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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红梅杏典型栽培区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调查分析
杨凯齐１，武东波２，王 玮２，郑纪勇３，白岗栓３，马章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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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宁南红梅杏典型栽培区的红梅 杏 产 量 低，抗 霜 冻 能 力 差 等 问 题，采 用 现 场 调 查 与 室 内 分 析 相 结 合，从 晚

霜危害、水肥管理、整形修剪及病、虫、啮齿动物危害４个方面调查，分析了当前生产中的制约因素及存在问题。结果

表明：宁南红梅杏典型栽培区晚霜危害频繁，是导致目前该地区经常性大面积减产或绝收最直接的外在原因；而水肥

管理缺失，未进行整形修剪，树体自然生长，造成树势衰弱、结果枝组老化，抗逆性差，坐果率低，是导致红梅杏年年减

产或绝产的主要内因。宁南红梅杏典型栽培区红梅杏园病害、啮齿动物危害较轻，但食心虫危害相对严重。为了促进

宁南红梅杏典型栽培区的红梅杏生产，在综合考虑当地气候资源与水资源的基础上建议如下：（１）宁南红梅杏典型栽

培区霜冻频发，红梅杏建园时应选择小地形、小气候，建立防护林，尽量避免、减轻霜冻；霜冻发生时综合利用覆盖、灌

水、喷水、熏烟、喷施抗寒物质等措施降低霜冻危害。（２）加强杏园水肥 管 理，增 壮 杏 树 长 势，提 高 杏 树 抗 逆 能 力。有

灌溉条件的应适时灌溉，无灌溉条件的应进 行 园 地 整 治，汇 集 自 然 降 水，提 高 土 壤 水 分，同 时 铺 设 地 布 减 少 土 壤 水 分

蒸发；对于土壤水分亏缺严重的杏园应适量 间 伐，减 少 土 壤 水 分 消 耗；萌 芽 时 追 施 含 氮 量 高 的 复 合 肥，果 实 采 收 后 增

施有机肥，提高土壤肥力。（３）强化杏树整形与修剪，应根据树龄、树势、栽植密度等，积极开展整形修剪，促进树体生

长健壮，提高果实产量及品质。（４）积极开展食心虫的预测预报，综合防治食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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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ｏｎｇｍｅｉ　ａｐｒｉｃｏｔ；ｆｒｏｓｔ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ｓｐｒｉｎｇ；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ｕｎｉｎｇ；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ａｐｒｉｃｏｔ　ｆｒｕｉｔ　ｂｏｒｅｒ

　　宁南红梅杏典型栽培区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年
日照时数长，气温日较差大，有利于果实糖分的积累，
形成高品质果实。宁南红梅杏典型栽培区的红梅杏

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先后从陕西和新疆引入的礼泉梅

杏（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ａｍ　ｃｖ．Ｌｉｑｕａｎｍｅｉｘｉｎｇ）和

新疆 杏［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Ｌ．）Ｌａｍ　ｃｖ．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ｘｉｎｇ］的统称，经过３０多年的栽培与发展，已成为宁

南山区固原市原州区、彭阳县等地的特色产业［１］。宁

南山区支柱产业少，“贫瘠甲天下”，为典型的老少边

穷地区，红梅杏耐旱、耐寒、耐瘠薄，果实色泽鲜艳，风
味酸甜，较其他品种贮运性强，为宁南山区脱贫致富、
生态环境建 设 提 供 了 支 撑，促 进 了 宁 南 山 区 社 会 经

济、生态环 境 的 健 康 发 展［２］。２０１４年 为 了 增 加 宁 南

山区固原市林业特色产业建设规模，进一步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实现林业增效、农民增收，红梅杏的栽植面

积在逐渐增加［３］。截至２０１８年，固原市 共 栽 植 红 梅

杏３　３００ｈｍ２，其中原州区栽植１　６６６．６７ｈｍ２，产量达

到１５　０００ｋｇ／ｈｍ２，经济效益达到２４０　０００～３００　０００
元／ｈｍ２。但近些年来宁南红梅杏典型栽培区晚霜频

发导致红梅杏年年减产或绝收，大大降低了杏园的经

济收入，不利于宁南山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生态

环境建设。为了促进宁南山区红梅杏生产，本文在宁

南红梅杏典型栽培区的固原市河川乡上黄村，在对当

地近２０ａ霜冻 灾 害 发 生 特 征 研 究 的 基 础 上，采 用 调

查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当前红梅杏生产中存在

的问题，并寻求相应的解决对策。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本调查研究 于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０１９年７月 在 宁

夏自治区固 原 市 原 州 区 上 黄 试 验 站 进 行，上 黄 试 验

站位于原 州 区 河 川 乡 上 黄 村，１０６°２６′—１０６°３０′Ｅ，

３５．５９°５９′—３６°０２′Ｎ，冬春季干旱少雨，夏 秋 季 多 雨，
且多暴雨及冰雹，为温带季 风 半 干 旱 区，１９８３—２００６
年，年最大降雨量为６３４．７ｍｍ，最小为２５９．９ｍｍ，平
均为４１２．９ｍｍ，降 水 量 年 际 变 化 率 为２４．６％；年 内

６—９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７３．７％，无 霜 期１５２ｄ。
上黄村是宁南山区栽植红梅杏最早村庄之一，是宁南

