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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发林简历 
      

     王发林，男，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

博士，博士生导师。2008年被聘为国家桃产业技术

体系兰州综合试验站站长。现任甘肃省农科院林果

花卉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园艺学会果树理事、中

国园艺学会桃分会常务理事、甘肃省园艺学会副理

事长。 

     1986年7月甘肃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分配到甘

肃省农科院林果花卉研究所（原果树研究所）工作

34年，主要从事果树育种及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推

广。主持或参与育成桃、梨、葡萄、核桃等果树新

品种11个，在甘肃省果树产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世界桃产业发展概况 

      我国桃栽培面积和产量分别为77.7万公顷和1195.4万吨(2013,FAO)，栽培面积和产量分别占

全世界的50.5%和55.2%，均居世界第一。世界桃出口国家或地区主要有：欧盟、智利、美国、

中国、土耳其、南非、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其中，欧盟是最主要出口国（地

区），约占世界总出口量的54.16%。中国桃出口量占世界桃出口总量的2%。世界桃进口国家或

地区主要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美国、瑞士、乌克兰、墨西哥、欧盟、

巴西等，其中，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是最主要进口国（地区），约占世界总进口量的52.07%。中

国从2018年开始从智利、澳大利亚进口。 

国家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中国  1150 1043 1190 1278.4 1320 1350 1430 
欧盟  425 383.2 373.1 405.5 395.3 373.6 408.6 
美国  115 103.9 95.3 94.6 89.8 86.3 78.7 
土耳其  52 55 55 50 56 51 50.5 
阿根廷  28.5 29 29.2 29 29 29 29 
巴西  22.2 23.3 21.8 22 22 22 21.1 
南非  15.7 17.6 17.4 17 17 17 16.5 
墨西哥  16.7 16.3 16.1 16 16 16 17.4 
智利  15.3 14.9 9.1 13.7 14 13 14.6 
日本  14 13.5 12.5 13.7 12.2 13   
其他  34.7 32.7 31.5 28.9 28.7 28.7 52.6 
合计  1889.1 1732.4  1851.0  1968.8  2000.0  1999.6  2119.0  

2011-2017年世界主要产桃国产量（万吨） 



二、我国桃产业概况 

1.栽培面积 

省份 面积 省份 面积 省份 面积 

山东省 180 山西省 80 福建省 38 

河北省 165 江苏省 68 北京市 31 

河南省 110 陕西省 60 甘肃省 25.6 

安徽省 108 云南省 58 上海市  13.8 

湖北省 100 辽宁省 50 天津市 8.8 

四川省 98 浙江省 44.37 

贵州省 85.92 广西 42.35 

2017年全国主要桃产区种植面积（万亩） 

                  资料来源：国家桃产业技术体系 



2.桃产区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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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桃产量 

省份 产量 省份 产量 省份 产量 

山东省 294.6 湖北省 81 甘肃省 30 

河北省 202 江苏省 65 北京市 30 

河南省 153 辽宁省 58 福建省 28.5 

安徽省 148 浙江省 43 天津市  16 

山西省 140 贵州省 38 上海市 14.3 

四川省 101 广西 32 

陕西省 90 云南省 32 

2017年全国主要桃产区产量（万吨） 



三、中国桃产区分布特点 
 

以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划分为四大主产区 
北方产区 
黄河流域产区 
长江流域产区 
南方产区 
 
中国四角4个特色产区 
新疆产区 
西南高原产区 
东北寒地产区 
东南湿热地区 
 
 
 

