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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分析了桃
、

油桃保护地栽培在陕西的优势
。

对树种和品种的要求特点和大棚种类结构特点 ;对陕西保

护地栽培区域进行了划分 ;提出了适宜栽培区域应选择的大棚种类和结构特点及适宜保护地栽培品种的特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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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桃
、

油桃保护地栽培在陕西省发展迅

速
,

全省面积已超过 13 3 h m
“ 。

几年来的发展表

明
,

桃
、

油桃保护地栽培在我省 已初具规模
,

成功

的范例有
,

但失败的也较多
,

相关栽培技术也不规

范 D一 3〕。

笔者对陕西桃
、

油桃保护地栽培进行了几

年的调查研究
,

现将结果予 以报道
。

1 桃
、

油桃是陕西保护地栽培很有

价值的树种之 一

1
.

1 保护地栽培对树种和品种的要求

一般认为
,

在设施中栽培的果树树种和品种

必须具有
:

果实成熟早的树种和这些树种的早熟

品种 ;果实不耐贮藏
、

季节差价大 ;树体矮化
,

不过

于高大
,

且树形紧凑
、

童期短
、

结果早
、

产量高需冷

量低 ;便于提早扣棚 〔卜 6〕。

符合这些要求的树种有

草葛
、

桃
、

油桃
、

杏
、

李
、

樱桃
、

葡萄等
。

1
.

2 桃
、

油桃在设施栽培中的优势及市场前景

桃
、

油桃完全具备以上条件
,

且树体生长快
,

一株芽苗春季栽植
,

加强 管理
,

秋季可长 出 Z m

左右的树冠
,

来年可开花结果
。

同时桃
、

油桃对多

效哇又非常敏感
,

能有效控制生长
,

促进花芽形

成
,

通过保护地栽培促早
,

可提前 30 ~ 40 d 成熟 ;

促迟
,

可延迟 10 ~ 30 d 成熟
,

灵活调节成熟期
.

延

长鲜果供应期
,

产量增加 40 写至 1 倍以上
,

单果

重及品质也有不同程度提高
,

效益增加几倍至几

十倍川 ; 因而桃
、

油桃是最有保护地栽培价值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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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之一
。

据统计
,

我国果树设施栽培中桃
、

油桃面 溉
、

交通
、

市场条件
,

而且更重要的是考虑当地的

积占 35 % ~ 38 写sj[ ;陕西近年来果树设施发展迅 气象条件是否适合保护地栽培
,

其中温度
、

光照
、

速
,

桃
、

油桃占栽培面积 60 % ~ 70 %以上
。

陕西 风雪是主要因子
。

实际上凡是能满足早熟品种的

桃
、

油桃保护地栽培既能满足本省需求
,

又能远销 需寒量的地区均可进行桃
、

油桃保护地的栽培 ;需

保护地栽培相对滞后的西南
、

西北其它他省份
。

保 寒量是指打破落叶果树 自然休眠所需要的有效低

护地栽培桃
、

油桃成熟期在 4~ 5 月份
,

甚至更早
,

温 时数
,

一般按 0一 7
.

2 ℃的小时数表示
,

低于

此时正是水果供应的淡季
,

其他设施栽培的水果 。℃或高于 7
.

2℃对破除休眠无效 l0[
·

“ 〕
。

相对价格较高
,

品种也较少阂 ;因此桃
、

油桃在陕

西保护地栽培前景广阔
,

在发展中应注意利用这

一优势
。

2 延安以南渭河以北是陕西桃
、

油

桃保护地栽培的优势区

保护地栽培园地的选择不但要考虑土壤
、

灌

表 1 陕西不同地区气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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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看出
,

安康冬季平均气温低于 7
.

2℃

的初 日大约为 12 月 1 日
,

高于 O℃的初日为 1 月

1 0 日 ;这段时间内气温有时高于 7
.

2℃有时低于

O℃
,

而桃
、

油桃一般品种需寒量在 700 h 以上
,

一

些从国外引进品种如五月火等在 500 ~ 600 h 左

右
,

但至少也在 s oo h 以上
,

桃的 自然休眠在 2 月

上旬以后
,

而这时大 田温度也已回升
,

因而在安康

桃
、

油桃没有保护地栽培的价值
。

同样在西安低于

7
.