山区红梅 杏 生 产 的 示 范 区。上 黄 村 耕 地 坡 度１０°～
２５°，海拔 高 度１　５３０～１　８２０ｍ，土 地 总 面 积７．６１
ｋｍ２，年总辐射５　３４２ＭＪ／ｍ２，年 均 气 温６．９℃，最 低

气温－２４．１℃，土 壤 为 黄 土 母 质 发 育 的 淡 黑 垆 土、黄

绵 土，土 壤 容 重１．２０ｇ／ｃｍ３，田 间 持 水 量１９％，凋

萎系数５％［４－５］。

１．２　调查研究内容与调查、测试方法

１．２．１　晚霜对红梅杏的危害　根据固原市原州区上

黄试验站的气象 站 监 测 资 料，检 索 近２０ａ来 每 年 晚

霜发生日期及最低温度，走访当地２０～３０名杏农，调
查每年晚霜对红梅杏的危害状况。

危害程度以无霜冻年份的产量为１００％，因晚霜

减产１０％～２０％为危害较轻，减产２０％～４０％为危

害中等，减 产４０％～６０％为 危 害 严 重，减 产６０％～
８０％为危害极重；减产８０％～１００％为危害剧烈。

１．２．２　土壤水肥调查及测定　红梅杏萌芽期，以农田

为对照，选择株行距３ｍ×４ｍ的雨养红梅杏园３个，每
个杏园面积在０．４～０．６ｈｍ２（树龄１２ａ左右），在每个杏

园随机选择３棵树，每棵树树冠外围向内２０—３０ｃｍ处，
随机选择３点采样，调查红梅杏园０—４００ｃｍ土壤水分，
并且在树干到树冠外围投影的中部，随机选择３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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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调查红梅杏园０—６０ｃｍ养分状况。烘干法（１０５℃）
测定土壤水分含量。土壤有机质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

全氮用半微量开氏法，全磷用ＮａＯＨ熔融，钼锑抗比色

法，全钾用ＮａＯＨ 熔 融，火 焰 光 度 法，碱 解 氮 用 碱 解

扩散法，速效磷用０．５ｍｏｌ／Ｌ　ＮａＨＣＯ３法，速效钾 用

ＮＨ４ＯＡｃ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６］。

１．２．３　不同 树 形、树 势 开 花 结 果 状 况　在 同 一 杏 园

（面积０．６ｈｍ２）随机选择已结果多年的（树龄１２ａ左

右）自然圆头形（未经过整形修剪）、自然开心形（仅有

整形，未经过修剪）和开心形（经过整形修剪）各５株

并进行标记，每颗树各标记３个主枝，萌芽期调查树

冠内膛和树冠外围长结果枝（长度＞３０ｃｍ）、中结果

枝（３０ｃｍ≥长度＞１５ｃｍ）、短 结 果 枝（１５ｃｍ≥长 度

＞５ｃｍ）和花束状结果枝（长度≤５ｃｍ）的比例，开花

期调查树冠外围和树冠内膛完全花（雌蕊长度≥雄蕊

长度）的比例，生理落果结束后调查坐果率。同时调

查不同树形树冠内膛、树冠外围不同结果枝的寿命。

在４个 长 势 不 同 的 杏 园（树 龄１２ａ左 右，面 积

０．３～０．５ｈｍ２）分 别 随 机 选 择 树 势 强（长 结 果 枝 比 例

＞１０％）、树势中等（长结果枝比例为５％～１０％）、树

势偏弱（长结果枝比例１％～５％）和树势弱（长结 果

枝比例＜１％）的树各５株并进行标记，每颗树各标记

３个主枝，萌芽期调查长结果枝、中结果枝、短结果枝

和花束状结果枝的比例，开花期调查完全花的比例，
生理落果结束后调查坐果率。采收期调查不同树势

的果实产量。

１．２．４　病、虫、啮 齿 动 物 对 红 梅 杏 的 危 害　从２０１８
年杏树萌芽至２０１９年杏果实收获，在６个不同树龄

的杏园（面积０．１～１．５ｈｍ２）调查红梅杏园的病害、虫
害及啮齿动物危害种类。因病、虫、啮齿动物等危害

而减产或树体 生 长 减 少１０％～２０％为 危 害 较 轻，减

产或树体生长 减 少２０％～４０％为 危 害 中 等，减 产 或

树体生长减少４０％～６０％为 危 害 严 重，减 产 或 树 体

生长减少６０％～８０％为 危 害 极 重；减 产 或 树 体 生 长

减少８０％～１００％甚 至 死 亡 为 危 害 剧 烈。并 对 主 要

危害种类进行专项调查并提出防控措施。

１．３　数据分析

所有试验数据均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与ＳＰＳＳ　２１．００
软件进行处理与分析。

２　宁南山区红梅杏生产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２．１　春季晚霜发生频繁，升降温迅速

根据多年的经验及张磊［７］、唐晶［８］等对宁夏霜冻

规律的分析，宁南山区春季晚霜发生频繁，素称“十年

九冻”。每年３月 上 旬—５月 中 旬，也 就 是 惊 蛰 至 农

历４月８日前后，每隔１周左右，就会有一股冷空气

侵入，气温急剧下降８℃左右，影响１～２ｄ，冷空气过

后气温则迅速回升，出现反复波动，持续的时间和强

度各不相同［９］。“四月八，黑 霜 杀”，晚 霜 不 仅 造 成 红

梅杏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而且严重挫伤了农民管护

的积极性，导致杏园管理粗放，商品果率大幅度下降。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这２０ａ间，宁南

