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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按照年度工作部署，体系“十三五”5项推广技术之一《苹果肥水一体化

技术规范》，经过负责专家的起草，有关专家的论证修订，基本成形，现予以发布试

行。请各位在试行过程中，对不合理的方面，提出修订意见，体系办公室年底前组织

一次修订，然后正式发布应用。希望各试验站将本次发布的主推技术，连同“十二五”

推出的 5项技术，一起在苹果体系 300 多个示范园广泛应用，并加强培训。在示范应

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和建议，请随时反馈给体系办公室。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

2017 年 5 月 8 日

水肥一体化，又称“施肥灌溉”或“肥水灌溉”技术，这种技

术是根据果树的需水需肥特点，在压力作用下将肥料溶液注入灌溉

输水管道而实现，使肥料和水分准确均匀地滴入果树根区，适时、

适量地供给果树，实现了水肥同步管理和高效利用的一种节水灌溉

施肥技术。具有显著的节水、节肥、省工的效果。在吸收国内外肥

水一体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各地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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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提出了 4 种模式的苹果园水肥一体化技术规范。

1、技术概述

随着整形修剪等树上管理技术的普及和提高，肥水管理逐渐成

为许多果园增产增收的瓶颈。特别是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减少，劳

动成本提高，导致果园开沟施肥成本逐年增加。水肥一体化技术是

当今世界果园施肥灌溉技术发展的方向和潮流，它不但能大幅度提

高水肥利用效率，减低化肥使用量，而且可以节省劳动成本，实现

规模化经营。根据果园面积、水源、动力和资金投入等情况，推荐

在农户果园水平实施重力自压式简易灌溉施肥系统、加压追肥枪注

射施肥系统；在公司和合作社规模化果园水平，实施小型简易动力

滴灌施肥系统、大型自动化滴灌施肥系统等水肥一体化模式。水肥

一体化可以确保苹果树高效、速效、精准吸收养分水分。传统施肥，

肥料施入土壤后，等天下雨，失去可控性，往往造成肥效滞后，与

果树生长节奏不符，造成果树生长紊乱。由于肥和水结合，非常有

利于树体对肥料的快速吸收，避免了传统施肥等天下雨的窘境。在

土壤溶液中，根系可以直接吸收利用，快速补充养分。少量多次施

肥可在时间、肥料种类以及数量上与果树需肥达到完美的吻合，符

合果树生长规律和节奏，减少土壤养分的淋溶等损失。

2、水肥一体化模式

2.1、重力自压式简易灌溉施肥系统

重力自压式简易滴灌施肥系统是利用果园自然高差或者三轮车

车厢贮水罐的高差，采用重力自压方式，将配好的肥水混合物溶液，

通过铺设在果园的简易滴灌带系统滴入果树根系密集区域的一种供

水施肥模式。

2.1.1 适用范围

适宜果园面积为 1～10 亩。水源来自自来水、水窖或池塘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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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富集的雨水等。

2.1.2 需要设备

三轮车、贮肥水罐（最好可存 1000kg 水）、主管用 PVC 管或 N80

地埋管，毛管用硬质 PE 迷宫式滴灌管或侧翼贴片式滴灌带等。采用

农用三轮车机械拉水。

2.1.3 设备的组装及准备：

系统安装时水源与滴灌管高差 1.5 米左右。主管带一般选用 N80

型（直径 80mm，或∅50mm）的水带。滴灌带单根长度一般 40-50 米，

实际使用时如果土地长度超过 60m，可将主管带引到地中间向两边进

行铺设，保证灌水均匀。在主管带上打孔安装滴灌带时，尽量打小

一点，将螺丝从主管带一端灌入主管带，用手换至开孔处，用力顶

出螺丝，加上橡胶垫，拧上螺母，再将滴灌带套上，用卡子卡紧即

可。对于冠幅较小（冠径小于 1.5m）的宽行密植果园，每行果树滴

灌带可以在树干附近铺设一条即可；对于冠幅较大的果树，则需要

在树行两边树冠投影外缘向树干方向 30～50cm 的位置铺设两条滴灌

带。

2.1.4 用水用肥量

在亩用水量上，自压式滴灌用水 5～8 方/次，可根据土壤水分

状况和果园情况灵活掌握。全年 5～6 次，根据土壤含水量灵活掌握，

每年每亩施肥水 30-50 方以上。肥料采用液态水溶肥或固体水溶肥

料，使用浓度为 0.5%～1%。

2.1.5 使用方法

在配肥时，采用 2 次稀释法进行，首先用小桶将复合肥和其他

水溶有机肥化开，然后再加入贮肥罐，注意，在加入大罐时一定要

用 80～100 目滤网进行过滤，防止滴灌带滴孔堵塞。对于少量水不

溶物，不要加入大罐。贮肥罐和果园的高差在 1～3m 左右即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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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过大。过大时，简易滴灌带会出现射流现象。一般来说，每次灌

