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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气温升高时，在浇水前 2 d用 25%霜疫
美尔乐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全株喷施 1次。最好
用电动喷雾器，喷药的原则是“全部叶片喷到，不
见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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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品种及砧木选择、槽式栽培定植方法、定植后管理、主干形整形修剪、肥水管理等方面介绍了非
耕地日光温室桃根域限制栽培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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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耕地资源紧缺 ［ 1 - 2］，为保证国家粮食安
全，科学合理开发土地资源中 85%以上的非耕地
资源意义重大。甘肃省有包括戈壁、沙漠等类型
的未利用非耕地 0.19亿 hm2，占全省总土地面积
的 42%，以戈壁为主的河西走廊地区，有着发展
日光温室桃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如光照充
足，日照时间长，光质好，无污染等，且广阔的
荒漠利于整体规划和集中连片大规模发展。目前
已初步形成甘肃省河西走廊嘉峪关—酒泉—张掖
戈壁日光温室油桃产业带，对当地产业发展起到
了支撑作用。戈壁是粗砂、砾石覆盖在硬土层上
的荒漠地形，因此在戈壁非耕地发展设施桃产业，
需要客土栽培，生产上一般是将温室内地面深 80
cm 的沙砾清除，然后回填栽培基质，基质成分
60%以上为土壤，这样，每座 500 m2 的日光温室
至少需要“客土”400 m3，这些土壤一般都要从周围
面积有限的良田中挖取；建造一座日光温室需挖
取双倍面积良田的 40 cm表土层，这严重影响到
原耕地的质量，并对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严
重破坏。
槽式栽培是根域限制（Rooting restriction）栽培

方法的一种［ 3 - 4］。经 2012—2014年 3 a的试验研
究表明，槽式栽培技术可以在保证日光温室高密
度油桃正常生长结果的前提下，减少 70%的土壤
用量，从而达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目的。非耕
地日光温室桃槽式栽培技术定植后，第 1年结果
折合产量 18 600 kg/hm2，第 2 年丰产达到 36 300
kg/hm2。现将其关键技术总结如下。
1 品种与砧木选择
以山桃为砧木育苗，选择品质优良、性状稳

定、抗病能力强、市场商品性好的桃、油桃品种，
如中农金辉、中油 4号等。
2 槽式栽培定植方法
在砂石类非耕地上新建温室时不清除砂砾，

南北向挖宽 80 cm、深 80 cm 的定植沟，底部回
填玉米秸秆厚 20 cm，然后填入与腐熟有机肥混
匀的土壤，有机肥用量 45～60 m3/hm2。浇水沉
实。温室建好后，于 11月中旬至 12月上旬沿定
植沟挖直径 30 cm、深度 30 cm的定植坑，按行距
2.0 m、株距 1.0 m 将苗木植于其中，使苗木直、
根系舒展，栽植深度以苗圃地根茎痕迹处为标准，
灌水，待 2～3 cm表土干燥后疏松、耙平，在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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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白色地膜以提高成活率，促进树体生长。
3 定植后管理
3.1 温度

定植后 30 d 内，温室内最低温度不低于 5
℃，最高温度不超过 25℃，之后温度保持在 5～
30℃。
3.2 立竹杆

为使苗木直立生长，同时防止幼芽遭到碰伤，
需要在距每株桃树旁 10 cm处立支柱，并进行第 1
次绑梢，支柱一般选用长 1.5 m、直径 1.5 cm左右
的竹竿，支柱一般要立在芽体的背面，以防幼苗劈
裂。当嫩梢长至 30～40 cm时进行第 1次绑缚，注
意不要将塑料绳绑死在主干上，以防将苗木勒断。
之后主干每生长 50 cm绑缚 1次。
3.3 施肥

幼树定植当年待新梢长到 15 cm时，开始用速
效肥攻树、扩冠，每隔 15～20 d施 1次。展叶后施
3 g/kg尿素和氨基酸复合肥，每隔 10 d喷 1次。
4 主干形整形修剪
芽苗定植后，侧枝长至 25～30 cm时拿枝或摘