山区固原市原州区晚霜危害最早结束于４月２６日，最晚

结束于５月１９日。红梅杏开花坐果期在４月１—１０日

左右，每年都会遭遇到晚霜危害。２０１８年４月６日晚冷

空气入境，次日最低温度达到－１０．３℃，导致正在开放的

红梅杏花朵全部冻死，造成绝收。－６℃左右是红梅杏

可以抵御的最低 温 度，近２０ａ中４月 最 低 温 度 高 于

－６℃的晚霜发生概率高于５０％。
表１　固原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霜冻情况

年份
最晚霜冻

日期（月－日）气温／℃
４月份最低温度

日期（月－日）气温／℃
危害程度

２０００　 ０５－１９ －０．８　 ０４－１５ －１１．４ 危害剧烈

２００１　 ０４－２６ －１．４　 ０４－１０ －１０．０ 危害剧烈

２００２　 ０５－０２ －１．０　 ０４－１７ －５．９ 危害严重

２００３　 ０５－１９ －０．７　 ０４－１０ －１１．３ 危害剧烈

２００４　 ０５－１６ －０．８　 ０４－０８ －６．７ 危害极重

２００５　 ０５－０６ －１．８　 ０４－１３ －４．５ 危害中等

２００６　 ０５－１４ －１．４　 ０４－０６ －４．４ 危害较轻

２００７　 ０５－１２ －１．８　 ０４－０３ －８．４ 危害中等

２００８　 ０５－１９ －３．２　 ０４－０２ －５．３ 危害较轻

２００９　 ０５－０２ －１．０　 ０４－０１ －６．４ 危害较轻

２０１０　 ０５－１９ －１．０　 ０４－１３ －６．９ 危害极重

２０１１　 ０５－０４ －１．１　 ０４－０８ －６．３ 危害严重

２０１２　 ０５－１４ －０．５　 ０４－１３ －５．８ 危害严重

２０１３　 ０５－１０ －１．９　 ０４－１０ －８．１ 危害剧烈

２０１４　 ０５－１１ －２．４　 ０４－０５ －２．６ 危害较轻

２０１５　 ０５－１２ －２．０　 ０４－１３ －５．０ 危害严重

２０１６　 ０５－１５ －２．２　 ０４－１３ －３．０ 危害中等

２０１７　 ０５－０８ －０．３　 ０４－０１ －４．５ 危害较轻

２０１８　 ０５－１４ －１．３　 ０４－０７ －１０．３ 危害剧烈

２０１９　 ０５－１３ －０．６　 ０４－０１ －５．４ 危害较轻

２．２　红梅杏园水肥管 理 不 足，无 法 满 足 红 梅 杏 树 生

长需求

由表２可知，与农田相比，杏园０—１２０ｃｍ土层

中的 土 壤 水 分 （１４．１８％）比 农 田（１６．３５％）减 少 了

１３．２７％，１２０—２００ｃｍ土 层（１３．０３％）较 农 田（１８．７５％）
减少了３０．５１％，２００—４００ｃｍ土 层 杏 园（１１．０８％）较 农

田（１７．９３％）减 少 了３８．２０％，０—４００ｃｍ 土 层 中 杏 园

（１２．７６％）较农田（１７．３６％）减少了２６．４９％，并且随着土

层深度的增加，杏园与农田土壤水分相差的程度逐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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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杏园显著消耗了深层土壤水分，说 明 该 区 域 的 土

壤水分难以满足杏树正常生长需求。通常情况下杏

园适宜的土壤水分应为田间持水量的７５％～８０％左

右，即１４．２５％～１５．２０％，才能促进杏树健康生长。
表２　红梅杏园０－４００ｃｍ土层土壤水分分布

类型
不同土层土壤水分含量／％

０—１２０ｃｍ　 １２０—２００ｃｍ　 ２００—４００ｃｍ　 ０—４００ｃｍ
农田 １６．３５ａ １８．７５ａ １７．９３ａ １７．３６ａ
杏园 １４．１８ａ １３．０３ｂ １１．０８ｂ １２．７６ｂ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土层含量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

表同。

根据全国土壤养分分级标准和宁夏土壤养分分

级标准［１０－１２］（表３），宁南山区红梅杏园０—６０ｃｍ土

壤速效磷（５．６１ｍｇ／ｋｇ）含 量 处 于 较 缺 水 平，有 机 质

（６．９３ｇ／ｋｇ）、全氮（０．５１ｇ／ｋｇ）和碱解氮（４０．５７ｍｇ／

ｋｇ）都 处 于 缺 少 水 平，全 磷（０．６７ｇ／ｋｇ）和 速 效 钾

（１３０．１６ｍｇ／ｋｇ）处于适中状态，而全钾（２１．６９ｇ／ｋｇ）

属于丰富水平（表４）。总体而言，红梅杏园土壤有机

质、全氮、碱解氮和速效磷含量处于亏缺状态，需要大

量补充以提高土壤肥力，增强树势，提高树体的抗逆

能力，促进杏园可持续生产。
表３　红梅杏园土壤养分分级参考标准

土壤养分 极缺 缺 较缺 适中 较丰 丰

有机质／（ｇ·ｋｇ－１） ＜６　 ６～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４０ ＞４０
全氮／（ｇ·ｋｇ－１） ＜０．２５　 ０．２５～０．７５　 ０．７５～１　 １～１．５　 １．５～２ ＞２
全磷／（ｇ·ｋｇ－１） ＜０．２　 ０．２～０．４　 ０．４～０．６　 ０．６～０．８　 ０．８～１ ＞１
全钾／（ｇ·ｋｇ－１） ＜５　 ５～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５～２０　 ２０～２５ ＞２５
碱解氮／（ｍｇ·ｋｇ－１） ＜３０　 ３０～６０　 ６０～９０　 ９０～１２０　 １２０～１５０ ＞１５０
速效磷／（ｍｇ·ｋｇ－１） ＜３　 ３～５　 ５～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４０ ＞４０
速效钾／（ｍｇ·ｋｇ－１） ＜３０　 ３０～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５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２００

