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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平凉、 庆阳、 天水和陇南四市为甘
肃省苹果主栽区， 其中的 18 个县（区）被农
业农村部确定为西北黄土高原苹果生产优生
区， 近年发展迅猛。 据 2018 年统计， 4 个
市苹果园面积达到 2.67 万 hm2， 产量达到
281 万 t［1�］， 部分主要乡镇的苹果产品收入
与当地劳务输出相当， 成为当地农民的致富
产业。

本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冬春干旱， 降
雨多集中在夏末秋初， 年内及年际间雨水分
配不均。 平均年降水量在 450�mm 左右， 而
蒸发量在 1�500�mm 以上［2�］， 雨水资源利用
效率仅有 30%， 大部分被径流和无效蒸发
掉［3�］， 也缺乏灌溉条件， 是典型的旱作雨
养农业区， 干旱是制约当地农业包括果树生
产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 如何充分利用当
地自然降水， 采用各种保墒措施成为发展苹
果生产的当务之急。 历史上劳动人民在长期
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沙田这一保墒模式， 在
包括果树等园艺作物上得到应用， 典型地域

如静宁南部三镇等， 但因沙源不足应用受到
限制。 随着新植果园面积的增加， 适应不同
地域的保墒模式和保墒材料应运而生。

覆盖保墒是目前农艺节水的主要技术，
效能强而且应用日趋成熟［4�］， 涉及各种覆
盖用材料。 地膜覆盖保墒在大田作物上应用
较早。 我们在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了果
园保墒模式［5�-�7�］， 以黑色地膜为主的起垄覆
膜覆盖近年来在甘肃省苹果园逐渐普及，
90%以上的幼园、 60%左右的成龄园土壤管理
采取了这项技术。 现有果园中也有少量采用
秸秆覆盖、 生草覆盖， 以及沙石覆盖等措施，
也有将几种材料结合起来的复合覆盖的方式。
经过近年来的实践， 果园覆盖得到了认可，
但在应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不规范，
保墒效率低下甚至错误的做法时有发生， 违
背了覆盖的初衷， 值得对相关技术加以总结
和完善， 指导果树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1���地膜覆盖

地膜覆盖投入低， 操作简便， 实用性

摘要： 概述了当前甘肃果树主产区的覆盖现状， 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改进措施。 川道及
平整梯田果园， 可采用各种覆盖材料， 但坡地不宜用地膜覆盖， 覆盖用沙仅限于河道附近。 秸
秆及枝干覆盖是很好的循环农业发展方向， 但应用较少。 自然生草是提高果园土壤质量和保水
保肥的发展方向， 但应结合具体条件， 严格管理， 使生草向有利果树生长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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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覆盖用地膜种类由之前的白色地膜发展
到现今的黑色地膜， 由难以降解的普通地膜
向降解膜转变。 由于技术及成本等因素所
限， 近几年黑色普通地膜因兼除草等特点而
被广泛应用。 实践中地膜覆盖必须同时考虑
集、 保、 用这三个要素。 只重视集雨而不考
虑雨水的保蓄就没有利用的可能， 所以其方
法必须切合果树生长的实际， 集、 保、 用兼
顾在地膜保墒覆盖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现有
果园覆膜模式主要为起垄覆膜， 即树盘下沿
行向在树的两侧做“八”字形垄， 垄上覆膜；
经过近年的应用， 生产中仍然存在认识不
足， 应用不到位、 不规范的现象， 部分地方
仍然有诸如集雨垄面不平整或覆盖面过大，
所集雨水无法及时渗入土壤中， 或留于膜上
蒸发或流出果园白白浪费； 垄面过高集雨面
坡度过大， 因保蓄不充分产生大的径流冲出
果园， 甚至毁损路面。 长此以往土壤在没有
水分有效补给的情况下持续消耗蒸散， 反会
干旱加剧。

果园覆膜技术首先要考虑选择较厚黑色
合格地膜， 一般厚度至少在 0.008�mm 及以
上， 能在 1 到 2 个生长季不会明显破损， 维
持较长时期的保墒作用， 可减少投入、 降低
环境污染。 其次应据树体大小选择地膜宽幅。
1～3 年生幼树根系范围小， 应选择宽幅 90�
cm左右的地膜单幅或根茎处略低而树两侧渐
高的“V”形覆盖， 利于水分汇集于根际附近。
4 年生后树冠基本形成， 根系也基本完成水
平扩展， 应据行间宽度覆盖， 覆盖面占行宽
的 2/3用于集雨保墒， 行中间的 1/3用于水分
入渗和人工操作道。 再者起垄高度要合理，
即沿行向在大树两侧树盘呈“八”字形起垄，
树根茎部位的高度应控制在 3～5�cm， 坡度
在 5° 以内为宜。 较低坡度减轻了劳动强度，
也适宜园间操作。 为了更好拦蓄行间所集雨
水， 行间最好再用作物秸秆覆盖， 厚度需在
15�cm 以上。 最后， 可在树左右行间膜侧各
开 1 个口径 30～40�cm、 深度 60～80�cm 的
渗水穴， 用秸秆填塞紧实， 用于秋季过多来

