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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北 黄 土 高 原 包 括 延 安! 榆 林 两 市 的 "# 个 县

区" 总土地面积 $%&’ 万 ()"" 水土流失面积 *%$* 万

()"" 总 人 口 #++%&’ 万 人 " 平 均 人 口 密 度 **%+ 人

,()""该区植被南部为暖温性落叶阔叶林"中部为暖

温性森林草原和暖温性典型草原" 北部为暖温性荒

漠草原#地貌南部为黄龙山!子 午 岭 和 洛 川 塬"中 部

为黄土丘陵沟壑"北部为毛乌素沙地$ 陕北黄土高原

的中部%北部水土流失严重& 随着退耕还林和生态环

境的建设"果树已经成为该区的主导产业"但陕北黄

土高原从南到北"植被%地形%地貌差异较大"发展果

业"需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合

理分区&

! 分区的原则

果树分区是一项重要的专业分区" 是果树生产

的基础& 果树分区既要充分反映果树个体和群体发

育特性及其对环境%资源%管 理 技 术 的 要 求"又 必 须

置于综合农业分区的制约和指导下" 按照不同地域

的农业生产现状%自然资源%内在经济联系和历史经

验"并根据农业生产大系统及果树子系统的整体性%
适应性%有序性的基本特点"提 出 扬 长 避 短"发 挥 优

势所应遵循的方向%步骤和主要措施"争取最佳的社

会效益和最大的经济效益"建立新的生态平衡"充分

体现分区的科学性%适用性%可行性-./& 果树分区主要

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陕北黄土高原果树建设分区研究

白岗栓 ""杜社妮 ""刘国彬 ""马锋旺 !

’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杨凌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陕西杨凌 0.".&&(

摘 要)根据陕北黄土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果树生产现状和果树分区原则"将该区果树生产划分为

北部神府海红果产区"毛乌素沙地酿酒%制汁葡萄产区"横山%白于山山区山杏%山桃产区"延河中下

游商品苹果%梨产区"黄河沿岸优质红枣产区"中部%南部多种果树产区"洛川塬优质苹果产区 # 个区

域"提出各区果树发展的主要方向%规模和发展措施$
关键词)陕北黄土高原#果树分区#生产方向#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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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果树分区应在资源调查和对生产现状评估的基

础上进行 果树资源!包括野生果树资源状况和生产

现状的评估是搞好分区的主要依据" 在开展气候#土

壤#水利等农业自然资源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情

况!做出适用于该地的分区和规划"
5)6 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 注重宏观结构的合理性

果树树种#品种繁多!对环 境 要 求 差 异 较 大!根 据 不

同树种#品种的生长发育特性和特点!合理利用自然

资源!选择适宜的树种和品种!搞好区域性及小区的

布局" 果树大多为多年生植物!生长周期较长!在分

区过程中!注重其宏观结构的合理性" 区域性的果树

分区! 应在当地的综合分区和上一级果树分区的统

一指导#制约下!统一布局!协调发展"
5)7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选择正确的生产主攻方向

在长期生产实践中! 由于各地所处的环境条件和生

产管理经营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地域间资源#技

术#经济等方面的差异或优势" 果树分区应在资源调

查的基础上!根据社会需求 和 市 场 信 息!充 分 认 识#
挖掘和正确评估当地的资源# 技术等优势! 扬长避

短! 选择既适宜发挥当地优势# 效益显著的$ 突破

口%!并合理制定 与 其 相 适 应 的 技 术 措 施!确 立 生 产

的重点和主攻方向!以最小的投入!收到最大的社会

经济效益"
5)8 近期与中#长期效益相结合 果树大多数生长周

期长!见效慢!这对于生产 发 展!尤 其 是 经 济 上 较 贫

困的丘陵山区更为不利" 因此!在果树分区过程中!
要注意$ 突破口%的选择" 通过树种#品种!以及其他

经济作物的合理配置!选择 那 些 投 资 少!见 效 快!又

有利于在生长上相互促进的$ 短#平#快%项 目!大 幅

度提高近期效益!做到以短 养 长!长 短 结 合!永 续 作

业" 并在中长期规划中!有计划地做好更新复壮!确

保生产在各个不同时期能稳步发展!把近期与中#长

期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5)9 重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忽视生态