表４　红梅杏园０－６０ｃｍ土层土壤养分分布

类型

土壤养分

有机质／

（ｇ·ｋｇ－１）

全氮／

（ｇ·ｋｇ－１）

全磷／

（ｇ·ｋｇ－１）

全钾／

（ｇ·ｋｇ－１）

碱解氮／

（ｍｇ·ｋｇ－１）

速效磷／

（ｍｇ·ｋｇ－１）

速效钾／

（ｍｇ·ｋｇ－１）

农田 ８．１２ａ ０．５７ａ ０．６６ａ ２７．５３ａ ４９．４２ａ ９．１９ａ １６５．７７ａ

杏园 ６．９３ｂ ０．５１ａ ０．６７ａ ２１．６９ｂ ４０．５７ｂ ５．６１ｂ １３０．１６ｂ

２．３　整形修剪意识淡薄，任其自由生长

杏树起源于我国北方［１３］，为强光性树种，自然生

长状态下树形为自然圆头形，结果部位外移，主要分

布于树冠外围向内０—５０ｃｍ或０—７０ｃｍ处，内膛结

果枝由于光照不足，寿命短，多枯死。为了提高杏树

果实产量，整形修剪常采用开心形，以提高内膛光照

强度，促进内膛结果枝结果并延长结果枝寿命。
开心形与自然圆头形相比，不但中、长结果枝多，

而且花束状 果 枝 少，完 全 花 比 例 高，坐 果 率 高，且 显

著提高了 内 膛 结 果 枝 的 坐 果 率，延 长 了 内 膛 结 果 枝

的寿命（表５）。宁 南 山 区 红 梅 杏 树 大 多 处 于 自 然 生

长，未进行整 形 修 剪，树 形 多 为 自 然 圆 头 形，仅 个 别

树受高接换头等的影响，成为自然开心形或开心形。
自然圆头形 以 花 束 状 枝 及 短 果 枝 结 果 为 主，不 但 完

全花比例 低，坐 果 率 低，而 且 树 势 弱，开 花 早，易 遭

受晚霜危害。
表５　不同树形杏树的生长状况

树形

结果枝比例

长果枝／％中果枝／％短果枝／％
花束

状枝／％

树冠外围

完全花

比例／％

结果枝

寿命／ａ

树冠内膛

完全花

比例／％

结果枝

寿命／ａ

坐果率

树冠

外围／％

树冠

内膛／％
自然圆头形 １．５ｃ ４．４ｃ ３４．４ａ ５９．６ａ １２．６３ｃ ２～３ｃ ５．８３ｃ １～２ｃ ２．６７ｃ １．２２ｃ

自然开心形 ４．６ｂ １４．２ｂ ３１．６ａ ４９．６ｂ ２１．５４ｂ ３～５ｂ ９．２１ｂ ２～３ｂ ５．６８ｂ ３．４２ｂ

开心形 １１．６ａ ２２．４ａ ３１．２ａ ３４．８ｃ ４２．３６ａ ４～７ａ ２１．６３ａ ３～５ａ １２．４４ａ １０．６８ａ

　　树势强的红梅杏树，不但中长结果枝比例高，花

束状结果枝比例小，完全花比例高，结果枝寿命长，坐
果率高，而且单株产量是树势偏弱的９倍，是树势弱

的３０倍，树势强弱不同，果实产量差异巨大（表６）。

２．４　病害、啮齿动物危害较轻，食心虫危害严重

宁南山区干燥少雨，杏树病害较轻，基本对树体

生长及果实产量、品质无影响。但宁南山区桃小食心

虫（Ｃａｒｐｏｓｉｎａ　ｎｉｐｏ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ｌｓｉｎｇｈａｍ）蛀蚀果实，危

害严重，个别年 份 可 造 成 杏 园 经 济 收 入 降 低３０％～
４０％，同 时 梨 茎 蜂（Ｊａｎｕｓ　ｐｉｒｉ　Ｏｋａｍｏｔｏ　ｅｔ　Ｍｕｒａ－
ｍａｔｓｕ）［１４］、顶梢卷叶蛾（Ｓｐｉｌｏｎｏｔａ　ｌｅｃｈｒｉａｓｐｉｓ　Ｍｅｙ－
ｒｉｃｋ）［１５］对幼树的新梢生长及嫩叶生长造成较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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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表７）。
宁南山 区 啮 齿 动 物 中 的 中 华 鼢 鼠（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

ｆｏｎｔａｎｉｅｒｉ　Ｍｉｌｎｅ）和 甘 肃 鼢 鼠（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　ｃａｎｓｕｓ