溉水量应当在 8m³左右；对于水源不方便的区域，每亩每次滴水量最

低不应低于 1～2m³。干旱时，应加大水量，下雨后施肥，可以适当

减少水量。施肥时应当尽量采用少量多次的方式进行。如果果园滴

管系统自动化程度高，施肥简单方便，合理的施肥次数全年应当在

10～15 次左右，每亩次施有机无机类液体肥 15～20kg，无须再施基

肥。

2.1.6 使用效果及其注意事项

这种重力自压式简易滴管施肥系统主要是利用高差自压滴灌，

借用果农打药的三轮车和贮水罐，只需要购买几十米主管带（长度

根据地形确定）和滴灌带、连接的阀门接头即可。安装简单，无须

额外能源。由于滴灌带价格低廉，每米一毛几分钱，使用一至两年

后可重新铺设，因此整个简易滴管系统对水质等要求不是很严格，

广泛适应我国大部分果区，特别适应一家一户 1-10 亩果园使用。根

据滴灌管路材料不同，每亩地只需投资 100～500 元，即可实现简易

滴灌，非常容易被广大果农接受。滴灌速度快、效果好，每罐肥水

（约 1.5m³）只需 40 多分钟就可滴完，而且各滴头出水量均匀，在

土壤中形成典型倒漏斗形湿润区，节水节肥，土壤不板结。果农安

装完开始滴肥后，可实现无人值守，可以一边在果园继续干农活。

缺点是果园地面必须较为平整，高低不平就会出现滴水不均现象；

拉水滴灌效率较低，不适宜较大面积果园。这种施肥模式设备简单、

安装方便、效果好、省力化，具有花钱少等特点。

2.2、加压追肥枪注射施肥系统

加压追肥枪注射施肥系统就是利用果园喷药的机械装置（配药

罐、药泵、三轮车、高压软管等），稍加改造，将原喷枪换成追肥枪

即可。追肥时将要施入的肥料溶于水，药泵加压后用追肥枪注入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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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根系集中分布层的一种供水施肥方式。

2.2.1 适用区域条件

适宜于用水特别困难的干旱区域，或水费贵、果园面积小而地

势不平、落差较大的区域。适宜果园面积为 1～5 亩，适合我国绝大

多数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果园的使用。对肥料的要求较低，可以选

用溶解性较好的普通复合肥，不需要用昂贵的专用水溶肥。水源主

要来自自来水、水窖或沟底池塘中富集的雨水。

2.2.2 需要设备

三轮车、柱塞加压泵、贮肥水罐（最好可存 1000kg 水）、8mm 高

压药管、追肥枪。在原有打药设备基础上，仅一次性投资 100 元买

追肥枪。采用农用三轮车机械拉水进行。

2.2.3 设备的组装及准备

将高压软管一边与加压泵连接，将农用机动喷雾器卸下开关前

端喷杆，换上与施肥枪连接，将带有过滤网的进水管、回水管以及

带有搅拌头的另外 1 根出水管放入贮肥罐，检查管道接口密封情况，

将高压软管顺着果树行间摆放好，防止管打结而压破管子，开动加

压泵并调节好压力，开始追肥。如果采用 1 把枪施肥，另外 1 个出

水管可加装搅拌头用于搅拌，加压泵的压力调在 2.0～2.5 个压力即

可。如果用 2 把枪同时施肥，可根据高压软管的实际情况，将压力

调到 2.5～3.0 个压力，用 2 个枪施肥时应避免 2 个枪同时停止，防

止瞬间压力过大压破管子。

2.2.4 用水用肥量

在亩用水量上，每次亩用水量 1～2m³，可根据降雨和土壤水分

状况灵活掌握。追肥枪追肥水每次 5～15kg/株，全年追施肥水 4～6

次，每亩年施肥水 9000kg 以上。所用肥料可为液态水溶肥或固体水

溶肥料，肥料浓度一般无机复合肥料浓度为 2%～4%。不要超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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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料腐殖酸等也不要超过 4%，浓度过高，容易引起根系烧根死

