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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县位于甘肃省东部， 是甘肃省苹果栽培
面积最大、 产量和产值最高的地区。 2003 年， 静
宁县被农业部划入西北地区黄土高原苹果优势产
区［1�］。 静宁的苹果产业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期， 坚持“小苹果， 大产业； 小苹果， 大民生”的
发展理念， 经历了探索起步、 示范推广、 规模化
产业化 3 个阶段。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
自然气候条件， 使静宁发展成为我国优质富士苹
果出口基地， 品质、 品牌、 产地收购价和效益等
被誉为中国苹果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静宁苹果果
型端庄、 色泽艳丽、 肉质细嫩、 香味浓郁、 营养
丰富、 绿色安全、 货架期长、 耐贮运， 享誉海内
外， 先后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中国驰名
商标”等国家级名片， 并荣获国家及省部级多项金
奖。 同时， 由苹果产业带动的静宁苹果文化， 已
成为全省最为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1���发展优势
1.1 自然条件适宜

静宁县属黄土高原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 具

备适宜苹果栽培的 7 项最优生态指标。 境内海拔
1�600～2�245�m， 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土层深
厚， 质地疏松， 透气蓄水能力强［2�］； 年均降水量
450.8�mm 左右， 空气湿度小， 病虫害发生轻， 农
药用量少、 残留量小， 是我国高海拔旱作优质果
品生产大县。
1.2 政策扶持力度大

近年来， 甘肃省委、 省政府对苹果产业发展
高度重视， 2010 年出台《甘肃省苹果产业发展扶
持办法》， 并逐年加大政策、 资金和技术扶持力
度， 使静宁苹果产业发展突飞猛进， 成为农民增
收致富、 出口创汇的高效农业和支柱产业， 并由
苹果大县向苹果强县、 传统果业向现代果业转型
升级， 成为在全国特色突出、 优势明显的标志性
产业。
1.3 市场竞争力强

静宁苹果注重产业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
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进行专题报道。 并连
续多年开展静宁苹果摄影大赛， 创作了大量以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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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苹果为题材的诗歌、 书法、 绘画等文学作品，
加强了苹果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建成涵括果品展
示中心、 信息发布中心、 市场交易区、 物流仓储
区、 生活配套区等功能的静宁苹果博览城。 在中
国农交会、 中国农高会、 中国绿博会、 全国名优
果品交易会、 中国·亚欧水果展览推介会等大型展
会， 静宁苹果已成了国内外客商关注的焦点， 赢
得了广大媒体追捧， 深受消费者青睐。
1.4 经济效益高

静宁连续多年成为全国苹果产地收购价格最
高的县区， 全县果农人均收入可达 3�200 元， 占家
庭性经营收入的 76%以上。 苹果收入达百万元的
村有 85 个， 其中 200 万～500 万元的村占 25 个；
苹果收入 10 万元以上的农户超过了 1�000 户， 5
万～10 万元的农户达到 4 万余户。 许多果园苹果
还未采收， 就已被客商提前预定， 产地苹果销售
价格居全国之首， 80�mm 以上优等富士苹果的地
头最高价为 14.4 元 /kg， 收入在 45 万元 /hm2 以上
的果园较普遍， 收入 75 万元 /hm2 以上的果园也不
罕见。 小苹果变成了“金蛋蛋”， 苹果树真正变成
了静宁农民的“摇钱树”。
2���产业现状
2.1 产业基地初具规模

2014 年静宁苹果栽培总面积已达 67�467�hm2，
占耕地面积的 68.7%， 户均 0.71�hm2， 人均 0.16�
hm2， 其中挂果果园 33�333�hm2， 产量 60 万 t， 产
值 24 亿元。 先后建成了仁大、 李店等 10 个专业
化果品乡镇及治平雷沟、 城川吴庙等 60 个果品专
业村， 形成了以李店河流域 6�667�hm2 苹果出口创
汇基地、 葫芦河流域 6�667�hm2 高效农业示范区和
312 国道沿线苹果经济增长带为主的三大基地， 引
领带动一批果业专业户、 专业村、 专业乡， 规模
优势、 产业效益越来越明显。
2.2 品牌效应逐步凸显

近年来， 静宁苹果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国家
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认证、 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认证等国家级名片， 以及“中华名果”、
甘肃名优苹果等 13 个大奖［3�］。 2008 年入选北京奥
运会特供果品。 静宁县先后获得了中国苹果之乡、
全国经济林产业示范县、 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
中国果菜无公害十强县、 中国苹果二十强县、 全
国兴果富农工程建设果业发展百强示范县等 6 个
国家级荣誉称号。 目前共注册成立拥有自营出口