效益 以发展生产 为 中 心!在 不 断 提 高 社 会#经 济 效

益的同时!搞好大农业系统的生态平衡!是果树分区

工作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 任何追求单一目标的

掠夺性经营!都将给生产带来巨大的!甚至不可挽回

的损失" 当前在生产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是

较为严重的" 由于掠夺性经营!造成了土壤贫瘠!水

土流失!树体衰弱!产品质量低!自然灾害频繁!生态

环境恶化!以及宏观规律上的失调失控等!给生产带

来了巨大的损失" 如果不能尽快地扭转和给予足够

的重视!其后果是不堪设 想 的" 因 此!在 分 区 中$ 三

大% 效益的合理协调和统筹兼顾是十分重要和必要

的"
5): 分 区 过 程 中!把 定 性#定 向#定 位 与 定 量 结 合 起

来 对不同地域的定性定向!是分区的主要依据和特

色之一" 定位定量则是分区实施的重要条件和依据"
把定性定向与定位定量有机的结合! 是分区工作由

宏观到微观!由理论到实践应用的一环!也是分区更

加科学#合理#适用#可行的重要保证" 尤其是定位和

定量!在不同区域!不同量级#不同层次!都应视情况

有不同的要求和标准"
5); 社 会 经 济 水 平 与 市 场 需 求 状 况 相 结 合 果 树 的

分区和生产!作为社会商品性生产的一个部门!同样

会受社会经济 水 平 与 市 场 需 求 状 况 的 制 约 和 促 进"
因此!在分区中还必须对社会经济水平的各个方面!
做全面细致的调查!认真了解和分析研究!正确处理

好果#菜#粮等各大部类间的相互关系!使广大农民在

生产发展中尽快富起来!确保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
5)< 注重小地形#小气候的利用 果树与环境是一个

矛盾的统一体!是在长期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两者相

辅相成!相互制约" 发展果树必须遵循$ 适地适栽%!
才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陕北黄土高原小地形#小气

候多变!生产规划时应予以充分考虑"
! 果树生产分区简介

果树分区要结合生态环境建设! 充分发挥地域

优 势 !因 地 制 宜 !合 理 布 局 !优 先 安 排$ 名 #特 #优 #
新%" 同时要结合退耕还林还草!以坡地#沙地为重

点!依靠科学技术!充分发 挥 果 树 的 生 态 效 应!不 断

提高果树的商品价值!使果 树 生 产 能 够 持 续#稳 定#
协调发展!逐步成为陕北黄土高原的主导产业" 根据

陕北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社 会 状 况 >5?@A!陕 北

黄土高原果树可划分为以下 9 个区域"
6)5 北 部 神 府 海 红 果 生 产# 加 工 区 该 区 主 要 以 府

谷#神木两县为主!海红果 是 该 区 特 有 的 一 个 树 种!
耐寒#抗旱#耐瘠薄!抗风沙!是一个良好的经济树种

和生态环境建设树种! 是该区传统的果树树种和栽

培#半栽培树种" 海红果营养丰富!果汁清香可口!具

有良好的加工性能和广阔的消费前景" 该区年降水

量在 B::CC 以下!年平均气温在 @4:?@4;D!昼 夜 温

差大!光#热#水#土地资源丰富!应在 传 统 生 产 的 基

础上!开展优良品种选育!培养优良的加工品种如制

汁#制干等!开展早#中#晚熟品种的选 育!延 长 采 收

期!为果品加工提供充足的时间" 该区海红果生产以

加工为主!生产中要注重加工设施的建立!要生产与

加工相结合!采用公司 E 农户#协会等形 式!促 进 生

园艺园林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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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快速发展! 该区地广人稀"海红果较耐粗放"人

