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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害苹果种植技术及病虫害防治
张治国，陈天毅，邓泽涛，冯 杰

（ 重庆市种畜场 400020）

摘 要：当前，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了大力的调整，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中，苹果生产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同时，在民众环保

意识的不断提高下，无公害苹果果品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以苹果无公害生产发展趋势为基础，对无公害苹果种植技术和病虫害

防治技术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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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精细疏花疏果 每隔 25~30cm 留 1 个中心果，
将背上、背下的花和果疏除，以此使花芽分化充足、品

质优、果个大、次年花量充足得到保证。
2 无公害苹果病虫害防治技术

2.1 生态控制技术 多样性是生物的显著特征，可

以借助此特点保护害虫的天敌， 在果园周围会有诸多

害虫的天敌，自然条件下，果园中出现害虫时，在果园

附近的害虫天敌就会到果园中将害虫杀害， 但在果农

使用农药的过程中，害虫的天敌会消失在果园中。因此

在防治过程中应尽可能不用农药，以免影响害虫天敌。
2.2 农业防治技术 对果实进行套袋， 可以确保果

实免受农药和尘埃的污染，减轻病虫害，同时还能促进

苹果质量和外观品质的提高， 是无公害苹果生长中的

重要技术方法。 在冬天对果树进行冬剪是确保病虫源

基数得以减少的有效方式。在果树的休眠期，要将果树

的病枝剪掉，清理枯枝落叶和杂草、落果，进行清理后

进行深埋。
2.3 杀虫灯防治 杀虫灯防治主要是借助特定波长

将害虫成虫引诱出来并用频振式高压电网触杀， 使害

虫落在灯下的接虫袋中，进而将害虫彻底消灭，可以显

著减少田间落卵量，降低虫口基数。 具体方法为：每隔

3.0~3.3hm2 固定挂 1 盏频振式杀虫灯， 灯底距地面的

距离为 2.0~2.5m，于第一时间将死虫清理干净，在害虫

高发期，每天天黑时应及时开灯，天亮将灯关掉。
2.4 喷药技术 果树喷药是最基本的一种防治方

法。在喷药过程中，务必要将喷药的面积和药效的多样

性把握好。 同时，应根据果实生长的特点进行喷药，把

握好用量药，并立足于果树虫害时节，合理安排喷药时

间。 喷药浓度应适量， 频率也应和果树的生长周期相

符。 防止使用浓度过高的化学药品， 以免会有药物残

留，严重影响苹果质量。
（ 收稿：2018- 05- 08）

参考文献：
[1]刘冠英.无公害苹果种植的病虫害防治技术[J].农业与技术,2017,37
(18):139- 139.
[2]杜 岩 .绿 色 苹 果 病 虫 害 综 合 防 治 技 术 分 析[J].农 民 致 富 之 友 ,2017
(22):149- 149.

我国苹果产量和种植面积在全世界位居第一。 近

年来，在栽培苹果树的过程中，为了有效促进苹果树质

量和生长效益的提高，苹果栽培正从数量转变为质量，
借助运用科学的栽培技术， 使果树的产量和品质得到

提高。
1 栽培技术

1.1 园地的选择 建园应在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
没有受到医疗废弃物、城镇生活、农业和工业污染和没

有地方性疾病的农业生产地。 海拔在 1400~1600m 之

间的川台地或梯田。要求借助集雨提灌或节灌，一年灌

水应超过 2 次[1]。
1.2 整地 栽植的株行距最好为 3m×4m，667m2 栽

56 株，梯田地挖深为 1m、宽为 1m 的圆形坑，在挖穴过

程中分别放置地表土和生土，挖完后将铡碎的杂草、玉

米秸或农家肥等放入坑底部， 把表土和生土填在上面

进行围顶，水源充足的地方应充分灌水；坡地整穴应挖

上口和中宽各为 2m、1m 的半圆形穴， 活土 60~80cm
深，将表土搁置在上口沿上面，生土围成半圆形埂，比

穴面高 20~30cm，拍严实。挖好后将秸草和基肥施在穴

底，把表土覆盖在上面，60~80cm 深，外面高于里面，呈

小反地状，最好在头一年的雨季进行整地。
1.3 苗木选择 立足于当地实际情况， 选用优良品

种，使用壮苗栽植，选择的苗木必须实施“ 三证”管理，
使苗木的质量和纯度得到保证。 主要栽种的苹果品种

为：金冠、红富士、元帅四至五代等。
1.4 加强土肥水管理 土壤管理的主要内容有种植

行间生草和绿肥、树盘覆盖和埋草、中耕以及深翻改土

等。 于秋季施入农家肥作基肥，并可混入少量氮肥；萌

芽后进行第 1 次土壤追肥，主要施用氮肥；花芽和果实

膨大期进行第 2 次追肥，主要施用磷肥，配合使用氮磷

钾；果实生长后期进行第 3 次追肥，主要施用钾肥，追

肥后及时灌水。 叶面喷肥 3~5 次，通常生长初期 2 次，
主要施用氮肥，后期 1~2 次，主要施用磷肥，应禁止在

高温时间进行叶面喷肥。灌水时期一般包括 4 个时期，
即萌芽水、花后水、催果水和冬前水，倡导秸秆覆盖树

盘保墒，运用微喷、渗灌、滴灌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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