2℃初 日大约为 n 月 5 日
,

高于 0℃为 12 月 巧

日
,

西安打破桃的自然休眠 日大约在 12 月底 ;而

在延安低于 7
.

2℃初 日为 10 月 18 日
,

打破休眠

日大约在 12 月上中旬 ;打破休眠延安最早
,

西安

其次
,

安康最晚
。

许多研究报道表明纬度在 33 ℃

以北 的地区和年均气温低于 15 ℃的地区均可进

行桃
、

油桃的保护地栽培
,

且由南向北优势逐渐增

强
,

可早罩棚
、

早成熟
、

早上市l0[ 〕 ;
这和笔者对陕

西各地区保护地栽培优势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

因而陕西省桃
、

油桃保护地栽培区域可划分 4 个

地区 (图 1 )
:

( l) 延安以南渭河以北地区为保护地

栽培的优势区域
,

可规模发展
,

形成基地向外销

运
,

这一区域秋季温度较低
,

果树能提早休眠 ;冬

季以晴天为主
,

有利于棚内温度的回升
,

提早打破

休眠
、

开花
、

结果
。

(2 )渭河流域关中地区及渭河以

南秦岭以北地区为适宜发展区域
,

优势不如延安

以南渭河以北地区 ;这一区域秋季温度较高
,

冬季

常阴天大雾 ;果树休眠
、

打破休眠
、

开花
、

结果较上

一区域较晚
,

因而优势不明显
。

(3 )延安以北地区

冬季早春过于寒冷应慎重考虑
,

特别是大风 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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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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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不宜发展 ; 为限制发展区域
。

( ) 4陕南地区由于

气温高
,

打破休眠晚
,

成熟期上不具有优势 ;可适

量发展
,

以满足本地消费为主
,

为选择发展区域
。

桃喜光
、

怕风
、

怕涝
,

因而具体选址时一定要

选在向阳背风大雨年份不积水的沙壤地块
,

且园

周围无树木
、

建筑物等遮光
,

远离污染区
,

灌溉条

件方便 [`幻
。

图 1 陕西省桃
、

油桃区划图
F 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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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当地实际选择适合的设施结

构

据笔者调查
,

陕西生产上目前桃
、

油桃保护地

大棚设施可分为全 日光温 室
、

圆拱式大棚和改良

圆拱式大棚 3 种类型山〕 ,

各具优缺点
,

不 同地区

可根据当地气象
、

地理条件选择适合本地区的设

施结构
。

3
.

1 全日光温室

通常采用拱圆式屋面
,

短后坡
、

北后墙
、

东西

侧墙的结构
,

坐北朝南
,

东西延伸建造
。

结构
:

跨度 7~ g m
,

长度 5 0~ g o m
,

顶高 3
.

2

m
,

墙厚度一般在北纬 35
。

地区 60
。 m 左右

,

北纬

3 8
0

~ 4 0
0

地区以 8 0~ 1 5 0 。 m 为好
。

材料
:
最好钢

管骨架
、

砖墙
。

其它如水泥架
、

竹杆架和土墙也可

以
。

适应地区
:

①关中北部和陕北及风害较大地
区 ;②东西向果园

。

建棚时间
:

油桃苗木定植前建

棚
。

优点
:

①保温性能好 ;②温度易于控制和调节 ;

③防风 ; ④果实成熟早
、

上市早
。

缺点
:

①土地浪费

大
,

温室间有一定间距
,

加上后墙
,

实际 667 h m ,

地仅利用 26 7~ 3 34 m Z ;②通风透光差
,

特别是采

后围墙通风不畅 ;③园地走向只能东西向
,

南北向

不适合
。

3
.

2 圆拱式大棚

结构
:

跨度 g m 左右
,

长库 60 一 90 m
,

顶高

3
.