Ｌｙｏｎ）［１６］春秋季节 啃 食 根 系，达 乌 尔 鼠 兔（Ｏｃｈｏｔｏｎａ
ｄａｕｕｒｉｃａ　Ｐａｌｌａｓ）［１７］和 蒙 古 草 兔（Ｌｅｐｕｓ　ｔｏｌａｉ　Ｐａｌ－
ｌａｓ）［１８］冬春季节啃食树皮，往往造成幼树死亡。

表６　不同树势杏树的生长状况

树势
结果枝比例

长果枝／％ 中果枝％ 短果枝／％ 花束状枝／％

完全花

比例／％

结果枝

寿命／ａ
坐果率／％

果实产量／

（ｋｇ／株）
强 １２．４ａ １８．４ａ ３２．４ｂ ３５．８ｄ ４４．６７ａ ５～８ａ １４．６８ａ ５５．６２ａ

中等 ７．８ｂ １２．６ｂ ４０．８ａ ３８．８ｃ ２３．６４ｂ ３～６ｂ ６．８９ｂ ２１．３５ｂ
偏弱 ３．２ｃ ８．９ｃ ３９．１ａ ４８．８ｂ １２．６８ｃ ２～４ｃ ３．４６ｃ ６．１６ｃ

弱 ０．４ｄ ５．８ｄ ２４．９ｃ ６８．９ａ ６．８３ｄ １～３ｄ １．２２ｄ １．８４ｄ

表７　红梅杏园病虫鼠害类型

类型 名称 危害部位 危害程度

桃小食心虫（Ｃａｒｐｏｓｉｎａ　ｎｉｐｏ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ｌｓｉｎｇｈａｍ） 果实 危害中等

梨茎蜂（Ｊａｎｕｓ　ｐｉｒｉ　Ｏｋａｍｏｔｏ　ｅｔ　Ｍｕｒａｍａｔｓｕ） 新梢 危害中等

顶梢卷叶蛾（Ｓｐｉｌｏｎｏｔａ　ｌｅｃｈｒｉａｓｐｉｓ　Ｍｅｙｒｉｃｋ） 枝梢嫩叶 危害中等

虫害
黑绒金龟子（Ｍａｌａｄｅｒ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花朵、嫩叶 危害较轻

铜绿金龟子（Ａｎｏｍａｌａ　ｃｏｒｐｕｌｅｎｔａ　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嫩叶 危害较轻

朝鲜球坚蚧（Ｄｉｄｅｓｍｏｃｏｃｃｕｓ　ｋｏｒｅａｎｕｓ　Ｂｏｒｃｈｓ） 枝条 危害较轻

杏象甲（Ｒｈｙｎｃｈｉｔｅｓ　ｆａｌｄｅｒｍａｎｎｉ　Ｓｃｈｏｅｎｈｅｒｒ） 果实 危害较轻

杏仁蜂（Ｅｕｒｙｔｏｍａ　ｓａｍｓｏｎｏｖｉ　Ｗａｓｓ） 果实 危害较轻

杏疔病（Ｐｏｌｙｓｔｉｇｍａ　ｄｅｆｏｒｍａｎｓ　Ｓｙｄ） 新梢、叶片 危害较轻

病害 杏疮痂病（Ｃｌａｄ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ｃａｒｐｏｐｈｉｌｕｍ Ｔｈｕｍ．） 果实 危害较轻

细菌性穿孔病［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　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Ｓｍｉｔｈ）Ｄｏｖｏｓｅｎ］ 叶片 危害较轻

中华鼢鼠（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　ｆｏｎｔａｎｉｅｒｉ　Ｍｉｌｎｅ） 根系 危害较轻

啮齿动物
甘肃鼢鼠（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　ｃａｎｓｕｓ　Ｌｙｏｎ） 根系 危害较轻

