按灌
丛高度确定其挖掘根系的大小，至于根系或土球的深度，应挖至根系密集层以下。苗木挖掘裸根挖掘开
始挖掘时，先从干基开始以树胸径的3-5倍为半径画圆，于圆外绕树起挖，垂直挖至根系密集层以下切断
所有侧根。然后于一侧向内掏挖到一定程度后适当摇动树干找出深层租根的位置，并将其切(锯)断放倒
树木，轻轻除掉根际土壤，修剪劈裂或病伤虫根，保湿待运。以供相似地区果园参考。 一、
高光效树形的主要技术指标高光效树形应具备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树冠结构从纺锤形(自由纺锤形、
细长纺锤形或改良纺锤形)改造而来， 可称作改良疏层形， 树冠变得相对较大，
许多果农舍不得取大枝，只剪小枝，造成果树骨架枝太多，只有没有兵 骨干枝大型化且数量减少。
2.骨干枝(主枝)具体数量根据树冠大小分以下两种情况： 株距 4 米以上时每棵树留 5～6 个主枝， 呈
3―2―1 排列；综合这两个生长规律，我们来分析一个枝条，如果枝条的角度没有拉开，顶端优势在顶
端，垂直优势也在顶端，表现出来就是枝条旺盛生长，不断加长，前强后弱。如果将枝条拉下来，则顶
端优势在顶端，而垂直优势在中后部，整个枝条势力中和，不易旺长，易成花结果。 株距 3～4
米时每棵树留 7～9 个主枝， 一层3～4 个、 二层 2 个、 三层 2 个四层 1 个或无。 3.主枝开张角度 70 度，
层主枝上可培养 1～2 个侧枝， 侧枝开张角度 80 度。 4.一、 二层主枝的层间距要达到 80～120 厘米，
主干高度要达到 80 厘米左右。而枝组配置上主要问题是：外多内少、外强内弱，以及枝组过高、过大、
过长，这样相互影响，扰乱树冠，恶化光照 5.树体高度不超过株距与行距的平均值。 6.枝量较少，
剪后亩枝量 8～10 万条， 树冠透光率 25%～30%； 株间枝条可以交接但基本不交叉，
两行树的树冠之间留有 1 米左右的距离。 传统更新修剪的主要手法是短截、回缩。实质上是去强留弱，
局部促进，大的剪小了，强的剪弱了。但对红富士来说，这种更新方法往往是“压而不服”，反而容易
造成树势反旺，不易成花。对于密植的树，除干延长枝保持向上延伸外，其余长条大部分在可利用更新



之内。7.亩产量控制在 3000～4000 公斤。 二、 高光效树形的修剪目前，苹果树大多数是纺锤树形，
而且多数果园呈密植郁闭状态。要改造为高光效树形， 首先要解决郁闭园的改造问题，
要把这两项工作结合到一起去做。树形复杂，不易掌握 1.郁闭园的改造。
盛果期的果园以乔化红富士为主， 建园时的栽植密度多数是 110 棵/亩， 树龄达到 6～7
年以后果园就郁闭了， 一些郁闭严重的果园，传统的修剪方法是去强留弱、去直留斜、去前留后，培养
一些拐弯分叉的中小型枝组。这种人工强制的修剪方法，往往是“压而不服”，冬季剪掉，生长季再冒
，不仅树势不稳定，多数结果枝组也不稳定，用于金冠、秦冠等品种，尚可获得较多产量，用于红富士
苹果则很难结果。亩枝量达到 20 万条以上， 内膛枝已失去了结果能力。 多数果农没有及时进行间伐， 
一直是在采用回缩主枝配合环剥的办法解决矛盾。控温调湿冬季使用滴灌能控制浇水量，降低湿度，提
高地温。传统沟灌会造成土壤板结、通透性差，作物根系处于缺氧状态，造成沤根现象，而使用滴灌则
避免了因浇水过大而引起的作物沤根、黄叶等问题。6增加产量，提高经济效益滴灌的工程投资（包括管
路、施肥池、动力设备等）约为1元/亩，可以使用5年左右，每年节省的肥料和农药至少为7元，增产幅
度可达3%以上。国外苗圃主要有两种施肥方式：一种是在容器苗的基质中施用适量的长效肥，适于绿化
大苗的生产；可满足植物生长初期的需要，但随着不同的生长阶段，同样需要不断地补充肥料。
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 这种做法只治标不治本， 不仅延误了间伐时机，
而且连年环剥导致树体衰弱， 枝干上病疤累累， 腐烂病、 干腐病发生严重，
造成了苹果质量和产量的严重下降。 郁闭园改造的根本措施就是适时间伐， 将每亩棵数由 110 棵压缩到