Z m
,

通风 口在棚面 1
.

s m 处
。

为了提高棚内温

度
,

一般在棚内架设一层 内膜
,

内外膜间距 50 ~

6 0 c m
。

材料
:

最好钢管骨架
、

砖墙
。

其它如水泥架
、

竹杆架
、

土墙等简易材料也可 以
。

适应地区
:

①关

中南部和陕南地区 ;②南北
、

东西向均可
,

以南北

走向为好
。

建棚时间
:

油桃树花芽形成后 n ~ 12

月进行
。

优点
:

①通风透光
,

特别是果实采收后通

透性更强 ; ②棚向可不受限制
,

南北
、

东西走向均

可以 ;③节约土地
,

也可搞连栋式大棚
。

缺点
:

①保

温性能差 ; ②温度调控较难 ; ③受风害影响大 ;④

果实成熟期比温室晚
。

3
.

3 改良回拱式大棚

圆拱式大棚中央架一行楼板
,

其上可放置草

帘
,

可以行人
,

在低温情况下
,

可覆盖草帘
。

结构
:

跨度 9~ 1 2 m
,

长度 6 0~ 9 0 m
,

顶高 3
.

s m
,

通风

口高 1
.

s m
。

材料
:

钢管
、

砖墙
、

楼板
,

也可用水泥

弓形架等
,

不用内膜
,

但必须配草帘
。

建棚时间
:

油

桃苗木栽植前建棚
。

优缺点
:

兼顾了温室和圆拱式

大棚的优点
,

但保温性能比不上温室
,

果实成熟期

也较温室晚
,

比大棚早
,

通透性不 比大棚
,

成本较

高
。

以上介绍的 3 种保护地结构可根据各地气候

情况选用
,

也可在同一地区采用不同结构
,

栽植同

一品种使成熟期叉开
,

延长上市期
。

实际应用时也

可根据当地情况对 3 类结构进行适当的改造
。

如

温室在不十分寒冷地区
,

可以不建东西两边土墙
,

通风透光性能得到改善 ; 圆拱式大棚在风大的地

区也可用草帘围盖
。

4 选育新优 品种
、

加快品种更新步

伐

品种选择是前提和成败的关键
。

要考虑成熟

期
、

产量
、

品质
、

需冷量等综合因素
。

原则上保护地

栽培应在露地桃 (包括本地和南方地区 )上市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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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
,

才有明显的优势
。

在关中地区
,

可选用果实

发育期在 75 d 以内
,

休眠期的需冷量在 s oo h 以

下的优良品种
,

具体应根据市场
、

消费习惯等确

定
。

只有满足了品种需冷量后罩棚
,

才能正常开花

和结果
,

否则即使罩棚提高温度也不能正常地萌

芽
、

开花和结果 [ ,
·

`〕 。

4
.

1 现有品种及其缺陷

陕西省近年来引种试栽的油桃品种有曙光
、

华光
、

艳光
、

早红珠
、

早红霞
、

丹墨
、

五月火
、

早红 2

号等
.

,

桃品种有秦蜜
、

早霞露
、

秦蜜露
、

雨花露等
。

试验结果表明
:

华光早果性好
,

丰产
,

风味佳
,

缺点

是有轻微裂果现象 ; 曙光着色和贮运性较好
,

黄

肉
,

味偏酸 ;艳光果个大
,

丰产
,

熟期比华光晚 3~

4 d
,

幼树生长较旺
,

对 P P 33 3
不敏感 ;早红珠果个

略小 ; 五月火
、

早红 2 号黄肉
,

偏酸
。

这些品种的普

遍缺点是果个小
、

风味淡
、

需寒量大 ;耐弱光性差
、

光合效率低 ;树体过于高大
,

矮化性差
,

树体较难

控制
。

因而急需适合保护地栽培的新品种更新换

代
。

4
.

2 适合保护地栽培的新品种

我国桃育种者经过多年的努力
,

培育出一些

较有推广价值的保护地栽培品种
,

如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园艺学院桃课题组培育的秦光 3 号
、

4 号
、

5 号和 6 号
,

这些 品种熟期较早
,

果个普遍较大
,

风味较浓
,

是保护地栽培发展的优良品种
。

郑州果

树研究所培育的中油 5 号
、

千年红
、

双喜红等
,

北

京林业果树研究所培育的丽春
、

早美 ;都可能在未

来几年保护地栽培中成为较好的品种
。

5 采用合理 密度
、

进行科学建园和

管理

5
.