根据各地生态条件、桃分布及其栽培
特点，我国桃的适宜栽培区有5个：华

北平原桃区、长江流域桃区、云贵高
原桃区、西北高旱桃区、青藏高寒桃
区。甘肃省属西北高旱桃区。 

甘肃——是国内同行公认的桃“绝好”的生产基地或“高品质”桃产区。 



四、桃树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1.对温度的要求 

      桃树为喜温耐寒树种。在年平均温度8～14℃，生长期平均温度18～23℃，冬季绝对低温

≥-24℃的区域均可露地种植。根系开始活动的土壤温度为4～12℃，最适生长的土壤温度为

18℃。花期适宜温度为20～25℃，果实膨大期适宜温度为25～30℃，果实成熟期温度25℃左右

为好。 

      桃的花器官以花蕾的耐寒力最强，能耐-3.9℃左右的低温，而花仅能耐-2.8℃的低温，幼果

则在-1.1℃时即受冻害。  

        2.对土壤的要求 

       土壤pH值4.5～7.5均可种植，但pH值以5.5～6.5微酸性为宜，盐分含量≤1克/千克，有机质

含量最好≥1%，地下水位在1米以下。土壤粘重、pH值过高或过低等，需要种植桃树一定要进

行土壤改良。土壤要求土层深厚、质地疏松，黄土类及砂壤地均可。 

      3.对水分的要求 

      桃树根系浅，呼吸旺盛，好氧性强,不耐水淹，排水不良或地下水位高的桃园易引起叶片黄

花、落叶、甚至死亡。 

      桃树虽较耐干旱，但年降雨量500毫米以下的地区要具备灌溉条件，采用先进的灌溉技术，

把节水与水分高效利用结合起来。苗木栽植后，行内起垄覆黑色地膜保墒、减少土壤蒸发。 



五、桃的类型及品种选择 

• 普通鲜食桃 

• 油桃 

• 蟠桃；油蟠桃 

• 黄桃； 

• 黄肉加工桃 

• 观赏桃 



1.中国桃品种结构 

品种栽培布局：以早熟和中熟品种

为主，各占40%左右，晚熟品种相

对较少，占20%左右。 

其中：早熟品种占比较高的地区主

要有：河南67%、安徽51.9%、湖

北50.6% 

中熟品种占比较高的地区有：陕西

67.7%、四川47.7%、甘肃45.6%、

福建45.4%、浙江45.2%、山西

44.7% 

晚熟品种占比较高的地区有：山东

半岛54.2%、河北28.1%、陕西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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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跨黄河、长江、内陆河三大流域，处于黄土
高原、蒙新高原及青藏高原的交错地带。全省桃栽
培面积：25.7万亩 

2、省全部14个市（州）都有桃树种植，  

3、全省84个县（区）中51个县（区）种植桃树，
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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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种的选择与基本要求 

• 根据气候特点和生态类型：寒、旱栽培环境，降雨量少，昼夜温差大等等。 

• 根据市场需求：多样化，特色化，功能化；本地销售还是外销——目标市场是
哪里？ 

• 全国都表现好的品种不太好找。最好少量引种，试栽成功后发展比较稳妥！ 

• 到育种单位咨询、引种比较可靠。 

生产者 

大果：越大越好 

好看：果形，着色 

好吃：越甜越好 

硬：损耗少 

销售商 

好看 

大果 

硬 

好吃 

 消费者 

好吃 

营养，安全 

 



         8月11日-12日，由中国园艺学会桃分会主办，天水市人民政府、秦安县人民政府

承办，甘肃省农科院林果花卉研究所协办的2018全国桃产业发展交流会暨“秦安杯”全

国蜜桃大赛在秦安县隆重举行。来自全国24个省（市）的专家、经销商、桃产业从

业者380多人相聚桃乡秦安。 



      “2018‘秦安杯’全国蜜桃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的参赛样品220份，评选出金奖20

