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技技技技 术术术术 简简简简 报报报报
第 07 期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 2012 年 3 月 15 日

渤海湾地区苹果郁闭园改造技术规范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按语：按照年度总体工作部署，2012 年体系主推技术《渤海湾地区苹果郁闭园改

造技术规范》已经体系执行专家组研究讨论修改，东部综合试验站站长及相关岗位专

家集体讨论通过，现予以发布实施。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

2012 年 3 月 14 日

1111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1.11.11.11.1适用区域适用区域适用区域适用区域

以渤海湾产区（山东、辽宁、河北）为主，黄河故道产区（包

括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可以参照应用。

1.21.21.21.2适用对象适用对象适用对象适用对象

适用于 10 年生以上、栽植密度为 45 株/亩以上的乔化密植富士

系苹果园，乔纳金、红将军、元帅系等果园可参照应用。改造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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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亩留枝量在 9 万个以上，树冠覆盖率超过 90%以上，行间交接、株

间交叉的郁闭果园。

2222 改造目标及技术要求改造目标及技术要求改造目标及技术要求改造目标及技术要求

2.12.12.12.1总体思路总体思路总体思路总体思路

以优质果品生产为目标，从降低植株密度入手，以间伐为基本

措施，调减果园群体枝量，调整和优化果园群体结构；以培养高光

效树形为出发点，运用改形调冠、疏枝缩冠等项技术措施，改造、

优化树体结构；以培养优质结果枝组为重点，优化枝类组成、枝组

配比与空间分布，提高生产效能。改造完成之后，使果园的通风透

光和田间作业显著改善，生产效率大幅度增加。

2.22.22.22.2改造原则改造原则改造原则改造原则

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因地制宜、分类改造的原则，因园、

因树灵活运用改造技术；二是逐年分步实施的原则，一般在 2-3 年

改造到位；三是关键技术和配套措施相结合的原则，间伐、改形过

程中，要注意伤口保护、花果管理、土肥水管理等配套措施到位，

保证改造效果。

2.32.32.32.3预期目标预期目标预期目标预期目标

郁闭果园改造完成后：

（1）行间作业带保持在 0.8-1.0 米以上（山地梯田果园株间枝

头距 0.5 米以上）；

（2）果园覆盖率控制在 75%左右；

（3）树冠透光率达到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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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亩产量保持在 3000-4000 公斤；

（5）优质果率达到 80％以上。

2.42.42.42.4主要技术参数主要技术参数主要技术参数主要技术参数

郁闭果园改造要达到以下指标要求：

（1）留枝量：6-8 万条(短枝型品种密植园 8-9 万条)；

（2）选用树形：小冠（大冠）开心形、改良纺锤形；

（3）主枝数量：小冠（大冠）开心形 4-6 个，改良纺锤形 8-10

个；

（4）叶幕层厚度：2.0-2.5 米；

（5）果枝率：占总枝量的 1/3-2/3；

（6）枝干比：1﹕3。

3333 主要技术措施主要技术措施主要技术措施主要技术措施

3.13.13.13.1 合理间伐合理间伐合理间伐合理间伐 优化果园群体结构优化果园群体结构优化果园群体结构优化果园群体结构

间伐是郁闭园改造最简便易行的技术措施，也是打开果园光路

和作业通道、提高生产效率最有效的途径。根据树龄、栽植密度和

果园郁闭程度，可以采取“一次性间伐”和“计划性间伐”两种模

式。

3.1.3.1.3.1.3.1.1111一次性间伐一次性间伐一次性间伐一次性间伐 对树龄15年生以上的盛果期果园或高密度

（如株行距 2×3 米、1.5×4 米、2×4 米、3×3 米、2.5×4 米、2

×5 米等）果园，可采取一次性间伐模式，使植株密度降低一半，行

（株）间距离加大，果园通道打开，通风透光条件显著改善。平地

和缓坡地果园，宜采取“隔行伐行”或“隔株伐株”的形式实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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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间伐；山地、梯田果园，可运用“隔行间株”（ 隔行实施‘隔