均栽植面积可 !"#$%&! 该区果树发展方向以选育优

良的加工品种"积极开海红果的深加工!
!.! 毛乌素沙地酿酒#制汁葡萄产区 该区主要以榆

阳区#靖边县#定边县 ’ 县区的北部和神木县的西北

部#横山县的北部为主"年降水量在 ’#!%% 以下"年

平均气温在 ("!)("#*"地貌为半固定#固定沙丘"光#
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且 地 下 水 资 源 丰 富"为 酿

酒葡萄的适生区! 该区人烟稀少"为传统放牧区! 该

区应以早熟#中熟酿酒#制 汁 的 葡 萄 为 主"结 合 风 沙

防 治"开 展 技 术 培 训"积 极 引 进 外 资"大 规 模#专 业

化#集约化生产! 该区地势比较平坦"适宜机械化操

作"发展面积应根据水资源状况"制定合理的规模!
!.8 横山#白于 山 山 区 山 杏#山 桃 生 产 区 该 区 主 要

以靖边#定边县南部"吴旗 县 的 全 部"志 丹 县 的 中 北

部"安塞县的北部"子长县 的 西 北 部#横 山 县 的 大 部

和子洲县的西部"即白于山山区和横山山区! 该区年

降水量在 +!!%% 左右" 年平均气温在 ,"!)("!-"海

拔大多在 .’#!% 以上"是无定河#洛河#延河等河流

的发源地! 该区地广人稀"光照充足"但土地以坡地

为 主"降 水 偏 少 又 不 均"水 土 流 失 严 重"!.!/的 积

温偏低"因此果树生产应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主"以具

有良好水土保持效益#抗旱#抗寒又具有一定经济价

值和药用价值的山杏#山桃 为 主"建 立 山 杏#山 桃 生

产基地! 目前该区山杏#山桃#仁用杏面积较大"要加

强山杏#山桃的选优和仁用杏抗霜品种的选育"开展

施肥#抗旱#防霜#修剪等栽培管理"改变过去广种薄

收的习惯! 该区在背风向阳的地块可发展早#中熟的

苹果#梨等"以满足当地市场的需要! 山杏#山桃#仁

用 杏 的 面 积 人 均 可 达 !"($%&"但 要 注 意 山 杏#山 桃#
仁用杏均为散生树种"不宜集中连片!
!.9 延河中下游商品苹果#梨生产区 该区位于延河

中下游的宝塔区#延长县#宜 川 县 和 安 塞 县 东 南 部"
年降水量在 +#!)#!!%%" 年平均气温在 ("#0以上"
水土流失严重! 该区为优质苹果的次生适生区"苹果

栽植面积较大" 昼夜温差大" 病虫害少又无工业污

染"是陕西省苹果的第二产区"是生产优质绿色果品

的理想之地! 由于该区苹果栽植以阳坡# 半阳坡山

地#坡地为主"土壤水分条件较差"苹果果个偏小"果

形不正"故该区应以果园土 壤 改 良#引 水 上 山#节 水

灌溉#合理修剪#量化施肥#优质生产等为主"提高果

品的外观品质"提高单位面积产值! 有灌溉条件的地

块以梨为主"积极引进优良品种"建立优质外销梨基

地! 河岸#滩地可适量发展红枣"背风向阳的地块适

量栽植核桃#花椒等! 果树面积人均可达 !"&$%&!
!.% 黄河沿岸红枣产区 该区北起府谷" 南至延川"
以黄河岸边海拔 ..!!% 以下的黄河谷地为主" 黄河