亡。对于特别干旱的土壤，还应当增加配水量，对于新栽幼树，肥

料浓度应降低到正常情况的 1/4～1/2。

2.2.5 使用方法

在配肥时，采用 2 次稀释法进行。首先用小桶将复合肥等水溶

性无机、有机肥化开，然后再依次加入贮肥罐，在加入大罐时要用

60～100 目纱网进行粗过滤，对于少量水不溶物，不要加入大罐，最

后再加入微量元素、氨基酸等冲施肥进行充分搅拌。注射施肥的区

域是沿果树树冠垂直投影外围附近的根系集中分布区域，向下 45°

斜向打眼，用施肥枪将水溶肥注入土壤中。施肥深度大约在 20-30

厘米，根据果树大小密度，每棵树打 4～12 个追肥孔，每个孔施肥

10～15 秒，注入肥液 1～1.5 千克，2个注肥孔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50

厘米。

2.2.6 使用效果及其注意事项

据初步调查，施肥枪土壤注射施肥，其用工量是传统追肥的

1/5～1/10，大量节省用工量，而且省时，用 1 个追肥枪 2 个小时

就可施 1 亩地的肥，如果用 2 个施肥枪同时施用，用时更少，3 亩地

半天时间完成。可以避免大水灌溉造成的土壤板结和肥料流失，不

损伤果树根系，不损伤果园土壤结构。设备维护简单，追肥完毕后，

可以将相关设备收入库房，避免设备长时间暴露空气中老化，发生

堵塞现象可以及时发现处理等。缺点是效率较低，不适宜较大面积

果园。 对于树势偏弱、腐烂病、轮纹病、溃疡性干腐病（冒油点）

严重以及挂果量大的果园，或者春季没有追肥的果园，可在这个时

期连续追肥 2 次，间隔半个月。可适当多施，反之适当少施。对于

连年施农家肥的果园，由于地下害虫较多，可以在肥水中加入杀虫

剂。对于根腐病严重的果园，可在肥水中加入杀菌剂，施用浓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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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面喷施相同。干旱地区使用水溶肥时，每公斤肥料加水用水 25～

40 公斤。加水量应视土壤墒情而定，墒情好则少加水，墒情差则多

加水。雨后或灌溉后追，每公斤肥料加水 20～30 公斤，用施肥枪注

入土壤中。在地膜、地布覆盖的果园，在覆盖果园无需将土壤覆盖

物揭开，通过膜边缘注射施肥等，可与旱地果园覆盖保墒技术完美

配合，达到水分养分的同时高效利用。

2.3、小型简易动力滴灌施肥系统

小型简易动力滴灌施肥系统是通过修建简易蓄水系统获得周年

稳定水源供应，配备手动或半自动过滤系统和加肥系统，田间主管

和支管采用耐压式塑料管并进行地埋处理，滴灌管采用 PE硬质毛管，

配有迷宫式紊流滴头或者压力补偿滴头，通过动力水泵加压进行滴

灌施肥。

2.3.1 适用范围

一般适用果园面积在 30～200 亩之间，适合小型公司或合作社

规模果园安装使用。投资规模适中。对于面积大于 30 亩的果园，要

采用管道肥水一体化首先必须有稳定的水源供应，生产当中一般要

求在果园内或周边有深水井，可以保证用水；果园周边有水库或河

流或池塘，并且有配套抽水站，可以满足季节性供水需求；或有其

他水源。对于不能满足较为频繁用水需求的水源，则需要在果园内

部修建蓄水池。对于夏季深水井水温较低，直接滴灌不利于果树生

长，也需要修建周转水池。

2.3.2 蓄水池修建

蓄水池修建需要根据水源供水方便程度确定其大小和修建方

式。

蓄水池容量：干旱地区，如果是农业渠道输水，考虑较长时间

才能给蓄水池注水 1 次，如果以 50 亩盛果期果园为例，每年至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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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次的滴灌用水量，蓄水池有效容量一般设计为 1500m³，考虑蓄水