达乌尔鼠兔（Ｏｃｈｏｔｏｎａ　ｄａｕｕｒｉｃａ　Ｐａｌｌａｓ） 树皮 危害较轻

蒙古草兔（Ｌｅｐｕｓ　ｔｏｌａｉ　Ｐａｌｌａｓ） 树皮 危害较轻

３　对策与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认为晚霜频发是影响宁南山区红

梅杏产量低的主要外因，但水肥管理跟不上和杏树整

形修剪缺失是导致树势弱、抗霜冻能力差，年年减产

或绝收的主要内因。根据近２０ａ霜冻发生特征及最

低－６℃晚霜发生频率，认为在保障水肥管理及果树

修剪基础上，该地区红梅杏生产可以实现“两年一丰

产”的生产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如下：

３．１　加强霜冻防治

宁南山区红梅杏生产中最大的问题是晚霜危害，建
园时应选择适宜的地块如半山坡、背风、半阳坡处建园，
避免在沟道、低洼地及阳坡建园。建园时应在上风口栽

植防护林，改善杏园的生态环境，减少霜冻危害［１９］。霜

冻发生时综合利用覆盖、灌水、喷水、熏烟、喷施抗寒物

质等措施尽可能降低霜冻危害［２０－２２］。虽然已有试验表

明［２３－２５］，通过推迟花期可以抵御晚霜冻害，但根据本

文调查研究结果，宁南山区晚霜发生频繁且时间跨度

较大，推迟红梅杏花期并不是有效措施。

３．２　提高土壤水分与土壤肥力

宁南山区为雨养农业区，坡地建园时应根据坡度

状况，采用宽行、等高栽培，积极修筑“鱼鳞坑”、“竹节

沟”、“入渗孔”等保水工程措施，减少地表径流，促进

降雨更好地入渗到深层土壤，保持土壤水分，增加蓄

水能力［４］，并可铺设地布防止土壤水分蒸发。梯田杏

园应利用边角、路旁等修建“集雨窖”，蓄积雨水，春季

干旱时进行补充灌溉。雨季前施用保水剂等化学节

水材料，蓄积、吸收降水，提高土壤保水能力，实现“秋
雨春用”。成龄园春季土壤解冻前地面覆盖秸秆、地

布等，减少土壤蒸发，提高土壤水分含量。对于土壤

水分亏缺严重的杏园，通过间伐去除长势差，病虫害

严重的植株，减少土壤水分消耗［２６－２８］。

在有灌水条件的地区，在红梅杏花芽膨大期，果

实迅速生长期和落叶后封冻前应进行节水或补充灌

溉。花芽膨大期灌水有利于花朵发育，提高座果率，

减少霜冻危 害；果 实 迅 速 生 长 期 灌 水 有 利 于 果 实 膨

大，提高果实质量及产量；入冬前灌水，可以满足杏树

冬季水分消耗，促进花芽分化，提高第２年开花、坐果

并有利于新梢生长。
“有收无收在于肥，收多收少在于水”，良好的土

壤肥力是杏树丰产的关键。宁南山区应在红梅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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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采收后即８—９月结合秋耕及时施基肥，以促进花

芽分化，提高 树 体 营 养 水 平，提 高 树 体 的 抗 逆 能 力。
基肥施用量为优质圈肥５０～１００ｋｇ／株，硼肥０．３～０．５
ｋｇ／株，磷 酸 二 铵１～２ｋｇ／株，与 表 土 充 分 混 合 后 施

入并覆土灌水。杏树开花前以速效氮肥为主进行第

一次追肥，成 龄 大 树 追 施 尿 素０．５～１．０ｋｇ／株；第２
次追肥在果实硬核期，施氮、磷、钾全效肥，成龄大树

追施尿素０．５～１．０ｋｇ／株，硫酸钾０．５～１．０ｋｇ／株，过磷

酸钙１ｋｇ／株。果实膨大期追催果肥，可促进果大整齐，
果实采收后进行第４次追肥，可补充果实采收后营养元

素的缺乏［２９］。根外追肥可结合病虫防治，喷药时一起

进行，通常尿素喷施浓度为０．２％～０．４％液，过磷酸钙为

０．５％～１．０％液、磷酸二氢钾为０．３％～０．５％液，硼 砂

为０．１％～０．３％液等［３０］。不同化肥混合喷施的最高

浓度不宜超过０．５％，且随配随用，不可放置。

３．３　加强整形修剪，提高管理水平

整形是根据果树生长发育特性和生产需求，将果

树修剪成一定骨架结构的形状。修剪是对果树枝条、
花等器官进行部分疏删和剪截的操作。整形是通过

修剪技术来 完 成，而 修 剪 又 是 在 整 形 的 基 础 上 实 行

的。一般在果树幼年期以整形为主，当经过一定阶段

冠形骨架基本形成后，则以修剪为主。整形修剪过程

中必须因树造形，随枝修剪，有形不死，无形不乱；长

远规划，合理安排；以轻为主，轻重结合。整形修剪可

建立牢固的树体骨架，优化树体结构，平衡树体营养

生长与生殖生长之间的矛盾，实现早果、丰产、稳产、
优质，改善个体与群体之间、树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调节树体的生理活动，延缓衰老，延长盛果年限等。

杏树为强光性树种，树体高大，结果部位易外移，产
量降低且管理不便。为了提高杏树产量及便于管理，生
产中杏树采用开心形。杏树整形过程中应根据立地环

境及栽植密度，选留５～７枝进行拉枝、开张角度等以实

现早日整形。为了快速成形及早日结果，主枝上不留侧

枝，直接培养小型结果枝组。幼树整形 修 剪 应 以 夏 季

修剪为主，主 要 通 过 拉 枝、摘 心 等 来 完 成，尽 量 少 短

截、少疏除，以便快速扩大树冠，增加叶面积。
宁南山区红梅杏树基本处于放任生长状态，树冠

郁闭，内膛空虚，生产中应开张角度，疏除部分大枝，
打开“天窗”，促使内膛通风透光［３１］；每年冬季修剪时

应对内膛衰弱的结果枝组进行短截、回缩等，促发健

壮新枝，培养新的结果枝组；对内膛萌发的徒长枝，夏
季应进行摘心、拉枝等，培养成结果枝组。杏树冬季

修剪时延长枝 一 般 可 剪 去 当 年 生 长 量 的１／４～１／３，
内膛结果枝全 部 短 截１／３，以 防 止 内 膛 空 虚，结 果 部

位外移［２４］。

３．４　加强病、虫、啮齿动物危害防治

病、虫、啮齿动物危害防治应以“预防为主，综合

防治”，积极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及生物防治等，
在预测预报的基础上开展化学防治［３２］。如防治杏树