55 棵。 土肥水条件比较好的果园， 在间伐 3～4 年以后， 树体超高，落头不及时或落头过急一般来说，
果树高度不能超过行距，生产中许多果园存在树体偏高的问题，有的按照主干疏层形整形，却没有做到
延迟落头开心 还应进行第二次间伐， 最后将亩棵数压缩到 27～28 棵， 将永久性株行距改为 4×6 米。
2.高光效树形的改造。 密植郁闭果园间伐时留下的永久树， 一般都是纺锤形，对于红富士成龄树，过重
的修剪树势也易偏旺，引起产量不稳，如乔化红富士成龄树的个体修剪量一般不应超过总枝量的三分之
一，否则长枝明显增加，成花明显减少。特别是对于生长旺盛的幼树，一般光照问题不大，更主要的是
本来不需要靠缩小树冠的消极措施助势成形。
在此基础上改造而成的高光效树形可以称之为“改良疏层形”， 这是适合中密度栽培的一种树形。  
改良疏层形的高光效树形改造的关键技术有以下几点： 疏除离地面太近的下裙枝， 适当抬高主干高度，
将干高抬高到 80 厘米左右； 疏除中心干上的一部分主枝， 打开层间距， 下部主枝过长，相邻的两棵树
枝头交错，有的甚至延伸到另一棵树的内膛，果园早早的封了行，整体密不透风，光照差，施肥、打药
、采果等工作难以进行将层与第二层主枝的层间距增加到 80～120 厘米， 以解决树冠内膛的光照；
对保留主枝的修剪要以缓放、 疏剪为主， 立即停止环剥(或环切)， 主枝的延长头尽量轻剪，
甚至缓放不动， 使树冠进一步扩大，况且，这种树形成形是一步一步的，上一步工作没有做到位，直接
影响到下一步的工作，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最终结果枝的形成而影响结果 同时可以缓和树势。   一些
果园由于管理不当或病虫害的原因出现偏冠，有些果园特别是干性较弱的品种，出现歪干现象，严重影
响果园群体结构和经济要效益；许多果园有上大下小的问题，上部枝条多而旺，严重遮光，下部枝条光
照差，难以成花结果，即所谓“上有天棚遮太阳，下面枝条不见光”小型树冠可以发展为中型树冠；
注意对主枝进行更新复壮； 盛果期的纺锤形苹果树， 主枝大量结果以后， 前部很容易下垂， 生长和结
果能力衰弱，三是开展化学。如果疫情较重，使用2%氰戊菊酯1—2倍液进行喷雾。第二代杨柳毒蛾：第
二代杨柳毒蛾幼虫孵化盛期为7月中、下旬，危害猖獗期在8月上、中旬。杨毒蛾和柳毒蛾混合发生，优
势种为柳毒蛾，柳毒蛾危害特点与杨毒蛾不同，白天不下树。方法：在8月上、中旬用绑毒绳的方法毒杀
昼伏夜出幼虫。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应用1％苦参碱可溶液1-15倍液喷雾于叶面和树干；也可用.9%阿
维菌素乳油4-6倍液，或1.8%阿维菌素乳油8-1倍液均匀喷雾。应进行斜背上枝换头，
使主枝得到更新复壮； 适当疏除上部的一些骨干枝，结构级次过于庞大繁杂，鉴于这个原因，果树的树
形出现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不是形状变革，而是实质性的变革——减少级次。既由原来的五级结构变为
现在的三级或二级结构。减少级次才是果树变革的核心和实质，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使上方的光照
射入内膛， 既可以提高内膛果的质量和产量， 又可以促进下层主枝的生长与发展；
注意第二层以上的主枝必须单轴延伸， 它们上面着生的侧枝、 大型枝组、 背下的中型枝组都应疏除；
清理、 复壮结果枝组； 在主干形管理办法当中，下垂的结果枝组直接着生在主干上，通过拉枝、转枝、
环割等办法形成。开心形是通过拉枝和连年长放，形成着生在结果母枝上，有着大量下垂结果枝的大型
下垂结果枝组。二者的区别在于主干形的枝组较小，开心形枝组较大，共同点都不短截。疏除密挤的结
果枝组， 逐步回缩复壮冗长细弱的枝组， 以解决好结果枝组的光照， 维持枝组较强的结果能力。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