心。当苗木生长到 1 m左右时，先疏除基部 20 cm
内的枝条；生长至 1.5 m时，疏除基部 30～40 cm
内的枝条。整个生长过程对主干延长枝不进行摘
心，保持其顶端优势，严格控制竞争枝（扭梢或重
摘心）。7月下旬开始限制营养生长，根据长势，停
止施用氮肥，减少灌水。叶面喷 100倍 PBO液，根
据树势情况可间隔 7～10 d喷 1次，连喷 3～4次。
控制营养生长，迫使横向枝及早停长，实现早积
累、早成花，使秋季形成足量的花芽。冬季修剪每
株留 20～30 个长果枝，中央领导干上均匀分布
20～30个侧生分枝，分枝角度为 80毅 耀 90毅。将树体
高度控制在 2.0 m左右，最高不应超过 2.5 m。果实
采后先放风锻炼 7～10 d，然后揭膜转向露地管理。
采果后 4～6 d内，分 2步回缩，先回缩树冠下部，

待新芽萌动后，再回缩上半部分，总体将树冠体积
缩小到原来的 3/5，树体高度压缩到原来的 2/3。采
果后的结果枝和中庸枝回缩至离主干最近的 2个侧
枝处或留 3～5个饱满芽，长势过弱且长度不足 30
cm的新梢保留不动。缩剪后，及时抹除萌发的无效
芽，双芽枝和三芽枝只留 1个，直立芽一般抹除。
5 肥水管理
二年生或二年生以上的油桃树，以产量为依

据，每形成 100 kg经济产量需氮（N）0.5 kg，磷
（P2O5）0.08 kg、钾（K2O）0.36 kg。依据土壤检测、
叶片分析、营养诊断的结果和单位面积产量确定

用肥种类和用肥量。基肥多在根系开始活动前施
入，施肥最佳时间是秋季桃落叶前 30 d，9月下旬
至 10月上旬进行。基肥以有机肥为主，有机肥分
解慢，可以防止肥料流失。按“斤果双斤”腐熟农家
肥的比例，施入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45 000～75 000
kg/hm2、硫酸钾或果树专用肥 750 kg/hm2、磷酸二
铵 750 kg/hm2、尿素 450 kg/hm2。基肥对产量、果
实品质影响较大，因而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花期喷 500～1 000倍的硼肥,树干涂氨基酸钙

原液可有效提高座果率。开花期控制灌水。新叶
展开后喷施 1 g/kg尿素 +1 g/kg磷酸二氢钾混合液，
或 2 g/kg光合微肥等，每隔 10～15 d喷 1次，连
喷 3～4次。幼果期追施复合肥 300 kg/hm2、硫酸
钾 150 kg/hm2。硬核期在开始硬核时施肥，以钾、
氮肥为主，这是一次关键追肥，主要供应胚的发
育与核的硬化，有利于果实增大、新梢生长。果
实膨大期追肥一般在采前 20 d左右施入，以提高
果实品质，增进果实大小，提高含糖量。主要施
用速效性钾肥，追施复合肥 300 kg/hm2、硫酸钾
150 kg/hm2。采收前 6～8 d，根据土壤墒情适当灌
水，均衡灌水，小水勤灌。整个果实发育期喷 3
g/kg磷酸二氢钾 +2 g/kg光合微肥，并穿插喷施各
种微肥、氨基酸钙等。采果缩剪后追施腐熟农家
肥 30 000 kg/hm2、等比例三元复合肥 750 kg/hm2、
尿素 300 kg/hm2。7月前保证水分供应，叶面喷施
3 g/kg 尿素 3～4 次；7 月中旬后减少氮肥供应，
适度控水，同时每隔 10～15 d喷 1次 PBO 100倍
液。整个生育期应在主要灌水期（萌芽前、坐果
后、果实硬核期、施基肥后、越冬前）灌透水，推
广采用滴灌。以上施肥过程中，如有水溶性肥料，
最好用滴灌配合施肥器施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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