流胶病，早春发芽前将流胶部位病组织刮除，伤口处

涂４５％晶体石硫合剂３０倍液或喷５度石硫合剂，在

生长期喷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８００倍液［３３］；防治

杏疔病时应及时剪除发生于新梢、叶片、花和果实上

的病梢、病 叶 和 病 果，并 集 中 烧 毁，如 此 连 续２～３ａ
可减少杏疔 病 的 发 生［３０］；防 治 桃 小 食 心 虫 主 要 掌 握

地面防治和树上防治两个关键时期［３１］。防治朝鲜球

坚蚧应掌握好越冬若虫自蜡质壳内爬出转移时期进

行综合防治；防 治 金 龟 子 可 用 糖 醋 酒 液 或 黑 光 灯 诱

杀［３４］；在深秋季节用树枝将树干捆扎，可阻碍蒙古草

兔、达乌尔鼠兔啃食树皮。
宁南山区干旱少雨，只能通过合理的整形修剪和

提高土壤养分等，才能“以肥调水”，培育强壮的树体

结构，提高树体的抗逆能力，才能确保“大灾有小收，
无灾大丰收”，才 能 促 进 红 梅 杏 产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此外，宁南山区栽培的红梅杏实际上是礼泉梅杏和新

疆杏两个品种，两个品种的适应性有一定的差异。礼

泉梅杏产量高，但完全成熟后储运性较差，应在土壤

肥力高、交通方便、靠近城区的地区发展。新疆杏的

抗逆性强，耐储运，但产量较低，应在土壤肥力较差、
远离城镇的地区发展。

参考文献：

［１］　白岗栓，杜 社 妮，郑 纪 勇，等．宁 南 山 区 红 梅 杏 桃 小 食 心

虫的发生 与 防 治［Ｊ］．安 徽 农 业 科 学，２０１９，４７（１３）：１３６－
１４０，１８１．

［２］　李明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杏 产 业 现 状 及 对

策［Ｊ］．农业科技与信息，２０１３（１５）：３３－３６．
［３］　景博，马 国 涛，杨 文 海，等．固 原 市 红 梅 杏 产 业 发 展 现 状

及其制约气象因素分析［Ｊ］．农业科技与信息，２０１８（１２）：

６７－６９．
［４］　马江波．黄土高原坡面深层土壤水分孔式 调 控 技 术 及 效

应［Ｄ］．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８．
［５］　严正升，郭 忠 升，宁 婷，等．枝 条 覆 盖 对 半 干 旱 黄 土 丘 陵

区平茬柠条林地土壤水分的影响［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６，３６
（２１）：６８７２－６８７８．

［６］　鲍 士 旦．土 壤 农 化 分 析［Ｍ］．北 京：中 国 农 业 出 版 社，

２０００．
［７］　张磊，杨洋，张晓煜，等．近５０年 宁 夏 霜 冻 日 数 基 本 特 征

及变化趋势［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５，３１（５）：２１４－２１９．
［８］　唐晶，张文煜，赵光平，等．宁夏近４４年霜冻的气候特征和

变化规律分析［Ｊ］．沙漠与绿洲气象，２００８，２（２）：１５－１８．
［９］　程有明．晚霜冻对固原市原州区果树的危 害 及 防 控 措 施

［Ｊ］．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４（１３）：２７２－２７４．

２６１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第２７卷



［１０］　土壤 普 查 办 公 室．中 国 土 壤［Ｍ］．北 京：中 国 农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８．
［１１］　马玉兰．宁夏土壤有机质、常量及微 量 元 素 的 地 理 规 律

和丰欠类型［Ｊ］．宁夏农林科技，１９９２（２）：５－８．
［１２］　梁永锋．固原市原州区土壤养分含量的测定与评价［Ｊ］．

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２，４０（３６）：１７５７６－１７５７７，１７５８８．
［１３］　王玉柱，孙 浩 元，杨 丽．我 国 杏 树 发 展 现 状 分 析 及 建 议

［Ｊ］．中国农业科技导报，２００３，５（２）：２４－２７．
［１４］　金玲莉．梨茎蜂发生与环境条件关系的研究［Ｊ］．江西农

业学报，２０１１，２３（７）：１３９－１４０．
［１５］　张翌楠，赵惠燕，李鑫，等．苹果 生 长 前 期 昆 虫 群 落 空 间

结构分析［Ｊ］．昆虫知识，２００２，３９（５）：３５３－３５７．
［１６］　王廷正，李晓晨．甘肃鼢鼠和中华鼢 鼠 繁 殖 特 性 的 研 究

［Ｊ］．兽类学报，１９９３，１３（２）：１５３－１５５．
［１７］　王梦军，钟文勤，宛新荣，等．达 乌 尔 鼠 兔 扩 散 过 程 中 的

生境选择［Ｊ］．动物学报，１９９８（４）：２３－３０．
［１８］　罗 泽 珣．我 国 草 兔 的 分 类 研 究［Ｊ］．兽 类 学 报，１９８１，１

（２）：１４９－１５７．
［１９］　白岗栓，杜 社 妮，李 志 熙．白 于 山 山 区 大 扁 杏 生 产 中 的

问题分析［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０７，２５（４）：５６－６１．
［２０］　贾春霞，张 小 珍，马 春 晖．梨 园 春 季 晚 霜 冻 害 发 生 与 预

防技术［Ｊ］．北方园艺，２０１３（１１）：１９７－２００．
［２１］　钟秀丽．近２０年 来 霜 冻 害 的 发 生 与 防 御 研 究 进 展［Ｊ］．

中国农业气象，２００３，２４（１）：５－７．
［２２］　魏安智，杨途熙，张睿，等．抗寒 剂 诱 导 仁 用 杏 花 期 抗 寒

力研究［Ｊ］．西北植物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３）：５３５－５４１．
［２３］　唐广，蔡涤华．果树蔬菜霜冻与冻害的防御技术［Ｍ］．北