个。其中由我所选育的品种“陇蜜9号”桃获得2项金奖，由由我所与北京农林科学

院林业果树研究所合作育成的京陇7号（原代号北京7号）获得3个金奖。 



六、我国桃产业成本分析 

项目 
成本（元）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一、土地租赁价
格（承包） 

410 300 80 87 87 

二、人工成本 2240 4271 4179 5488 5429 

三、物质成本 1777 1973 2141 2230 2296 

1农药 383 385 463 524 491 

2化肥 330 407 259 312 317 

3有机肥 333 286 349 331 248 

4套袋 373 277 306 291 276 

5主要农机具使用
年限折旧 

88 134 140 129 119 

6水电燃油 224 234 402 383 410 

7其他 46 256 222 261 355 

四、总成本合计
（一+二+三） 

4427 6544 6400 7805 7811 

农户每亩成本统计表： 

项目 成本（元） 

（一）土地租赁价格（土
地流转价格） 

平均土地租赁价格为
每亩700元 

早熟
桃 

中熟
桃 

晚熟 
桃 

（二）人工成本（主要指
套袋、修剪等除自有劳动
力以外成本） 

760 880 1000 

（三）物质成本 1255 1410 1435 

1.农药 135 180 200 

2.化肥 460 460 460 

3.有机肥 140 140 140 

4.套袋 245 295 295 

5.主要农机具按使用年限折
旧 

120 120 120 

6.水电燃油（喷施农药汽油
、运输汽油等） 

105 135 140 

7.其他（农机器械修理等） 50 80 80 

（四）总成本合计（一+二
+三） 

2015 2290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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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情况 

项目 早熟桃 中熟桃 晚熟桃 

（一）平均亩产量（斤） 1116 1803 1861 

（二）平均价格（元/斤） 3 4 4 

（三）亩收益（元） 3348 7212 7444 

（四）总成本 1915 2190 2295 

（五）净收益 1433 5022 5149 

                           全国2018年效益：2000-1200元/亩，平均4000元。 



我国 发达国家 

单产（T/亩） 1.0 3.0 

优果率（%） 65 90 

采后增值 1.0-1.5 2.5-4.0 

采后损失率（%） 15-25 5-10 

叶片经济系数 50 70-75 

亩劳动用工（个） 

氮肥利用率（%） 

磷肥利用率（%） 

农药利用率（%） 

30-50 

33 

24 

35 

5.0 

50-60 

30-35 

60 



理念的突破是提质增效的前提 

• 现代果产业：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来武装的产业，最大限
度地发挥生产潜能，减少环境污染和劳动用工与消耗，延伸产业链，获得最大的
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生态效益。 

• 栽培模式的理念：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克服资源不足与约束，来武装的现
代农业产业模式。 

• 高投入，保证省力化栽培 

– 用工业化手段建立果园，果园采用肥水一体化、果园支架和防冰雹、防晚霜
等设施，喷药、施肥、花果管理等全部采用机械化、设施化、标准化，最大
限度减少、减轻劳动力。 

• 高产出，保证高效化生产 

– 早挂果、早收入、早更新，盛果期提早，缩短幼树期和衰老期的时限，在果
园里的树体基本保证在盛果期，从而达到高效的目的。 

 



七、我国桃产业发展趋势——优质、安全、省力、高效 

（一）栽培模式：宽行、密株，Y字形树型。 





  （二）简化修剪技术——长梢（长枝）修剪    

     是一项基本不进行短截，仅采用疏剪、长放修剪的休眠期（冬季）修剪技术。 

      改善树体光照，提高产量和品质； 减缓树体过旺营养生长；抵御晚霜冻害，稳产与早果；减

少修剪用工和降低生产成本。 

 



长梢修剪技术的两个要点： 

（1）主枝（骨干枝）上不在配置侧枝，
以结果枝和小型结果枝组结果； 

（2）枝条保留的密度：主枝上每15-20cm

保留一个结果枝，同侧枝条之间的距离一
般在40cm左右。 

注意的问题：采用长枝修剪后整体枝量减少了，但花芽数量并
没有减少；长枝修剪后春季春梢生长缓和，座果率增加，因此
要注意加大疏花疏果力度。 

1、疏果时尽量留中、前部的果实，有利于基部枝条萌发，用
于来年更新； 

2、一般来讲，中小果品种每15-20cm留一个果；大型品种25-
30cm留一个果； 

3、夏季修剪以“去伞、开窗、疏密”为主，6月和采果前两次
夏季修剪。 



    （三）桃园土壤、水分管理 

        

