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 农家科技 农家科技 79

种 植
ZHONGZHI

本文对榆林南部山区苹果树整形修剪技术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进行有效的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建议以供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目标树形不明确，树形选配不合理；主干较低，冠下侧生枝

过多且强，中心干优势不明显；侧生枝处理不当，枝级差（粗度
比）和分枝角度偏小，轮生、对生、重叠和并生枝普遍存在；而
急于控势促花要产量，直接影响着树形培养、枝量增加，也推迟
了丰产高产期；冬剪甩放的营养枝偏多，春季刻芽抹芽较少、夏
剪捋枝拉枝较晚，以上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苹果树早成形、早丰
产、早受益。

二、目标要求
干高：矮化果园 0.8m左右，乔化果园 1.3 ～ 1.5m ；树高：矮

化果园不超行距，乔化果园为行距的 50% ～ 75% ；树冠覆盖率：
一般为 70% ～ 75% ；行间距离：1.5m以上，株间基本不交接。
亩留枝量：6 万～ 9 万个；营养枝、结果枝比：3 ～ 4 ∶ 1 ；长、
中、短枝比例为 5 ∶ 20 ～ 25 ∶ 70 ～ 75 ；叶面积系数：达到
2.5 ～ 3.0 ；夏季百叶鲜重：发育枝 120g以上，叶丛枝 90g以上；
产量：初果园 300～1000kg亩，成龄园 2000～4000kg/亩；品质：
商品果率 90%以上，其中特、一级果率占 50%以上。

三、培养合理树体结构，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调整群体与个体关系，调节生长与结果矛盾。抬高主干，

加强中干；控制树高，缩小冠幅；减少大枝，增加小枝；加大角
度，调整方位；减少级次，加大级差。骨干枝单轴直线延伸，插
空选留，螺旋排列，不竞争、不轮生、不对生、不重叠、不交
叉；结果枝组大、中、小型相间，平、斜、垂共生，松散、均匀
分布。

四、结果枝组培养、复壮与更新
（一）枝组的配置与要求
充分占布空间，通风透光良好，生长结果协调；呈现单轴、

细长、下垂、松散状态；做到大、中、小型结合，侧、斜、垂分
布；位于冠下部大型枝组的下垂枝稍距地面须保持 30cm以上；

矮化密植（短枝型）果园，冠上以小型枝组为主，冠中、下
部以中型枝组为主，小型枝组为辅。

乔化稀植果园，应以大、中型枝组为主，小型枝组为辅；冠
上、冠外以小型枝组为主，中型枝组为辅；冠下、冠内以大、中
型枝组为主，小型枝组为辅；骨干枝后部以中型枝组为主，小型
枝组为辅；中部以大型枝组为主，中型为辅；前部以小型枝组为
主。另外，也可在大、中型枝组之间配置 1 ～ 2 个小型枝组，以
增加结果单位。

（二）枝组培养方法
先放后缓枝组培养法。萌芽前，在需要培养枝组的光秃部位

选侧生芽重刻，促生抽枝；对促生或自生的强旺新枝视其长度和
培养枝组类型，在当年初秋或翌春末采取“一捋、二拉、三缓”
或“一捋、二曲、三缓”方法，变向缓势促花结果；第二年冬保
留中、短枝，疏除或缩剪强旺枝，缓放中庸枝，交替结果。

单轴羽状枝组培养法。萌芽前，对小主枝上需配置枝组的光
秃部位侧生芽或衰老枝组的基部隐芽刻伤促枝；秋梢旺长期，将
促生或自生的强旺枝视其长度和培养枝组类型采取先揉捋，再拉
至 100°～ 110°，冬剪甩放；第二年萌芽后，对甩放枝轻短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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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势强者在秋梢饱满芽处）；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当羽状枝长
到 10 ～ 20cm且已停长的缓放；对 30cm以内羽状枝，且未停长的
应在枝轴上分道环切；疏除 30cm以上未停长的羽状旺长枝。8 月
下旬至 9 月上旬，再疏除枝组上的竞争枝、并生枝。第 3 年萌芽
后，对中、上（前）部主轴上的长果枝、中庸枝剪破顶芽促生中
短枝，培养成单轴羽状结果枝组。

（三）不同树龄时期结果枝组选培
实行动态管理，即每年应对树体各部位的枝组培养、复壮、

更新一部分，努力做到“树老枝不老”，枝组健壮丰满，优质丰
产稳产。

乔化果园。初果期—盛果初期（5 ～ 10 年生），在主枝两侧
选配侧下枝组为主（开张角度 110°～ 130°），侧生、背下枝
组为辅。侧生发育枝宜采取“去强留弱、去长留短、去大留小”
的方法培养枝组，即保留 10 ～ 20cm中庸枝，疏除 30cm以上发
育枝，疏枝时须剪留斜桩，利于促生中庸枝，并降低枝位。盛果
期（11 ～ 20 年生），在主枝两侧选配以侧生枝组为主（90°左
右），侧下枝组为辅，疏除背下枝组。对保留的枝组宜采取“去
老留新、去弱留强、去短留长”进行更新复壮，具体做法：A.对
枝组延长枝头选用强枝带头；对枝组上的侧生、羽状枝疏除衰
弱的，保留中庸的，复壮枝组；B.充分利用骨干枝上较强旺的侧
生、侧上发育枝，采取先揉捋后压拉方法，变向缓势，促花培养
枝组；C.萌芽前，在原结果枝组基部选择背上或侧生芽刻伤促生
新枝，第 2 年春梢旺长后期或秋梢旺长期采取揉、捋、拉、别方
法，缓势促花，更新枝组。还可利用冬剪保留的无病毒营养枝于
春季花期采用“贴腹接”方法在骨干枝上缺小枝的部位插接，增
加枝量，提高产量。盛果后期—衰老期（21 年生以上），在主枝
两侧培养以侧上枝组为主（开张 75°左右），侧生枝组为辅。宜
采取：选用背上、侧上的隐芽进行刻芽促枝，对促生或自生的强
旺新枝在春梢旺长后期（5 月下至 6 月初）采取先揉捋、后压拉
方法，变向缓势，促花结果，培养新的枝组；对原枝组选择强旺
营养枝带头，并回缩原枝头，疏除部分衰弱果枝，保留中庸枝进
行复壮。

矮化果园。矮化果园（5 月下至 6 月初）在中心干或原中、
小型枝组基部，利用自生或促生的中庸、较强旺新枝，采取先揉
捋，后压拉方法，变向缓势，促花结果，更新枝组。

五、结束语
陕西省榆林是苹果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它的自然地理环境

非常适合苹果的种植，市场前景非常好，苹果树整形修剪技术的
规范可以有效提高种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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