谷地热量充足"为红枣的最适宜产区! 该区年降水量

在 +#!)##!%%"年 平 均 气 温 在 1)..2"处 于 全 国 最

大的红枣生产基地"红枣栽培集中! 该区要加强红枣

品种的选优"加强土#肥#水#修剪管理"特 别 要 加 强

枣疯病的防治$要以红枣为中心"加强红枣的产业化

开发"开展红枣的深加工"闯优质#绿色红枣产品"
!.: 中 南 部 多 种 果 树 综 合 生 产 区 该 区 处 于 不 同 果

树产区交汇处" 多数果树都能生长" 区域特色不明

显"但仍可化分为北部早#中 熟 苹 果#梨 产 区 和 南 部

次生林区核桃#花椒产区! 该区果树的发展"主要根据

不同的小地形#小气候"合理安排果树树种和品种!
!.:." 北部早#中熟苹果#梨产区 该区为安塞县#志

丹 县 以 北 的 暖 温 性 森 林 草 原 和 暖 温 性 典 型 草 原 区

域" 为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 包括榆阳区的东南

部"米脂县#子洲县#子长县的大部"安 塞 县 的 中 部"
宝塔区的北部和佳县#清涧县的西部"!.!3的积温

偏低"但光照充足"温差大"适宜早#中 熟 苹 果#梨 栽

培! 根据不同的小地形#小气候"可适量发展红枣#桃

等果树! 山地可大量发展山桃#山杏和仁用杏!
!.:.! 南部次生林区核桃#花椒产区 该区为安塞#志

丹以南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包括安塞县#志丹

县的南部"甘泉县#黄龙县的全部"富县#黄陵县的大

部"即崂山#子午岭#黄龙山次生林区! 该区年降水量

在 ##!)4!!%% 左右"年平均气温在 ("#)15! 由于受

林区小气候的影响"空气湿 度 大"苹 果#梨 等 水 果 着

色较差"该区应以核桃#花 椒 为 主"水 果 面 积 不 宜 过

大! 次生林区野生果树资 源 丰 富"山 桃#山 杏#文 冠

果#酸枣#沙棘等开发潜力 大"应 有 计 划 地 进 行 开 发

和保护!
!.# 洛 川 塬 优 质 苹 果 生 产 基 地 该 区 以 洛 川 县 和 富

县#黄陵县的塬面为主"年降水 量 在 4#!),#!%%"年

平均气温在 1"!).!"!6以上"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

又无工业污染"是世界优质苹果生产基地"是生产优

质绿色果品的理想之地! 苹果已成为该区的主导产

业"该区应加强苹果% 绿色&生产技术推广"积极开展

外销"争取鲜果外销量达产果量的 ,!7以上!
! 发展战略及关键技术措施

除洛川塬外" 陕北黄土高原果树栽培的集中地

块是 #)&#8的阳坡#半阳坡地"果树面积大而经济效

益低"因此发展的总体思路 为’稳 定 苹 果 栽 植 面 积"
生产名优果品$加强红枣产业化开发$加强现有仁用

园艺园林科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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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栽培管理!建立科学的防霜预测预报体系"积极发

展温室果树!注重杂果生产"重 视 乡 土 树 种 的 开 发!
大力栽植山桃#山杏!保护野生果树资源$ 为了退耕

还林能够持续良性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根

据陕北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和果树生产水平! 在退

耕还林的前提下!果树生产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5)6 将果树作为退耕还林还草后续产业的主导产业