株伐株’）、“梅花式”间伐或选择性间伐（挖除低效、病残植株）方

式，降低植株密度。多数高密度园在间伐后 5-6 年，还需进行二次

间伐，以解决果园后续郁闭问题。

3.1.23.1.23.1.23.1.2 计划间伐计划间伐计划间伐计划间伐 对树龄 10-15 年生的初盛果期果园或中密度

果园（如株行距 3×5 米、3×4 米等），可采取计划性间伐模式。间

伐前先制定隔行或隔株伐除计划，确定永久株和临时株，实行分类

修剪：对选留的永久植株要注意扩大树冠，培养稳定的树体骨架结

构和结果枝组；对临时植株则采取疏枝、缩冠等技术措施实行树体

控制，逐年压缩树冠体积，既为永久植株的生长“让路”，又保持有

一定经济产量。3~5 年之后，永久株的树体优化和结构调整基本完成，

基本取代了临时株的生产作用，即可将临时株伐除。

3.23.23.23.2改形减枝，优化树体结构改形减枝，优化树体结构改形减枝，优化树体结构改形减枝，优化树体结构

实施间伐后的果园，群体密度和总枝量减少 50%左右，剩留植株

的生长发育空间扩大。因此，对剩留树的整形修剪方式，也要随之

进行相应的改变。一是树形上要改“小冠形”为“大冠形”；二是整

形方式上要改“控冠”为“扩冠” 采取提干、落头、疏枝等技术措

施，调减骨干枝（主枝）数量，调整建立稳定、高效的优化树体结

构；三是修剪方法上要改“疏枝、缩剪为主”为“长放、轻剪为主”，

尽可能保持较多的留枝量，保证尽快恢复果园产量。

对不适宜间伐的中密度初盛果期郁闭园实施改造，与间伐园在

整形修剪方式、方法上有 3 个明显不同：1）树形不变，维持原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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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2）整形方式改“扩冠”为“控冠”，采取“缩枝控冠”法，控

制树体在一定范围之内：冠径小于行距，树冠高度控制在行距的

2/3～3/4，株间交接率小于 15%；3）修剪方法上，按照先培养、后

回缩的办法，在主枝延长枝后部选角度适宜、长势好的多年生枝培

养为预备枝，再将主枝延长枝回剪到预备枝分枝处，实现主枝延长

枝的回缩与更新，达到缩枝控冠的目的。

3.2.13.2.13.2.13.2.1 选择适宜树形选择适宜树形选择适宜树形选择适宜树形 间伐后的果园，树形改造是一个逐渐由

较小冠形向结构相同、相似或相近的较大冠形调整转化的过程。应

根据剩留树的基础树形和间伐后的株行距等因素，选择确定适宜的

目标树形。

基础树形基础树形基础树形基础树形 改造后密度改造后密度改造后密度改造后密度 目标树形目标树形目标树形目标树形

自由纺锤形 改良纺锤形 3 × 4m、4 × 6m 改良纺锤形、小冠（疏层）开心形

自由纺锤形 改良纺锤形

小冠疏层形
3～4 × 4～5m 改良纺锤形、小冠（疏层）开心形

自由纺锤形 小冠疏层形 4～5 × 5～6m
小冠（主干）开心形、小冠（主干）

疏层形

“小冠开心形”：是“小冠疏层形”的一种改良树形：主枝 4-6

个，干高 0.3-0.5 米，树高 3.0-3.5 米，冠幅 4.0-5.0 米，树冠呈

半椭圆形。

“大冠开心形”：是“主干疏层形”的改良树形或“小冠开心形”

演化树形。主枝数量 4-5 个；每个主枝上有 2 个侧枝，同时分布有

一定数量单轴延伸的大、中型结果枝组（群）；冠幅更大，具有稳定

的“平面型”立体结果的树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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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纺锤形”：主枝 8-10 个，干高 0.8-1.0 米、树高 3.0 米