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７（４）：３０－３７．

［２４］　温吉华，高坤 金．果 树 晚 霜 冻 害 的 特 点 及 预 防 措 施［Ｊ］．
山西果树，２００４（１）：４５－４６．

［２５］　郭山明．山地山 杏 树 栽 培 技 术［Ｊ］．河 北 果 树，２００２（３）：

４８．
［２６］　白岗栓，杜社妮，耿桂俊，等．间 伐 对 仁 用 杏 园 土 壤 理 化

性质及生 长 结 果 的 影 响［Ｊ］．水 土 保 持 学 报，２００９，２３
（５）：２０９－２１４．

［２７］　Ｃｈａｉ　Ｑｉｎｇｌｉｎ，Ｍａ　Ｚｈａｎｙｉｎｇ，Ａｎ　Ｑｉｑｉ，ｅｔ　ａｌ．Ｄｏｅｓ　ａｒｔｉ－
ｆｉｃｉａｌ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ｎ　ａ　ｗａｔｅｒ－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Ｌ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３０（１４）．
［２８］　Ｌｉｕ　Ｙｕ，Ｍｉａｏ　Ｈａｉｔａｏ，Ｈｕａｎｇ　Ｚｅ，ｅｔ　ａｌ．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ｌｅ－

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ｇ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Ｊ］．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４１７，１３７－１４３．

［２９］　张淑红，张培吉，董 洪，等．杏 树 丰 产 栽 培 技 术［Ｊ］．山 东

林业科技，２００２（５）：２５－２８．
［３０］　张秀国，吴建梁，王喜军，等．杏 树 花 期 霜 害 的 影 响 因 素

调查及防治措施［Ｊ］．河北林业科技，２００４（３）：３５－３６．
［３１］　武 向 阳．杏 树 栽 培 管 理 技 术 初 探［Ｊ］．山 西 农 业 科 学，

２００８，３６（６）：５８－５９．
［３２］　张源润，季波，许畴，等．宁夏黄 土 丘 陵 区 杏 树 栽 培 技 术

研究［Ｊ］．陕西林业科技，２００７（１）：８９－９２．
［３３］　张秀云，张志 彬．杏 树 流 胶 病 的 综 合 防 治 法［Ｊ］．中 国 林

副特产，１９９６（３）：３１．
［３４］　姚庆学，张勇，丁岩．金龟子防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Ｊ］．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３１（３）：６４－６６．

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櫡

（上接第１５６页）

［１２］　李生宝，蒋齐，赵世伟，等．半干 旱 黄 土 丘 陵 区 退 化 生 态

系统恢复技术与模式［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３］　梁江同．几 种 灌 木 根 系 分 布 对 高 速 公 路 生 态 边 坡 影 响

［Ｄ］．南京：南京林业大学，２０１０．
［１４］　李建兴，何炳辉，谌芸，等．不同 护 坡 草 本 植 物 的 根 系 分

布特征 及 其 对 土 壤 抗 剪 强 度 的 影 响［Ｊ］．农 业 工 程 学

报，２０１３，２９（１０）：１４４－１５２．
［１５］　嵇晓雷，夏 光 辉，张 海 亚．紫 穗 槐 根 系 形 态 与 固 土 护 坡

效应研究［Ｊ］．湖北林业科技，２０１６，４５（１）：１６－１９．
［１６］　黄 建 辉，韩 兴 国．森 林 生 态 系 统 根 系 生 物 量 研 究 进 展

［Ｊ］．生态学报，１９９９，１９（２）：２７０－２７７．
［１７］　朱广龙，邓 荣 华，魏 学 智．酸 枣 根 系 空 间 分 布 特 征 对 自

然干旱梯 度 生 境 的 适 应［Ｊ］．生 态 学 报，２０１６，３６（６）：

１５３９－１５４６．
［１８］　李鹏，李占斌，郝明德，等．黄土高原天然草地根系主要参

数的分布特征［Ｊ］．水土保持究，２００３，１０（１）：１４４－１４９．
［１９］　李鹏，李占斌，澹 台 湛．．黄 土 高 原 退 耕 草 地 植 被 根 系 动

态分布特征［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５，１６（５）：８４９－８５３．
［２０］　陈云明，刘 国 彬，徐 炳 成．黄 土 丘 陵 区 人 工 沙 棘 林 水 土

保持作用机理及 效 益［Ｊ］．应 用 生 态 学 报，２００５，１６（４）：

５９５－５９９．
［２１］　高英旭．海 州 露 天 煤 矿 排 土 场 复 垦 区 植 物 根 系 分 布 特

征研究［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９，３３（４）：１２４－１２８．
［２２］　刘国彬．黄土高原草地土壤抗冲性及其机理研究［Ｊ］．水

土保持学报，１９９８，４（１）：９３－９６．
［２３］　葛芳红，周 正 朝，刘 俊 娥．黄 土 丘 陵 区４种 典 型 植 物 根

系分布特征及对土壤分离 速 率 的 影 响［Ｊ］．水 土 保 持 学

报，２０１７，３１（６）：１６４－１６９．
［２４］　魏飒，任树梅，杨培岭，等．围场 地 区 紫 花 苜 蓿 土 壤 水 分

动态变 化 与 根 系 分 布 状 况 研 究［Ｊ］．农 业 工 程 科 学，

２００６，２２（５）：４４８－４５１．

３６１第４期 　　　　　　杨凯齐等：宁南红梅杏典型栽培区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调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