陕北黄土高原地广人稀! 植被建设的任务大! 负担

重!而果树生产是植被建设的一部分!不但可绿化荒

山!减少水土流失!削弱沙 尘 暴 的 侵 袭!更 重 要 的 是

果树可提供人类营养丰富的果品! 可吸收农村广大

的劳动力!可推动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 在种植

业结构中!果树的经济效益 远 高 于 大 田 作 物!有% 一

亩园!十亩田&之说’ 现阶段的退耕还林国家给补贴!
群众的经济收入和口粮不存在问题’ 如果退耕还林

的补贴结束!国家又不允许砍伐生态林!且退耕后人

均仅有 :46>"?5 基本农田!农民的经济收入必定要转

移到果树和草地畜牧业这两项产业上来’
果树不但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并且

当果树生产发展起来后会更进一步促进退耕还林还

草的发展’ 宝塔区枣园乡的庙沟村#柳林乡的飞马河

村!当苹果的收入占经济收入的 @:A时!群众的主要

精力放在果树生产上!基本上不种植粮食作物!更谈

不上毁林开荒!在不适宜果树栽植的地块!在退耕还

林还草政策出台之前就被封禁或造林! 没有考虑国

家要退耕还林还草的补贴’ 各地在果树产业发展过

程中!要尊重农民的选择权!不能强迫农民栽什么而

不栽什么! 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当家作

主的能力’
5)7 加强基础设施 与 科 技 投 入 陕 北 黄 土 高 原 以 苹

果#红枣#山桃#山杏为主栽果树!目前 苹 果#红 枣 已

建立起生产基地!但生产设施仍不健全’ 结合山川秀

美工程!迅速建立优质#无公害苹果#红 枣#山 桃 仁#
山杏仁#核桃生产基地!开 展 技 术 培 训 等!使 果 品 生

产逐年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从而减少水土流失

和风沙尘暴!建设秀美山川’
5)5 稳 固#扩 大 果 树 栽 植 面 积!积 极 调 整 树 种#品 种

结构!推广无病毒苗木 目前陕北黄土高原大多数果

树的经济效益较差!管理粗放’ 各地应加强果园栽培

管理!稳定#巩固现有的果树面积!特别是苹果#仁用

杏的面积!扩大山桃#山杏 的 栽 植 面 积!积 极 开 展 山

桃#山杏的优株选育’ 南部次生林区根据不同的小地

形#小气候!积极发展核桃#花椒生产!提高林区群众

的经济收入’

为了巩固已有的果树发展成果! 应积极引入优

良的果树树种#品种!调整树种及苹果早#中#晚熟品

种比例! 改变树种单一及苹果晚熟品种比例过大的

局面’ 无病毒苗木在树高#枝量#产量#果实品质#耐

贮藏等方面均优于普通苗木!应积极引进与推广’
5)8 提 高 果 品 产 量 和 果 品 质 量 随 着 果 园 生 产 成 本

的提高和科技含量的增加! 经济效益并不随面积的

扩大而增长!主要取决于管理水平!取决于在保证果

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陕北黄土高原

应积极促进幼 树 的 早 日 挂 果 和 抓 好 低 产 园 的 改 造’
结合荒山绿化!种植绿肥!开展秸杆还田#杂草覆盖#
穴贮肥水及节水保水等!培肥果园土壤!确保果树优

质丰产’ 无机肥的施用应依土壤和叶分析诊断的结

果!科学合理地补充!避免过量施用氮肥’ 要增加磷

肥和钾肥!叶面喷施钙#锌#铁#硼#铜等!确保树体健

壮生长!高产优质’
通过规范树形与量化修剪!确保果树合理负载’

通过保花保果和疏花疏果! 消灭大小年’ 花期喷布

18B5 增高剂和普洛马林等! 提高果形指数’ 果实套

袋! 摘叶转果! 地面铺反光膜提高果面光洁度和着

色’ 通过分期采收!并加强采后管理!充分发挥果品

的潜在品质’
5)9 开展抗旱栽培!推广节水灌溉 陕北黄土高原除

南部洛川塬#子午岭#黄龙山等地的降水量比较丰富

外!丘陵沟壑区和毛乌素沙地的降水偏少且不均!土

壤水分缺乏是 限 制 果 树 高 产 优 质 的 主 要 限 制 因 子’
塬面的果树应积极开展雨水的利用! 修建雨窖等!开

展秋雨春用!满足果树的生长要求’丘陵沟壑区应加强

梯田#鱼鳞坑等整地工作!加强水土保持’ 毛乌素沙地

积极开展滴灌#渗灌等!防止土壤盐渍化’ 各地应开展

地面覆盖!保水剂等的利用!推广滴灌#渗灌等’
5): 严防霜冻 陕北黄土高原霜冻频繁!建园时除避

开霜冻多发生且严重的沟谷#背阴地段和建立防护林

外!还应提高果树抗寒能力和人工改善果园小气候’
对于早霜!主要是选用成熟期早的品种!并且加

强夏季#秋季修剪!改善树 冠 内 的 通 风 及 透 光 条 件!
促进果实早日成熟和枝条充实’ 对于晚霜!除选用抗

寒力强的果树种类#品种#砧 木 和 晚 开 花 品 种 外!主

要是加强栽培管理措施!提高树体的抵抗能力!同时

加强霜冻的预防!如喷雾#灌溉#熏烟等’
5); 开展高效设施果业建设 陕北黄土高原的川地#
川台地在农村经济调整和优化中! 主要以市场为导

向!积极发展温室果树!构建特色鲜明的高效设施农

业!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发展沼气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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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与结论