池不能放水很满以及潜水泵约有 80cm 深的水无法抽出，建成后的实

际体积为大概在 2000m³以上，一般体积大小为 21m×27m×4m。

蓄水池修建方法：蓄水池选址一般在果园中心位置，根据容量

需要进行规划和放线。一般深度不超过挖掘机臂展能力范围，长宽

尽量接近，以节省铺设材料。放线后找出平地，在确定的蓄水池口

基准线两边各 1m 宽的环形区域用装载机压实或夯实，然后开挖。蓄

水池四壁呈斜坡面，坡比为（2～3）：1。挖好后再人工修平，将池

底夯实后铺膜。铺设的防水材料一般为 HDPE 防渗膜，厚度 1mm，幅

宽 6m，接茬处高温热合。在距池口 1.5m 位置挖宽 50cm，深 50cm 的

锚固沟将防渗膜压实，再在池口边砌 3 层砖，然后覆盖 15cm 土，最

后在池周边修建防护栏。

2.3.3 灌溉施肥设备

灌溉系统：水泵选用效率较高的潜水泵。在水泵周围加长宽高

各 1m 的过滤网箱，配备手动或半自动的沙石过滤器、120 目碟片过

滤器和网式过滤器进行二阶或三级过滤；管路上配备压力表、排气

阀、止回阀、水表、主控阀等管件；管路系统的主管和支管全部采

用地埋方式，地埋深度为 0.8m，管道耐 0.6～1.0MPA 压力，滴灌管

选用硬质 PE 管。主管用 PVC 管地埋，毛管用硬质 PE 迷宫式滴灌管

或内镶式滴灌管。

施肥系统：主要采用泵注法，选用农用喷药柱塞泵和高压水管，

配备约 1m³容量的配肥罐。肥料应进行二次稀释，过滤杂质。如果园

面积有限，也可采用泵前吸肥、水动力学吸肥、或文丘里吸肥等模

式。动力采用三相电源。

2.3.4 用水用肥量

在用水量上，每亩每次灌 3～9m³水,根据降雨及土壤水分状况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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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肥料采用液体水溶肥料或固体水溶肥料。肥料浓度一般为 0.1%～

0.5%。滴灌每年 60～80m³肥水。肥水供应次数为每年 15～20 次。

2.3.5 使用方法

该系统 1 人操作，1 个工日滴完全园。幼树结合行间铺地布或黑

色地膜，管道可以铺设在膜下。树冠长大后，如果行间有水泥支柱，

可以在地面 20～30cm 左右，拉一道铁丝，将滴灌管固定在铁丝上，

方便果园树下除草。

2.3.6 使用效果及其注意事项

对面积 10～30 亩的小规模果园，如果有稳定供水源，可采用小

型 2 寸自吸泵水泵供应肥水，通过田间管路系统实现肥水一体化。

对没有电源的果园，采用汽油泵抽水。每个果园配 1 个砖混结构的

地下式蓄水配肥池，蓄水池容量和果园面积相匹配，平均每亩果园

配套 1m³容水量。每个果园分 4～5 个轮灌区，每个轮灌区 2～3 小时

滴完肥水，达到每亩滴水量 5～8m³。

2.4、大型自动化滴灌施肥系统

大型自动化滴灌施肥系统是除基本滴灌配置外，还需增加自动

反冲洗过滤器、电磁阀、压力补偿滴头、远程控制系统、变频控制

柜、自动施肥机或施肥泵等设备，结合气象站数据、土壤水分、溶

液 PH 电导率检测系统等，进行分区自动灌溉施肥。

2.4.1 适用范围

适合大公司、投资较高，生产规模较大（200～1000 亩）的基地。

水源稳定保证的果园，根系浅的矮化自根砧果园需要稳定水肥供应。

2.4.2 水源及蓄水池修建

同 2.3.2，或修建水泥池。有各种符合农田灌溉水质要求的水源，

只要含沙量较小及杂质较小，均可用于滴灌，含沙量较大时，则应

采用沉淀等方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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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施肥设备