1 注意合理建园密度

保护地采用高密栽培
,

常用株行距为 1
.

o m

X l
.

s m 以及 1
.

2 m X I
.

s m 和 1
.

5 m X 2
.

0 m
,

具体应根据地力
、

管理水平
、

整形方式等确定
。

也

可与其它果树间作套种
,

目前陕西省最常见的是

在 1
.

0 m x l
.

s m 或 1
.

o m x Z
.

o m 行间套 2 行

草毒
。

5
.

2 栽植

定植前挖 50
c m X 50 c m 条沟

,

施人足量有机

肥
。

芽苗和成品苗均可栽植
,

如用成苗
,

苗木不能

过大
。

栽植以秋冬为好
,

也可在萌芽前春季栽植
。

栽 后 及 时 整 形
,

除 萌 孽
,

加 强 肥 水
,

加 速 生

长 [ , `
,

” ]
,

主干枝 6 0 c m 左右时分枝
,

分枝 (二次枝 )

长到 25
。m 时

,

留距地面 40
。
m 处东西向各一旺

枝不动
,

其余分枝均摘心
,

促发 3 次枝
。

6 月底至 7

月上中旬待 3 次枝新梢长到 25
c m 左右时

,

喷施

1 5%多效哇 10 0一 200 倍液
,

一周后再喷第 2 次
,

当年即可形成花芽
,

冬季就可罩棚开花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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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 张满让等
:

陕西省桃
、

油桃保护地栽培的思考

5
.

3适时罩棚

罩棚时间可根据当地气候条件
、

品种需冷量

和棚保温性能确定
。

关中地区一般在 1 2月底至 1

月 20日前后 品种需冷量小
,

纬度越高
,

棚保温性

能越好
,

罩棚时间可以提早
。

如条件允许
,

也可人

工打破休眠
,

提早上市
。

6 小结

6
.

1 桃
、

油桃是陕西保护地栽培很有价值的树种

之一
,

但生产上问题较多
,

应加强保护地栽培技术

的研究和对生产的指导
。

6
.

2 延安以南渭河以北为桃
、

油桃保护地栽培的

优势区
,

渭河流域关中地区为适生区
,

陕南地区为

选择发展区
,

延安 以北为限制发展区
。

6
.

3 不同地区应根据气候特点选择适宜的设施

结构
,

也可对几种设施结构进行改造
,

以适应生产

的要求
。

6
.

4 品种 的选择应根据品种成熟期
、

需寒量
、

品

质
、

产量
、

矮化程度
、

树形紧凑程度
、

光合效率及市

场需求情况等综合因素而确定 ls[
,

’

火 目前市场上

保护地栽培品种各具有缺点
,

进行更新换代
,

缺少

真正适合保护地栽培的特色品种
,

因而加强保护

地栽培品种培育是其关键所在
。

6
.

5 保护地栽培的管理是形成产量
、

品质的关键

因素
,

因而苗木 的定植
、

肥水管理
、

树体控制及修

剪在建园后对形成优质
、

高产十分重要 ;科学精细

管理必然产生 良好的经济效益 ;盲目粗放的管理

必然效益低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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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村试验基点工作简介

甘肃农科院坚持每年设立农村试验基点 35 个左右
,

常年驻点人员近 200 人
,

大多数基点已成为依

靠科技解决温饱
、

脱贫致富的样板
。

如镇原试验区近三年示范推广面积达 369 万亩
,

2 000 年粮食单产
、

人均产粮和人均纯收人较其它乡镇分别提高 11
.

3%
、

10
.

41 %
、

8
.

33 写
。

会川马铃薯育种基点
,

每年向周

边省份和地县调种约 10 万公斤
,

并且带动了渭源县乃至定西地区马铃薯产业的快速发展
。

使农村试验

基点成为具有科技研究
、

技术推广
、

技术培训和新成果
、

新技术
、

新产品展示等综合功能的农科阵地
。

定

西试验站和武威试验点于 2 0 0 0 年分别被中国农学会评为全国科教兴村试点工作先进单位
。

(酉北农业学报编辑部摘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