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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
ZHONGZHI

伴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农产品的市场发展的越发广
阔，导致农产品的竞争在国内外也越发激烈。位于新疆维吾尔族
西南部的喀什地区，自然气候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地处
三面环山沙漠边缘，常年处于降雨稀少、气候干热、年度温差较
大、冬季较为干冷，而西梅属于耐旱、抗寒、适应性强、耐瘠薄
的植物，在喀什地区进行栽培较为合适。

一、果园建设
（一）果园划分
西梅的种植最好在平原，但需要注意的是，有风口的地方不

要种植，最好在深厚的土壤地进行种植，才不会导致土壤黏重、
板结，尤其是在沙壤土或疏松透气的土壤进行种植是最好的选
择，也不可以在沙子土里面种植。合理地建设果园、合理地进行
规划，要做到经济利用土地，并且还要对长远的规划进行考虑。

（二）果园的防护
由于喀什地区的自然环境比较干燥，冬季较为寒冷，并且一

些地区的风沙较大较多，因此在建设果园时，需要四周设置防护
网以及防护林。建设防护林的目的主要是可以防止风沙的入侵，
将风速降到最低以保持水土水源，从而加以改善气候条件，减少
风沙，冻害等现象发生，并且可以更好地调节空气和土壤的温度
以及湿度，有效地改善了果园的生态条件，同时使果园更好的健
康发展。而设置防护网主要是为了避免野生动物的入侵，而对果
园而产生不必要的迫害，造成一系列的经济损失。

（三）合理规划排灌系统
在喀什地区对于果树的灌溉，主要是以漫灌以及滴灌为主，

来保持果园的自然生长环境，在进行漫灌时，需要水渠设立在位
于果园地势较高的一侧，方便进行漫灌时，及时排水和顺高度差
进水；用滴灌设施进行供给时，需要同时将肥料与水分进行供
给，主要特点是省工、高效、节约水源。灌溉的整体组成，分
为过滤器、水泵、流量调节器、压力调节泵、输水管道以及滴头
等，此方式较为方便且效率较高。

二、培育幼植
在我国目前西梅的品种大多是从国外引进来的，主要针对

喀什地区的自然环境进行选种，初步筛选种子主要是选择核壳坚
硬、外表鲜亮种仁饱满且充分成熟的种核，将选好的种子进行基
层处理和清水浸泡。在西梅幼植定植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是在
其生长地上进行植株，将其修剪成便于管理的形状，并且对生长
极为有利的树形，例如自然开心形，自然圆头形和细长坊锥形。
在离地 1.3m左右进行定主，并将主枝短截留出 3 ～ 4 个，后期生
长的要逐级留枝，其余的剪掉即可，接下来就是灌溉土壤给予足
够的水分促进其茁壮生长。

三、西梅修剪
在西梅的幼树期、盛果期和衰老期要按照树体的每一期生长

状态进行整形修剪。并同时做好精心呵护，抓住每一期的修剪形
态。

（一）幼树期
在西梅的幼树期主要对塑形进行修剪，以及培养修剪与整形

同时进行，包括结果枝、辅养枝、主枝、主干等都要进行修剪。
在夏季时修剪应采用拿枝、摘心、拉枝、疏枝和扭梢等方法来进
行整体的整形修剪；在冬季时修剪应采用疏枝，拉枝，回缩以及
短截等方式。

（二）盛果期
在西梅的盛果期，要以生殖生长和塑体营养生长进行主要的

调解修剪，对树体的旺长进行控制，将生长过旺的枝剪掉，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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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在运输过程中也非常的耐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产业栽培西梅，西梅产业也无限的发展壮大，但西梅的栽培也需要精心呵护，例如定期进行整形修

剪、预防病虫害、苗木繁育等技术，本文就喀什地区西梅栽培技术要点进行了一系列的解析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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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保留，主要将幼果树枝进行培养，也避免产生大小年的现象，
同时还要将树体内的枝条分布空间进行调解将竞争枝、部分弱枝
以及重叠枝进行去除，要做到主次明确，并且将枝体内膛以及下
层的基本光照条件加以改善。

（三）衰老期
在西梅的衰老期进行重复修剪，将重叠枝、衰老枝、病虫枝

以及过密枝进行去除，进而保证树棠的透光通风条件，主要为了
培育新的结果枝组和骨干枝，整体更新树冠。除此方法也可以将
树枝头部嫁接成新的品种进行换头，为果园整体更新换种。

四、土肥水的管理
在栽植幼树后，应在每年的秋季施肥进行耕翻改土，在树

植与树植之间可以种植野生绒毛豌豆和黑麦草等绿植，来对果园
的气候加以改善，保持水分，从而将土壤间的生物量进行增加，
施肥主要是以农家肥为主，每年秋季采果后进行施肥灌水，次数
需保持每年五到七次，大多要以结果后进行施肥灌溉，灌溉时期
主要在花前期、初花期、花后期、初果期、果实膨胀的中期及后
期、果实采摘后期。要抓好每一时期的灌溉施肥，才可以更好地
培养树植，结出上好的果实。

五、防治病虫害
西梅的整体素质较为强健，因此发生病虫害的概率较低，主

要虫害为桃小食心虫，若想防治该病虫。可以进行测报桃小性诱
剂，病虫害较为严重时，可以喷洒 1500 ～ 2000 倍桃小灵液进行
防治。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喷药时主要以果实萼注处进行喷药。
第一次喷药的最佳时间在五到六月中旬，此间着重喷洒地面，将
幼虫进行杀害；而第二次喷洒的最佳时间则在七月的上旬，主要
以果实为主，将初孵幼虫以及低卵进行第一杀灭。防治病虫害主
要是以预防为主，进行综合防治。防治措施，主要以减少有毒的
农药而对果品产生的影响，以生物防治为主要核心，以农业防治
为根本，对病虫害的发生进行有效控制，减少农药的喷洒，为人
们培育健康营养的果实。

六、结束语
西梅作为我国热点的农产品，若想使企业带来更有有效地收

益，需要精心呵护培养，在农产品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
我们更应将西梅的种植发展更好地利用农业产业结构的特色资源
优势，壮大西梅产业的发展，将农业产业的结构和政策新趋势有
效地顺应。不仅能够得到巨大的收益，同时还可以促进我国农业
的发展振兴农村经济，为我国的脱贫致富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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