滴灌系统：一般由水源、首部枢纽、输水管道、滴头、各种控

制电磁阀门和控制系统组成。根据水力计算确定灌溉分区。其首部

控制枢纽一般包括变频控制柜、变频水泵、动力机、过滤器、化肥

罐、空气阀、回止阀调节装置等。过滤器对滴灌十分重要，目前过

滤器一般采用自动筛网式反冲洗过滤器、旋流砂石分离器、自动砂

过滤器、自动反冲洗叠片过滤器四种。根据水质情况一般选用二级

或三级组合过滤系统，确保灌溉水质的清洁干净。输水管道是将压

力水输送并分配到田间喷头中去。干管和支管输、配水作用，末端

接滴头。包括闸阀、三通、弯头和其他接头等。一般选用便于粘接

的 PVC 管道，除毛管悬挂或铺设于地面外，其余各级管道均埋于地

下。滴头一般选用压力补偿式滴头，带有自清洁能力，不容易堵塞，

不同滴头的滴水速度能保持一致。沙土地果园，可以选用微喷头进

行灌溉施肥。灌水器每小时流量为 2L 左右，直径 16mm。滴灌管在地

面一般顺行布置。一般控制系统是由中央计算机控制、触摸屏、无

线数据传输设备、田间控制单元和相应传感器组成。可实现数据采

集、传输、分析处理灌溉的全程自动化。根据控制系统运行的方式

不同，可分为手动控制、半自动控制和全自动控制三类。

施肥系统：包括 500 升开口施肥搅拌灌、输肥泵、1～2 方的液

体肥沉淀罐和 1～2个 1方施肥罐。一般采用不锈钢离心泵或柱塞泵、

隔膜泵等将溶解肥料，通过网式最后过滤后输入灌溉系统。也有采

用文丘里和管道增压泵组成的自动施肥机进行灌溉。压差式施肥罐

由于肥料浓度的不容易控制，或施肥罐体积小，在大型灌溉施肥系

统很少采用。肥料罐一般采用锥形口底，便于肥渣清洗；肥料液注

入口一般安装在灌溉过滤系统之前，以防止滴头堵塞。如果有两种

容易产生沉淀的肥料或微量元素肥，一般要通过 2 个肥料罐泵入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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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系统进入土壤中。

2.3.4 用水用肥量

在用水量上，每亩每次灌 3～6m³水,根据降雨及土壤水分状况掌

握。肥料采用液体水溶肥料或固体水溶肥料。肥料浓度一般为 0.1%～

0.3%。滴灌每年 80～100m³肥水。肥水供应次数为每年 20～25 次。

2.4.5 使用效果及其注意事项

自动滴灌系统，可以实现果园的高频灌溉，确保精确少量多次

灌溉，自动化程度高，人清工洗工作量少。条件许可可以在夜晚自

动进行灌溉，减少白天的土壤蒸发。施肥泵入时间至少在半小时以

上，确保在管道混合均匀。施肥结束后立刻滴清水 20～30 分钟，将

管道中残留的肥液全部排出，避免过量灌溉，灌溉在根系集中分布

层 0-40cm 内。

3、水肥一体化肥料种类选择

水肥一体化使用的肥料前提必须是杂质少、易溶于水、相互混

合产生沉淀极少的肥料。一般肥料种类为：氮肥（尿素、硝酸铵钙

等）、钾肥（硝酸钾、硫酸钾、磷酸二氢钾、氯化钾等）、磷肥（磷

酸二氢钾、磷酸一铵、聚合磷酸铵）等、螯合态微量元素、有机肥

（黄腐酸、氨基酸、海藻和甘蔗糖类等发酵物质等）。也可选用水溶

性较好、渣极少的料浆高塔造粒复合肥、复混肥或直接选用液体包

装肥料。实际使用前，可以采用相同浓度将一些肥料溶液加入一个

装有灌溉水的玻璃容器内，观察在 l～2h 内是否有沉淀或凝絮产生。

如果有，很有可能会造成管道或滴头的堵塞。土壤注射施肥的肥料

水溶解度可比管道化滴灌要求的标准稍低。商品水溶肥，溶解性好、

杂质少、大包装少，目前成本较高，建议大面积果园自己购买肥料

配合施用。选用肥料养分成分需要多样化，最好结合地面覆盖，防

止单一长期施用一种肥料，造成土壤酸化、盐渍化。一般固态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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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与水混合搅拌成液肥，必要时分离，避免出现沉淀等问题。