不及下渗雨水的深层保蓄， 最大限度将雨水
保留在园中， 减少地表无效蒸发， 调控树体
生长， 供来年春季干旱期利用。
2���秸秆覆盖

秸秆是农作物生产的主要副产品， 将秸
秆变废为宝， 覆盖于园田地表， 形成一定厚
度的覆盖层， 隔断土壤毛细管与大气联系，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隔土壤水分的无效蒸
发， 将保持的水分用于形成产量的有效蒸
腾， 达到保墒、 提高水分利用效率的目的。
这既是作物秸秆再利用的有效方式之一， 同
时秸秆覆盖也提高了土壤养分， 秸秆中含有
以钾为主的各种养分。 作物收获后剩余秸秆
回归园田， 可对其中的养分再利用， 相应减
少化学肥料的投入， 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秸
秆腐解可增加土壤有机质， 进一步起到保水
保肥的作用。 秸秆覆盖在理论上的诸多优点
被普遍认可， 但在实践中应用较少， 其原因主
要是果农担心火灾等； 再者果园秸秆覆盖需
草量大， 在新果区尚可， 但老果区和主栽区基
本没有其他作物种植， 覆盖材料来源不足。

考虑到秸秆覆盖涉及各种人为的和自然
的因素， 应把防风防火放在首位。 应据气候特
点， 尽量在 7月底夏秋降雨集中期前覆盖秸
秆， 利于其踏实和增加湿度， 降低覆盖的火灾
风险。 麦秸的有效覆盖用量为 45�000～8�000�
kg/hm2�［8�］， 踏实厚度约 10～15�cm； 玉米秆
用量在 34�500�kg/hm2 左右， 覆盖厚度约 10�
cm。 应全园覆盖， 仅在树体根茎部留出
10～20�cm 空隙， 以利树干基部病虫害的防
治。 一个生长季后会因踩踏、 腐解等使秸秆
覆盖层变薄， 保墒作用降低， 故需每年补加
新的秸秆至原厚度。 覆盖后应零星撒压土以
防风防火， 并撒施尿素 40～75�kg/hm2（雨
前）， 利于微生物分解秸秆， 减少对土壤表
层氮素的消耗。 覆盖秸秆每年可随基肥翻入
园中， 也可多年连续覆盖， 任其自然腐解淋
溶， 养分随雨水进入土壤。
3���生草

清耕是果园土壤管理的传统模式， 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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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频繁的锄耕会破坏土壤结构， 使土壤保水
保肥能力降低， 水土流失加重。 果园中自然
生长的杂草会与树体或多或少争肥水， 但可
以通过有目的的管理将其影响降到最低； 同
时杂草凋落物会增加土壤有机质， 并将土壤
深层养分集于地表， 长期生草反而有利于果
树生长［9�］。 现有果园或放任杂草生长， 或选
种的草种不适宜， 如根系发达竞争力强的草
种较普遍， 使得业内对果园生草的评价不够
中肯。

果园中自然草类繁多， 适应能力强， 应
拔除深根性的多年生杂草， 如赖草、 冰草、
白茅、 芦苇等， 以及攀缘性的杂草如田旋
花、 鹅绒藤、 菟丝子等， 多留浅根性 1 年生
低秆杂草， 或人工种植豆科类等养地草种。
适宜果园生草的常见杂草有马塘、 繁缕、 蒲
公英、 狗尾草、 车前草、 芥菜、 马齿苋、 龙
葵等。 黑麦草和白三叶是果园种植最普遍的
草种， 但经过种植多年发现， 其根系发达，
对表层土壤水分的需求大竞争强， 在旱情重
的年份仍能旺盛生长， 不宜多年连续种植。
果园生草的管理应随季节和果树生长及时调
整， 如降雨少、 土壤干旱较重， 应在果树生
长的前期加强管理， 通过多次割刈控制草的
高度和生长势， 降低对肥水的竞争； 在雨水
集中、 果树生长的中后期可适当减少割刈次
数， 通过其生长消耗园间多余水分， 也能起
到控制树体旺长抽条， 增加果实含糖量的作
用。 再者， 应依据树龄决定果园生草的范
围。 一般 1～5 年生幼龄园适合行间种草，
在树盘 50～100�cm 范围内清耕或覆盖， 避
免草对幼树生长的竞争抑制； 大龄树根系广
度与深度形成， 可行全园生草。
4���覆沙

