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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苹果生产提质增效技术模式内涵及实施概况 

（一）苹果生产提质增效技术模式内涵 

根据苹果产业经济研究室调研，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各试验

站在实践中实施的苹果生产提质增效技术主要包括老龄低效果园改

造技术、重茬克服技术和肥水高效利用技术。 

农业部于 2016年发布的《老果园改造技术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提出，老龄低效果园改造技术主要包括“三改三减”措施，即：改

品种、改树形、改土壤、减密度、减化肥、减农药。根据苹果产业

体系各试验站数据，各试验站采取的改造技术主要包括改树形、改

土壤、减密度、减化肥即“两改两减”，再辅以覆膜覆草、伐旧栽

新以及重新建园等方式推进老龄低效果园改造。其中，改树形主要

通过提干落头、层级修剪实现；改土壤主要通过土地覆膜实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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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和减化肥分别通过间伐和增施有机肥实现。 

25 个苹果综合试验站中，除新疆阿克苏试验站外，其余试验站

均面临重茬问题，实践中采用的重茬克服技术主要有改土壤、轮作

或土地轮休、使用脱毒苗木、选用自根砧、使用抗性砧木、带土球

栽植等。其中，改土壤主要包括通过深翻换土、土壤消毒、增施有

机肥或生物菌肥、种植绿肥等技术措施。 

果园肥水高效利用技术的应用旨在改善中国苹果园目前存在的

土壤有机质含量不足、土壤 PH值偏高及土壤有效养分不足等问题。

目前我国苹果主产区苹果园肥水高效利用技术包括：地面覆盖（包

括果园生草、果园覆草、起垄覆膜、全覆膜）和肥水一体化（包括

施肥枪肥水一体化技术、节水灌溉肥水一体化技术、肥水膜一体化

和穴贮肥水技术）技术。 

（二）苹果生产提质增效技术模式实施概况 

根据调研，老龄低效果园改造技术的应用在各产区间呈现异

质,。高原优势区老龄低效果园改造技术采用较为集中，偏重于改树

形、减密度、减化肥三种技术措施，采用上述措施的试验站分别占

试验站总数的 92%、83%、75%。伐掉原有的老龄低效果树，栽植新的

苗木是最简单易行的改造办法，黄土高原优势区选择伐掉重栽的试

验站有 8 个。延安、渭南、咸阳、天水、平凉、银川等 6 个试验站

还采用了覆膜技术保水保墒，改善土壤质量；商丘、延安、咸阳、

平凉、银川等 5 个试验站采取了重新建园方式改造老龄低效果园。

环渤海湾优势区各试验站采用的老龄低效果园改造技术更为多样

化，以改树形为主，其次为减化肥、伐旧栽新、重新建园。相比黄

土高原优势区，环渤海湾优势区实施减密度的较少，仅有烟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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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泰安、青岛等 4 个综合试验站，仅熊岳试验站覆膜技术来进行

老龄低效果园改造。特色产区主要采用的老龄低效果园改造技术为

改树形、减化肥、伐旧栽新，其次为重新建园。另外，新疆伊犁试

验站、川西高原试验站采用了间伐技术，来降低果园密度，增加透

光性；东北寒地采用了覆膜技术来保墒。 

重茬克服技术在三大产区的实施差异性不大。以深翻换土、土

壤消毒、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为代表的土壤改良是最主要的重茬

克服技术，三大产区的各试验站均采用了此方法。黄土高原优势区

的运城、商丘、渭南、天水、平凉、银川，环渤海湾优势区的威海、

昌黎、保定、葫芦岛以及特色产区的川西高原等 11个综合试验站将

土壤改良视为效果最好的重茬克服技术。其次为轮作或土地轮休。

黄土高原优势区、环渤海湾优势区和特色产区分别有 83%、67%、63%

的综合试验站采用了此方法来克服老果园改造过程中的重茬障碍。

其中，黄土高原优势区的晋中、三门峡、宝鸡综合试验站，环渤海

湾优势区的泰安、青岛、石家庄综合试验站以及特色产区的新疆伊

犁试验站将轮作或土地轮休视为效果最佳技术。三大产区中，使用

脱毒苗木的试验站分别占 75%、44%、25%。另外，黄土高原优势区的

咸阳综合试验站、环渤海湾优势区的威海综合试验站采用了选用自

根砧，黄土高原优势区的晋中、延安、咸阳综合试验站和特色产区

的伊犁综合试验站采用了带土球栽植来克服老龄低效果园改造过程

中的重茬障碍 

水资源的相对稀缺促使黄土高原优势区的各试验站较为重视地

面覆盖和肥水高效利用技术的采用，且各类技术的采用率普遍高于

其余两个区域。地面覆盖技术中，应用率最高的是果园生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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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起垄覆膜技术，果园覆草技术采纳率相对较低。肥水一体化