左右，中央干落头开心，具有“圆柱型”立体结果的树形特征。

3.2.23.2.23.2.23.2.2 抬干抬干抬干抬干 大多数密植果园采用矮干、低冠结构，这是造成

果园郁闭、通风透光不良和果园管理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适当抬

高树干，打开“底光”，有利于优化树形结构，解决果园通风透光性

差的问题。但要遵循逐年分步实施的原则，最好在 2-3 年完成。山

地果园小冠（主干）疏层形树体，三大主枝优势较为突出、中央领

导干偏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主干调整到 30-60cm，可以通过撑枝、

拉枝等措施适当抬高主枝角度，提升树冠高度；圆柱形、纺锤形（细

长纺锤、自由纺锤、改良纺锤树形）树体，对主干上离地面 80-100

厘米以内的主枝，通过分年回缩、变向、疏除等综合改造措施，逐

步将树干抬高至 100 厘米左右。同一株树上，避免一次同时去除 2

个对生枝或轮生枝，防止对树干造成对口伤害。

3.2.33.2.33.2.33.2.3 落头落头落头落头 对成龄大树果园，通过落头达到控制树体高度，

是优化树体结构和培养高光能利用开心树形的基本措施之一。落头

过程一般分 2-3 次完成，每次落头都要在落头部位选一粗度为中干

的 1/3～1/5、分枝角度适中、长势中庸的骨干分枝（或上层主枝）

处锯除中干换头，以骨干分枝（或上层小主枝）带头，避免造成上

部枝干日烧。落头后树冠高度，一般控制在 3.0m 左右为宜。

3.2.43.2.43.2.43.2.4 疏大枝疏大枝疏大枝疏大枝 疏除大枝是解决果园个体闭的主要措施。按照

目标树形要求，在选留好永久性主枝的基础上，对一、二层主枝之

间及层内过多、过密的大形骨干枝及中干上部多余的辅养枝、过渡



7

枝，要分年逐步疏除。疏枝时宜先疏除轮生、对生和重叠的主枝、

侧枝，一般每年去除 1-2 个，最终保留 4-6 个主枝。疏枝以冬季修

剪时进行为主，夏季修剪疏枝为辅，冬夏结合效果最佳。

3.2.53.2.53.2.53.2.5 主枝修剪主枝修剪主枝修剪主枝修剪 在树形结构的改造和优化过程中，修剪上要

注意培养主枝向被伐除行（株）的空间部位伸展，加快扩大树冠。

一是加强对主枝延长枝的培养，注意选留强壮延长枝带头，及时疏

除树冠外围特别是主枝延长头附近的竞争枝和密生枝，以保持树冠

扩张生长的明显优势；二是采取以轻剪、长放、多留枝为主的修剪

方法，尤其在间伐后 1-3 年，要尽可能减少修剪量、保持较多留枝

量，避免对产量造成过大影响。

3.33.33.33.3结果枝组培养与搭配结果枝组培养与搭配结果枝组培养与搭配结果枝组培养与搭配

结果枝组是构成果园生产的根本要素，培养足够数量的优质结

果枝组或结果枝组群，是整形修剪的重要内容。间伐、改形后的果

园，在优化树体骨架结构、培养高光效树形基础上，更要注意结果

枝组的培养、更新与搭配、分布。

3.3.13.3.13.3.13.3.1 培养优质结果枝组培养优质结果枝组培养优质结果枝组培养优质结果枝组 主要从 3 个方面着手：一是新型结

果枝组培养，充分利用着生在主枝和侧枝两侧的平斜、健壮营养枝，

通过放、拿、捋、拉等方法，培养形成大量的单轴延伸的下垂状结

果枝组或结果枝组群，填补枝组空缺；二是对连续多年结果的老龄

枝组，及时回剪到健壮分枝上，实现枝组的更新复壮；三是注意树

冠内膛直立、平斜健壮营养枝的改造利用，通过拉枝改变生长角度，

使其斜生或下垂，培养形成主枝大、中型结果枝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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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3.23.3.23.3.2 枝组搭配与分布枝组搭配与分布枝组搭配与分布枝组搭配与分布 在结果枝组培养过程中，应注意大、

中、小型结果枝组的合理搭配与空间分布。主要利用着生在主枝或

侧枝的两侧的大、中型结果枝组或枝组群为主，小型结果枝组为辅；

空间布局上以不交错、不重叠，插空分布。

3.3.33.3.33.3.33.3.3 拉枝拉枝拉枝拉枝 主要用于大、中型长放结果枝组以及平斜生长的

营养枝，是培养优质结果枝组的重要措施。一般情况下，对主、侧

枝背上直立或斜生的结果枝组及营养枝都应拉成自然下垂状为宜。

拉枝多在春季或秋季进行。

4444 配套措施配套措施配套措施配套措施

4.14.14.14.1土壤管理土壤管理土壤管理土壤管理

根据果园条件，推广应用起垄覆盖（地膜、草）和行间生草技

术（人工种草或自然生草），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培肥地力，改善

果园生态环境。

4.24.24.24.2肥水管理肥水管理肥水管理肥水管理

实施改造的果园，要加强肥水管理措施，通过深翻、增施有机

肥等措施改良土壤；推广应用土壤局部改良、沃土养根和小沟交替

灌溉技术，有条件的果园应用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促进树

体生长和树冠恢复，促进果实品质发育。

4.34.34.34.3花果管理花果管理花果管理花果管理

郁闭果园实施改造的当年或改造后 1-2 年，都会造成不同程度

的产量降低（一般 15-35%不等）。为弥补产量损失，应加强花期辅助

授粉、促进果实发育、疏花疏果、果实套袋、适期采收等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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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果实商品质量与等级。

4.44.44.44.4病害防控病害防控病害防控病害防控

在郁闭园改形、疏枝、控冠过程中，对形成剪锯口必须采取保

护措施，特别是对大的伤口要及时进行包扎或药物保护，防止或减

少腐烂病的发生。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本方案由体系岗位专家王金政研究员负责起草，束怀瑞院士和体

系有关专家提供了修改建议，体系执行专家组进行了认真讨论修订，东

部综合试验站站长集体讨论通过。

●●●●方案起草参考了日本乔化苹果栽培经验，结合了近年渤海湾区郁

闭园间伐改形有关试验结果与成功经验，已经生产实践检验，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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