覆沙栽培是一项就地取材、 传统的保护
性耕作模式， 在静宁南部三个乡镇比较集
中， 近年在周边庄浪县等地也有了零星分
布， 主要分布于河道附近。 覆沙厚度一般
3～5�cm， 粒径有小到 0.1～0.2�cm 的细沙，
也有大到 1～5�cm 的砾石， 覆盖越厚、 粒径

越小， 保墒作用越大。 生产中常用的覆盖用
沙是经水洗的细沙和砾石的混合物。

覆沙栽培因沙源有其区域的局限性， 前
期覆盖用工量大， 也可能造成后期施肥等管
理操作烦琐。 一次性覆沙的有效年限一般在
5 年左右， 随栽培年限增加， 果园施肥等管
理会使覆盖的沙与土壤逐渐混合， 其保墒抑
蒸、 增加入渗以及增温保温作用不再明显。
建议重视秋施基肥， 其他生长期用施肥枪施
水溶肥为主， 尽量减少沙层翻动。 对有间作
的幼龄果园， 建议覆盖较大粒径砂石， 以减
少沙土混合， 增加使用年限。
5���结束语

川道及平整梯田果园， 可采用各种覆盖
材料， 但坡地不宜用地膜覆盖， 避免径流过
大反而造成水分加速流失。 覆盖用沙仅限于
河道附近， 大面积应用有局限。 秸秆及枝干
覆盖是很好的循环农业发展方向， 但主产区
应用较大， 很难满足生产之需。 自然生草是
提高果园土壤质量和保水保肥的发展方向，
但应结合具体条件， 严格管理， 使生草向有
利果树生长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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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农业增效、 农村繁荣、 农民增
收的重要途径。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将农业生产、 农业生活、 生态环境三者合为一体， 对延
长农业产业链、 增加农业附加值、 提高农民收益、 改善乡村居住环境， 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奠定良好的产业基础。 为确保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可持续发展， 提出了建立高效管理运行
机制； 建立资金投入机制； 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保障机制； 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制度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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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
题［1�］。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最终目的是要使农业、
农村与农民获得更多收益。 因此， 农村三产
融合要始终以农业为基础， 以农村所在区域
为范围。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建设可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奠定良
好的产业基础， 有效推动农业增效、 农村繁
荣、 农民增收［3�］。

农业示范园应紧抓政策机遇， 立足当地
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等条件， 将农业生产、
农业生活、 生态环境三者合为一体进行旅游
休闲开发［4�］， 并以农业生产为基础， 形成集
科普、 生产、 销售、 加工、 观赏、 娱乐、 度
假、 养生、 养老、 示范等于一体的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为延长农业产业链、 增
加农业附加值、 提高农民收益、 改善乡村居
住环境， 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奠定良好

的产业基础［5�］， 并由此形成示范区生产、 生
活（休闲）与生态三位一体功能的园区综合发
展模式［6�］。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是
“新技术、 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 新经
验” 多元化的融合发展示范园， 其建设内容
多、 周期长， 技术含量高， 资金投入大， 利
益联结复杂， 在此背景下， 探讨科学完善的
三产融合发展保障机制， 确保园区可持续发
展， 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7�］。
1���建立高效管理运行机制

园区运营应坚持科学管理， 建立可持续
发展机制， 通过“政策扶持、 贷款起步、 负
债经营、 培养商户、 滚动发展”的方针， 把
政府职能和企业化融资运作结合起来， 保证
项目的顺利实施［8�］。 以经营业态为单位， 打
造龙头企业， 成立专业合作社， 同时面向所
有经营者制定统一的财务管理制度及奖酬
金、 红利发放制度， 确保各经营主体、 入股
农民的利益。 示范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管

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
苹果园土壤水温效应及对树体生长的影响［J］.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2017， 35（1）： 41-49.

［9］ 李会科， 张广军， 赵政阳， 等. 黄土高原旱

地苹果园生草对土壤养分的影响［J］. 园艺学
报， 2007（2）： 477-480.

（本文责编： 陈 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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