4、水肥一体化灌溉量、肥料施用量与施用时期：

水肥一体化灌溉量：依据当地水源充沛情况、土壤墒情和树龄、

结果情况而定，一般年灌溉量 750～1350 方/公顷，灌溉水质一般应

该符合无公害农业用灌溉水质标准，禁用污染水灌溉果园。果树生

长前期维持在田间持水量的 60%-70%，后期维持在田间持水量的

70%～80%。萌芽前后水分充足时萌芽整齐，枝叶生长旺盛，花器官

发育良好，有利于坐果。大型果园可以安装土壤张力计、土壤水分

监测系统、气象站等对土壤水分监测灌溉。

肥料施用量：果树的施肥量依据土壤肥力、土壤水分、树体长

势、留果量等因素不同而不一样。一般果园全年追肥量平均每生产

100kg 果需追纯氮 0.6～0.8kg、P2O5 0.3～0.5kg、K2O 0.9～1.2kg。

亩产 2500～3000kg 苹果园，一般推荐施 N 18～23kg、P2O5 8～12kg、

K2O 25～30kg。或根据以前的施肥量，土壤测试结果，逐年减少施肥

量。推荐使用无机有机水溶肥综合配施或果园施有机基肥加水肥一

体化的模式进行。一般灌溉水中养分浓度含量为维持在 N 110-140

mg/L、 P2O5 40-60 mg/L、K2O 130 -200mg/L、CaO 120-140 mg/L、

MgO 50-60 mg/L。

水肥一体化施肥灌溉施用时期及频率：灌溉施肥方案制定应依

据少量多次和养分平衡原则。根据苹果各个生长时期需肥特点，全

年分为以下几个关键时期进行多次施肥。花前肥，约在 3 月下旬至 4

月初进行，以萌芽后到开花前施肥最好。以氮为主，磷钾为辅，施

完全年 1/2 以上的氮肥用量。坐果肥约在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果树

春梢停长后进行，促进花芽分化。以磷氮钾均匀施入。此期的氮肥

用量可根据新梢的生长情况来确定，新梢长度在 30～45 厘米可正常

施氮肥，新梢长度不足 30 厘米则要加大氮肥的施肥量，新梢长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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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0 厘米，则要减少氮肥的施用量。果实膨大肥一般在 7 月下旬至

8 月下旬。以钾肥为主，氮磷为辅。基肥：对于没有农家肥的果园，

基肥也可以采用简易肥水一体化施肥方法进行施肥，具体时间在果

树秋梢停长以后，进行第一次的施肥，间隔 20～30 天再施一次。年

灌溉施肥次数依据不同施肥模式不同，一般年施 6～15 次以上，以

少量多次为好。

5、水肥一体化设施维护

水肥一体化运行维护的关键首先是整个管道系统维持低的恒

压，需要配置质量好的变频控制器、变频水泵，以维持整个灌溉系

统稳定的压力供应。其次是整个滴灌系统防止堵塞问题，使用自清

洁的压力补偿抗堵塞滴头，提高滴灌均匀度。灌水器的堵塞是当前

滴灌应用中最主要的问题，严重时会使整个系统无法正常工作，甚

至报废。引起堵塞的原因可以是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或化学因素。

如水中的泥沙、有机物质或是微生物以及化学沉凝物等。因此，滴

灌时水质要求较严，一般均应经过过滤，必要时还需经过沉淀和化

学处理。需要进行多级过滤系统，保证每次灌溉前半小时滴灌后，

再进行管道化施肥，施肥停止后，待管道液肥滴完后，需再进行半

小时灌溉，确保肥清洗干净。灌溉水肥需适量，防止土壤盐分积累。

每年定期对蓄水池清污。每年秋季或春季采用 0.2%柠檬酸溶液对滴

灌管道进行清洗。冬季上冻前，及时排放所有灌溉管道系统的水，

防止冬季管道冻裂。

苹果园不同水肥一体化模式下的亩灌溉施肥量

重力自压式

简易灌溉施肥系统

加压追肥枪

注射施肥系统

小型简易动力

滴灌施肥系统

大型自动化

滴灌施肥系统

全年灌溉定额

（方/亩）
30-50 以上 9以上 60-80 以上 80-100 以上

每次灌水量

（方/亩）
5-8 1-2 3-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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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次数 5-6 4-6 15-20 20-25

肥料浓度 0.5%-1% 2%-4% 0.1%-0.6% 0.1%-0.3%

适宜果园 1-10 亩 1-5 亩 10-200 亩 200-1000 亩以上

水源动力 水 源 缺 乏 干 旱 地

区，水费贵，拉水

灌溉

水源缺乏干旱地

区，水费贵，拉

水灌溉

井水、水库、河水

等稳定水源，动力

输水

井水、水库、河水

等稳定水源，动力

输水

●本方案由体系果园水分管理岗位专家张林森负责起草，体系办公室组织有关专

家进行了认真讨论修订，作为苹果体系“十三五”主推技术，现发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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