!"#$$锰无论是拌种还是叶面喷施!都可以提高高油大

豆垦农 %& 和高蛋白大豆东农 ’( 的单株粒重" 可以

看出!锰的施用可以提高不同基因型大豆的产量"
!)($$锰提高高油大豆垦农 %& 的单株产量! 主要是通

过改善大豆单株荚数来完成! 而株高和百粒重出现

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锰拌种量达到 ’$*+,* 时!单株

粒重最大!与对照达到 -.的显著水平"
!)!/$锰提高高蛋白大豆东农 ’( 的单株产量! 是通过

全面改善大豆株高#百粒重和株荚数来完成的" 叶面

喷施 01(2 浓度在 34!.时! 株荚数达到 -.的显著水

平"锰拌种量达到 ’*+,* 时!百粒重影响达到 -.显著

水平"

通过试验可以得出! 锰无论是拌种处理还是叶面

喷施都可以提高大豆的产量! 但对不同基因型大豆

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不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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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舍#厕所#果树栽培为一体的$ 四位一体%日光温

室"
$ 四位一体% 日光温室是在同一块地上! 实现产

气#积肥同步!种植#养殖并举!并且这一良性循环!不

但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而且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减少

环境污染!是发展高效农业的一个模式!特别是修建沼

气池!生产沼气!是解决农村燃料缺乏的最好方法"
8.9 发 挥 地 域 优 势!选 用 无 公 害 农 药!生 产$绝 色 果

品% 陕北黄土高原气候干燥!病虫害相对较少!有生

产绿色果品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在病虫害防治上

坚 持$ 预 防 为 主!综 合 防 治%!按 无 公 害 果 品 生 产 方

案!走生物防治与综合防治 相 结 合 的 道 路!如 用$ 包

泥法%防治苹果腐烂病!多抗霉素防治苹果斑点落叶

病!青虫菌#白僵菌防治果树害虫!猫头鹰#蛇防治鼢

鼠等" 禁用高残留高污染的农药!生产优质$ 绿色%果

品!提高果品质量和商品价值"
8.: 强化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和贮藏加工! 建立果

农 协 会 果 品 是 商 品 性 很 强 的 产 品! 采 后 须 经 过 洗

果#防腐#打蜡#分级#包装等提高果品 的 商 品 质 量!
增加果品产值" 要迅速发展果品贮藏加工业!以缓和

产销矛盾!减少腐烂损失!增 加 经 济 效 益!保 证 果 品

质量" 争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筹集资金!兴建果

品贮藏库! 争取果品贮藏量占总果量的 -T.<WT.!
初步做到均衡上市!季产年销"

积极筹建果农协会!果品产销者协会等!把果农

组织起来!形成新的联合体!便 于 开 展 技 术 培 训#技

术交流#信息咨询#产品流通#物质供应!逐步引导果

品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方 向 发 展!加 强 广 告 宣 传!

促进果品销售"
8."$ 保护野生资源 陕北黄土高原野生果树资源较

丰富!特别是南部次生林区!杜梨#山桃#山杏#酸枣#
文冠果#沙棘等蕴量大!可积极进行野生资源的选优

和人工驯化" 要加强野生果树资源的管护!防止掠夺

性开发"
8."" 加强宣传#引导#示范 栽植果树要尊重广大群

众的意愿!政府主要是通过 宣 传#引 导#示 范 来 调 动

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使群众认识到果树的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使群众自发#自觉地去栽植果

树!这样才能提高苗木成活率和保存率!才能加强栽

后管理! 不会出现栽而不管和年年栽树不见树#$ 植

树造零%的现象" 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和具体的生态环

境!合理安排树种#规模!不搞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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