技术中，应用率最高的是节水灌溉肥水一体化技术，三大区域采用

此技术的试验站分别占 83.33%、88.89%、80%；三大区域均采用了肥

水膜一体化技术，其中黄土高原优势区采用此技术的试验站占比最

高，为 41.67%。仅黄土高原优势区 9个试验站采用了施肥枪肥水一

体化技术，占该区域试验站数量的 75%。特色产区未出现采用穴贮肥

水一体化技术的试验站，其余两个区域采用此技术的试验站均占

33%。 

二、苹果生产提质增效技术模式效果 

综合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熵权综合评价法，对黄土高原优势

区、环渤海湾优势区、特色产区苹果生产提质增效技术模式实施效

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与农业部推行“减化肥”技术的初衷相符，

三大产区各试验站均意识到增施有机肥对提升果园土壤有机质、改

善果品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并不同程度采用增施有机肥方式进行老

龄低效果园改造。三大产区改造后果园的肥料投入均高于技术实施

前；三大产区改造后果园的优果率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环渤海

湾优势区增幅最大，提高了 17.55%，其次为黄土高原优势区，提高

了 17.24%，特色产区老龄低效果园改造后，优果率提升了 15.36%。 

提质增效技术实施后，三大产区苹果生产投入产出比均有所提

高，其中特色产区的投入产出比在提质增效技术实施前后均最高，

分别达 4.53、4.84。提质增效技术实施前后三大产区投入产出比由

高到低分别依次为：特色产区环渤海湾优势区黄土高原优势区，

特色产区黄土高原优势区环渤海湾优势区。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体

系发挥提供信息、经济激励和决定收入的三大功能得到较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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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综合效益评价来看，提质增效技术模式的实施，使三大产区

的综合效益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环渤海湾优势区平均增幅最

高，为 0.159，其次为黄土高原优势区，为 0.127。较高的增幅使得

黄土高原优势区平均综合效益在提质增效技术模式实施后超越特色

产区。 

三、建议 

因地制宜地推进老龄低效苹果园改造，是是稳步提升 “三品” 

工作、 实现苹果生产提质增效的重要保障。根据本文研究，结合调

研状况，提出下列推进苹果提质增效技术模式的建议： 

1、坚定不移推进老龄低效果园改造。从投入产出、综合效益分

析结果来看，老龄低效果园改造成效显著。苹果提质增效技术模式

实施后，三大产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均有不同程度

提高。黄土高原优势区和环渤海湾优势区两大主产区经济效益增幅

最大，其次为生态效益。建议各主产区一方面以各地区苹果综合试

验站及当地农技推广部门为纽带，对果农予以指导、示范；另一方

面，以发展新理念为统领，依托水果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依靠技术集成和机制创新，稳步推进老龄低效苹果

园改造。 

2、以“绿色发展”推动果业技术创新。“绿色发展”是以生态

文明为价值取向，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绿色经

济为基本发展形态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老龄低效果园果树树势弱、

果品质量差，严重影响果园效益，降低果农积极性。通过创新驱动

和科技进步，推广绿色防控、配方施肥，改善果园生态环境，着力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果品质量和产业竞争力，增加果农收入。 



 

 6 

3、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实现果畜业良性互动发展。土壤健康是

果园发展的根本。20世纪 50年代化肥大量施用取代了粪肥在土地营

养供给中的作用，导致畜牧业和种植业分离成为普遍趋势。而化肥

施用造成苹果种植成本增加、土壤团粒结构被破坏，土壤透水通气

性差、土壤养分失衡等问题。各试验站已经意识到此问题，并有意

识地通过增施有机肥等方式改善土壤品质，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但实践中存在畜禽废弃物加工处理困难、运输距离半径小，而本地

有机肥供应不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基于区域农业资源禀赋及生态

适生性原则，构建区域分工合理、协作密切的农业产业布局体系。

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有效配置基于区域分工的农业产业政策体系，

提高农业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实现果业与畜牧业良性互动发展

成为必须解决的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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