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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故道早中熟苹果品种生产现状及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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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故道苹果产区主要包括河南开封以东、江苏徐州以西的黄

河故道及分布在故道两岸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个省的 10 多

个县市区，整个产区现有苹果面积 140 万亩，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

苹果产地之一。

与其它苹果产区相比，该区具有土层深厚、雨水充沛、光、热、

资源丰富资源优势，苹果物候期早，生长快，结果早，果实成熟较

其它地区早，早、中熟苹果品种在该地区有一定的发展优势；晚熟

品种在该地区除具有产量优势外，其它性状与周边地区相比均处于

劣势地位。

一、生产现状及存在问题

1、生产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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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栽培的苹果大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种植的为

主，主要品种是晚熟的富士品种，约占 70％，中熟品种金冠、元帅

约占 15％、早熟品种美八、嘎拉约占 10％，其他品种 5％。绝大多

数果园采用乔砧密植栽培模式，个别果园采用 M26 中间砧建园，株

行距 2.5-3×3-4 米，采用小冠疏层形整形。最近几年开始引进试种

了华丹、华硕、红露、早翠绿等早、中熟品种及富士早熟芽变早熟

富士王、弘前富土等品种。新建园大部分采用矮密栽培模式，株行

距 2-2.5×4-4.5 米。采用改良纺锤形或高纺锤形整形。

2、存在问题

（1）品种结构不合理 该地区的苹果种植没有发挥当地苹果物

候期早、适宜发展早、中熟品种的区位优势，早、中、晚熟品种比

例极不合理，早熟品种过少，仅占 10%左右，造成早、中期市场果品

紧缺供不应求，晚熟品种集中上市挤压市场，加上黄河故道地区的

果实外观不及其他苹果主产区美丽，市场的售价较低，影响果农的

经济效益。品种结构要根据当地的种植生态条件和地理位置进行适

当调整。

（2）果实商品率低，经济效益差 由于该地区的老果园绝大部

分是采用的乔砧密植技术建园，成园后不能及时间伐疏密，留枝量

过大，加之该地区雨热资源丰富、果树生长量大，造成果园树体郁

闭严重，通风透光不畅，果实着色不良，病虫害严重，优级果率低，

绝大部分果品只能走低端市场销售，售价低，效益差。这是目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3

（3）主栽品种面临被淘汰局面 自 2010 年以来，黄河故道地

区苹果连续 4年发生炭疽叶枯病危害，主栽品种嘎拉以及尚存的部

分金冠、秦冠等受害最重。在 7-8 月份高温高湿雨季连续阴雨天气

转晴后，炭疽叶枯病突然暴发，2-3 天可使全树叶片干枯，果实受害

降低或失去商品价值。秋后二次萌芽开花，严重影响来年的产量。

由于嘎拉是当地主栽的早中熟品种，目前尚无有效防控措施，果农

已开始刨树或改接其他品种，该品种在该地区目前已面临淘汰。因

此需要更换新的抗病品种。

二、发展建议

经过多年对该地区的栽培品种调研评价和新品种引种试验，特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优化品种结构，增大早、中熟品种比例

充分发挥黄河故道地区适宜发展早、中熟苹果品种的自然优势，

在稳定晚熟品种面积的基础上，加快早、中熟品种发展力度，扩大

早中、熟品种的种植面积，早熟品种比例由现在的 10%提高到 20%，

中熟品种比例由现在的 15%提高到 30%，使早、中熟品种达到苹果总

面积的 50%。

2、选用优良品种，优化品种组合

选用抗早期落叶病特别是抗炭疽叶枯病、丰产、优质、落果轻

的优良早、中熟品种，优先发展近年来育成和引进的早、中熟新品

种，丰富品种数量，增加花色品种。根据品种特性规划面积比例，

做到从 6 月下旬到 9月底，每月都有 2-3 个品种成熟上市，确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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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供应不断档。根据几年来对当地栽培苹果品种的调研评价，提出

优化品种组合如下表。

黄河故道适宜发展早中熟苹果品种优化组合

熟期 果色 品种
单果重

（克）

货架期

（天）

适宜发

展规模
果实主要性状

6/下-7/上 红 华丹 130 7～10 适量 着色鲜艳、肉质细脆

7/中下 绿黄 早翠绿 170 30 大量 果面洁净酸甜适口

7/下-8/上 红 华硕 250 20 适量 果实大、鲜艳

8/中下 红 红露 160 15 少量 果肉脆甜爽口

9/上中
绿 绿奥 250 20 大量 果实大、酸甜适口

红 新红星类 200 15 大量 全红、香味浓

9/中下 红 弘前富士等 260 30 大量 果实大、品质优

3、老果园郁闭改造，新建园矮密栽培

根据果园郁闭情况，酌情采用相应的逐年间伐、落头、提干、

主枝回缩、疏除层间大枝等措施进行改造。解决果园郁闭问题，改

善果园通风透光条件，严格疏花疏果，合理负载，提高优果率。对

树体病害严重、主枝大量缺少、经济效益不大的果园进行更新。

新建果园强化应用矮密集约栽培模式，选用 M9、M26 矮砧自根

苗或矮化中间砧优质大苗建园，株行距 2-2.5×4-4.5 米，双矮栽培

株行距 2×3.5-4 米，支架栽培，高纺锤形整形，下垂枝修剪。达到

3年结果、5年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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