权的龙头企业如陇原红、 常津、 庆源等 7 家， 连
续 6�a 向俄罗斯、 东南亚、 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直接
出口苹果 3.5 万 t， 创汇 2�314 万美元， 成为全省
苹果直接出口创汇第一大县［4�］。
2.3 科技创新成果显著

静宁县坚持“科技培训、 技术引导、 示范推广”
一体化原则， 以甘肃苹果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实施
和农业部标准园创建为契机， 依托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 甘肃省果业管理办公室、 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静宁县果树果品研究所等单
位的科技支撑， 大力发展苹果标准园创建和优质
高效苹果生产基地建设， 全面推行矮化密植建园、
幼园早果丰产、 挂果园提质增效、 起垄覆膜集雨
沟灌、 生草沃土养根壮树、 肥水一体化、 绿色防
控等技术， 使果园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盛果期果
园最高产量达 90�t/hm2， 优果率达 85%以上， 商品
率达 95%以上。 目前已创建国家级苹果标准园 1
处、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 8 处、 省级
苹果标准化示范基地 17 处， 总面积达 20�000�hm2。
大力开展“三品一标” 认证和 ISO、 GLOBALGAP、
HACCP 等国际认证， 认证苹果示范基地 23�267�
hm2， 占果园总面积 44%。 其中， 注册出口创汇基
地 3�000�hm2， 认证苹果 GAP 基地 267�hm2， 认证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示范基地 20�000�hm2。 研
发推广了黄土高原较高海拔无袋栽培模式、 雨养
山地果园建园模式、 高海拔短枝型宽行建园模式、
新幼树早果丰产技术、 旱作节水栽培技术、 乔化
密闭园树体改良技术、 富硒苹果栽培等一系列国
内领先、 特色突出的优质高效栽培技术。 培育出
短枝型富士“成纪1号”、 中短枝型秦冠“静宁 1 号”
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 并已在甘肃苹
果主产区大面积推广。
2.4 产业链条日趋完善

目前， 静宁县已建成了常津公司、 恒达纸箱、
通达果汁等 50 多家贮藏营销型、 包装配套型、 加
工增值型龙头企业， 其中大型贮藏企业 46 家， 年
贮藏能力达 32.3 万 t， 加工转化能力 7 万 t， 纸箱
生产能力达 3.1×108��m2。 按照“公司 + 基地 + 合
作社 + 农户”发展模式， 成立了以格瑞苹果为代表
的专业合作社 40 多家、 苹果产销协会 8 个。 在静
宁苹果网、 静宁苹果采购网、 淘宝网等 5 家电子
商务平台推出特色中国—甘肃馆， 并在北京、 上
海等城市开设静宁苹果品牌形象店 20 多家。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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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种苗繁育、 技术推广、 贮藏增值、 加工转化紧密
衔接， 产前、 产中、 产后相互配套的产业体系［5�］。
同时， 苹果产业的发展壮大， 已带动了加工贮运、
果袋、 包装材料、 餐饮、 运输、 房地产、 旅游观
光等第二、 三产业的发展， 使静宁苹果知名度和
竞争力不断提升。
3���存在的问题
3.1 优质苗木繁育体系不完善

静宁县每年新建苹果园 6�667�hm2 左右， 苗木
需求量在 400 万株以上， 但脱毒矮砧大苗繁育目
前还是空白。 生产用苗大量从外省调入， 品种混
杂， 苗木弱小， 甚至携带病毒和各种病原菌。
3.2 产业布局及品种结构不合理

静宁县东南区域苹果产业起步早、 发展快速，
西北区域苹果仍处于零星栽植、 粗放经营阶段［6�］。
部分果园主栽品种单一， 配套授粉树品种缺乏，
优良中早熟和中晚熟品种相对较少， 晚熟品种比
例过大， 上市较集中， 果品采后贮藏、 市场销售
压力大， 难以满足市场果品多元化的需求， 整体
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7��］。
3.3 栽培技术不配套

根据农作物品种的特征特性配套相应的栽培
技术模式， 是其规模化、 产业化发展的前提。 近
年来， 静宁苹果在产业化发展的同时， 研究出了
一系列国内领先、 特色突出的苹果优质高效栽培
技术模式。 但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文化水平偏
低， 学习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较差， 加之专业技术
人员不足， 技术服务不到位， 静宁苹果主栽模式
仍以“乔砧稀植”为主， 机械化程度低， 生产成本
较高， 导致苹果产业发展缓慢。
3.4 品牌保护体系不健全

