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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苹果种植规模化发展，为了保证苹果的种植质量，则需
要注重加强苹果栽培管理，在实际的种植过程中，应当严格执行
苹果套袋栽培技术的优势，不但能够保证苹果外观的质量，而且
还有助于生产出高档无公害果品。在套袋栽培技术的实际应用过
程中，往往会出现诸多种植问题，如果不能够严格把控好当前这
些问题，将会对苹果种植造成较大的影响，难以保证苹果的总体
产量。

一、严格把握套袋时间、顺序
（一）严格把控套袋时间
针对苹果套袋时间而言，其主要根据苹果的苹果、树龄、

物候期及袋的类型而定。具体体现在：其一，套塑膜袋的时间，
通常控制在 10 ～ 30 天之间，其中在 5 月末结束。对于部分中熟
品种而言，其套袋时间为花后 10 ～ 15 天之间，对于乔纳金、
新红星等生理落果重的品种，套袋时间宜选择在二次生理落果
后；对于晚熟的品种而言，其套袋时间一般控制在 5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其二，纸袋时间：其时间主要在花后 40 ～ 60 天，幼果
横径为 1.5cm以上，果柄半木化时。其中北方的纸袋套袋时间为
6 月中旬至 6 月底。其三，当天套袋：最适宜的套袋时间为上午
8 ～ 11 时，下午 13 ～ 15 时，在实际的套袋过程中，尽可能地避
开三个阶段，即早晨露水未干、中午高温、傍晚返潮，并且阴雨
天不适合套袋。

（二）套袋顺序
当选择全套塑膜袋或纸袋套装时，应当预先进行树冠套装，

然后在进行树冠下部套装。先大的枝干套装，后小枝干套装，先
树冠内膛后外围顺序进行套装。在实际的套装过程中，如果选择
塑膜袋与纸袋混合进行套装时，此时宜按照先冠内、冠下果全部
使用塑膜袋进行套装，其中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套袋的时间越
早，其增产与防病的效果就会越佳。

二、强化套袋后期的果园管理
（一）适当浇水
在果园管理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把握好浇水的时期，具体主

要体现在：其一，在苹果套袋之前，由于土壤较为干燥，空气湿
度较低，此时需要对果园进行浇水，当完成浇水后再进行套袋。
其二，去袋前后需要浇水：选择在该时期进行浇水，其主要目的
是通过对果园进行浇水，能够降低果园内的气温及地温，为果实
着色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同时，还有助于促进果个增大。

（二）科学施肥
每年的 9 月下旬为使用基肥的时间，在基肥的施用过程中，

尽可能地将氮肥、磷肥、钾肥与有机肥进行结合，同时还需要严
格把控好施肥量。为了防止果实发生生理病害，例如痘斑病、苦
痘病等。在基肥的施用过程中，应当适当增加钙镁磷肥。针对部
分没有秋施基肥的果园而言，需要在果树发芽之前，施用适当的
果树专用肥或者优质的复合肥，通过保证足够的肥力，能够保证
叶面积有所扩大，以此来增强光合作用。7 月果实膨大期，按照
苹果种植技术要点，需要对果园进行施肥，该时期主要以磷肥和
钾肥为主，有助于果实着色。

（三）夏季修剪
在苹果栽培过程中，经常出现果实开裂现象，之所以出现这

一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树冠郁闭，光照条件不佳，导致冠内套
袋果病害较为严重。为了能够有效地抑制上述问题，保证果实的
品质。通常情况下，主要在 6—8 月对背上直立旺枝、外围过密枝
及时疏除或摘心，通过夏季修剪工作的开展，有助于内膛光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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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改善，与此同时还能够节约养分。
（四）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防治作为套袋后果园管理的重点，其中保叶工作为套

袋果园主要管理目的。在病虫害防治过程中，红蜘蛛、腐烂病、
蚜虫等为主要的病虫害。通常情况下，杀菌剂提倡 1 ∶ 2 ∶ 200
倍量式波尔多液、80％大生M-45 可湿性粉剂或 1.5％多抗霉素可
湿性粉剂交替使用；防治螨虫可交替使用 25％灭幼脲 2000 倍、
0.3％螨素乳油 2000 倍液。禁用含激素的膨大着色剂和污染果面
的药肥。

三、摘袋时间
在进行苹果袋摘除时，具体的摘袋时间根据不同品种而定。

如果摘袋时间过早，果实裸露的时间就会很长，导致果实色泽较
为灰暗，并且果实的外皮较为粗糙。同时还增加了轮纹病发生的
可能。如果摘袋时间较晚的情况下，果实风味较淡。根据相关实
践调查研究显示，根据品种及采收期确定摘袋的时间，中熟红
色品种，宜在采收前 15 ～ 20 天摘袋；晚熟红色品种，在采收前
20 ～ 25 天摘袋。需要全红果时，则应早摘，在采收前的 20 ～ 25
天摘袋；如需淡红的“水晶果”，则晚摘几天，可在采前 7 ～ 10
天摘袋。

四、摘袋后着色管理
当完成果实摘袋作业后，需要对果实进行着色管理，具体

主要包括：一是摘叶。摘除塑膜袋或纸袋后，需要及时清除掉果
实表面的叶子，这样有助于光照，为果实着色提供了保障。但需
要注意的是，当果实表面的叶子被清除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光合产物的产生，这对于果实增大造成较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
下，尽可能地保留大的功能叶。在实际的摘除过程中，其摘叶量
主要控制在 20％，树冠下透光量宜超过 30％。二是转果。当袋
子被摘除后的 5 ～ 7 天，此时需要做好转果工作，以促进果实着
色均匀。铺反光膜：通过当前这一操作环节，可以更好地增加光
照，使树冠内膛、下部果实尤其是萼洼及其周围充分着色。当摘
除套袋后，需要及时将银色反光膜或者果树专用膜及时铺设在树
盘下，其中反光率可达到 60％～ 70％。在果树专用膜进行铺设
之前，需要做好土地平整作业，及时清理掉土地上的杂物，保证
土地的整体清洁性。当完成铺膜作业后，需要定期对膜面进行清
扫，保证膜面的整体清洁性，这样才能够增强膜面的反光能力。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苹果种植的规模化发展，苹果产量及品

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则需要注重加强对苹
果种植管理。在苹果栽培管理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苹果套袋栽
培技术要点进行操作，必须保证各个种植环节的优化管理，为苹
果健康的生长提供重要的生长环境，以此来保证苹果的产量及品
质，促进苹果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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