品牌效应可以为果农带来更高的附加值和超
额利润， 能保持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度［8�］。 静宁苹
果由于没有建立起长效的品牌运营机制， 品牌保
护意识不强， 致使部分客商有机可乘， 出现外地
苹果冒充静宁苹果品牌销售， 给静宁苹果造成一
定负面影响［9�］。
3.5 贮藏贮运环节薄弱

目前， 静宁苹果采后处理、 贮藏贮运保鲜是
最薄弱的环节， 缺乏专业化采后处理技术与设施，
采后处理设备不足， 清洗、 预冷环节缺失， 贮藏
设施标准低， 与苹果产业化生产不配套， 与现代
消费需求不对等［10～11�］。

4���发展对策
4.1 加强脱毒大苗繁育体系建设

建立大型自主运营的规范化、 商业化苹果良
种苗木繁育基地， 并建设配套的脱毒快繁中心、
新优品种观察试验及种质资源保存圃、 优良品种
采穗圃及快繁育苗温室。 借鉴农作物良种补贴方
式， 加大对无病毒良种优质大苗繁育的补贴， 引
用国外先进的育苗方式和成熟的育苗技术， 培育 3
年生以上带分枝的优质大苗， 缩短幼龄期， 节约
管理成本、 延长经济寿命、 提高果品质量效益。
4.2 优化生产布局及品种结构

强化政策推动， 加快向静宁县中部、 西北部
适生区延伸覆盖。 优化早、 中、 晚熟品种结构，
严格控制晚熟品种比例不超过 75%， 形成早、 中、
晚熟各具特色又相互协调的鲜食苹果消费市场；
适度减少普通富士系列苹果的种植面积， 提高成
纪 1 号等新优富士品种和静宁 1 号等特色品种的
种植比例， 推进苹果新优品种更新换代， 适当发
展加工专用品种， 大力发展精品果、 富硒营养果，
使其满足果品市场多元化需求。
4.3 推进现代栽培模式建设

通过土地流转等形式， 扶持企业、 合作社、
家庭农场创建宽行矮化密植栽培模式现代高效示
范园， 全面推行配套机械化、 滴（喷）灌水肥一体化
技术。 加大果草畜沼窖生态循环果园建设力度，
种养互动， 达到沃土养根壮树， 提高果园有机肥
水平， 推进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4.4 健全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完善苹果生产技术标准， 制定加工包装等地
方性标准， 建立覆盖果品生产、 加工、 流通等标
准， 健全从“市场到田间” 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加强检疫检验， 提高有害生物综合防控能力。 建立
应对气候及其灾害预警与防控的生产管理基础体
系， 示范推广使用果园防雹网、 防霜机、 烟雾发生
器等设备， 提高抵御自然灾害能力。 鼓励多方筹资
建立“苹果风险基金”， 实现自然灾害保险全覆盖。
4.5 加强品牌建设

统一包装标识和宣传用语， 鼓励引导企业、
合作社、 家庭农场使用静宁苹果地理标志、 驰名
商标等产品包装； 借助新闻媒体和各类展览、 展
销和交易活动， 开通静宁苹果官方微博、 微信，
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行业自律、 制度监督规范客
商和果农的经营活动， 扶持引导苹果营销龙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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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墙立柱型日光温室是目前甘肃省日光温室
的主体结构， 建造成本相对较低， 在不同生态区
均有应用， 约占全省日光温室面积的 90%。 因各
地气候条件和种植作物种类不同， 温室建造应采
取相应的技术和参数［1～6�］， 通常宜选择地质条件
好、 地下水位适中、 排灌方便、 前方和东西两侧
没有高山以及高大建筑物遮挡的地块， 也可选择
坡度小于 25° 的向阳坡地， 避开洪、 涝、 泥石流

和多冰雹、 雷击、 风口、 有污染等地段。 修建温
室群要做好温室排列以及配套给排水、 道路、 电
力等设施的规划建设。 现将主要建造技术介绍如
下。
1���设计指标
1.1 光照

温室内各种作物对光照要求不同， 通常以强
光性作物为对象进行温室设计， 要求温室内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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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全国各地的果品公司建立广泛的联系和合作，
形成静宁苹果专营专供渠道。
4.6 延伸产业链条

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 每年引进和发
展一批有实力、 有市场竞争力、 有品牌的苹果精
细化加工和贮藏营销、 包装材料生产等企业， 形
成配套体系， 逐步实现苹果多层次加工增值， 提
高苹果附加值和商品转化率。 引导和扶持合作社、
家庭农场以土地流转等模式走适度规模化经营、
机械化轻简化管理、 企业化集约化运作的发展路
子。 扶持培养新型果品经纪人， 维护和保障生产
者与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创造良性市场竞争环境，
促进果品良性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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