        根系分布的特点： 根系的垂直分布受土壤结构和层性的影响。80％的根系集中在40厘米土

层内，新生吸收根的60%～80%集中发生在表层，土壤表层（0～20厘米）保护是非常关键的技

术措施。土壤中层比较稳定，是生产重点管理对象，扩大根系的有效分布层 ；下层根系除对树

体起固定作用外，还与地上部的长势有密切关系 。因此，果园土壤管理原则是保护上层（0～

20厘米），稳定中层（20～40厘米），拓展下层（40～60厘米）。施多深？ 

       

         水平层次差异：树冠边缘部分生长根的发生量较大，内膛生长根发生量小，根系密度大，

易衰老。生产上，要在充分利用边缘根的同时，应注重改良内膛土壤环境条件，更新利用内膛

根系。哪里是？ 

     大量研究和数据证实，果树1/3到1/4根系处于良好的肥水条件下，即可满足树体对营养与水

分的需求。是多少？ 

  



                                     调亏灌溉的理念 

       大多数果树在生长季节的不同阶段,其营养( 枝条)生长与果实生长的速度存在差

异，通过水分调控营养生长阶段的灌溉次数和灌水量，使植株承受一定的水分应

力，控制植株生长，减少修剪量, 而在果实迅速膨大期恢复充分灌溉，不影响果实

品质和产量，同时节约用水提高果树生产率。 



   “ 旱地果园垄膜保墒集雨技术”操作示意图 

    甘肃省农科院林果花卉研究所针对旱地果园研究出的“垄膜保墒集雨小沟集水技术”在生

产上示范应用后效果明显，生长季节60cm土壤相对含水量可平均保持在60%以上，满足果树生长

发育需要。 

    技术要点：起垄（秋末冬初土壤未冻结前顺行向起垄，垄面距树干处高，外围低，垄面高

差15cm，垄面坡度5度，单面垄宽度根据树体大小确定，垄面拍实平整）→覆膜（春季表土5cm

融化解冻时顶凌覆膜，将地膜绷紧拉直紧帖垄面）→做集水沟(紧切垄面做宽、深分别为20cm的

集雨沟。沟内也可覆盖麦草等作物秸秆，减少地面蒸发)。 

使果园缺水的3-5月，40厘米的表层土壤含水量由11%，提高到16%，很好的满
足了树体对水分的需要。 



                2010年-2013年连续4年的示范结果表明，每亩可平均增加收入566元。 

技术效益比较内容 
黑色地膜 对照(CK) 

二者均值比较 
2010 2011 2012 2010 2011 2012 

1.黑色地膜成本（元/亩） 75 75 75 0 0 0 +75 

2.覆膜人工费用（元/亩） 150 100 200 0 0 0 +150 

3. 土壤管理成本（主要指除草） 0 0 0 300 200 350 -283 

4. 亩产量（Kg/亩） 2093 2460 2334 1902 2176 2007 +268 

5.商品果率（%） 82 85 83 75 60 70 +15 

6. 净增亩产值（元/亩） 584 585 530 +566 





（四）果园生草 

1.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2.提高土壤中微量元素和某些大量元素（铁）可利用性； 

3.改良土壤结构：有利于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 

4.有利于维持天敌的种群和数量； 

5.减少、减轻劳动成本和劳动力。 



        目前， 制约我国或我省果树产业持续高效发展的瓶颈问题主要是土壤管理制度，

是土壤有机质与地力培肥！ 



      

黑麦草 

（河北） 

果园生草，以N换C，肥田养根，优质高效 



                                            种草实践 





（五）桃园施肥 

       桃树正常生长结果需要氮、磷、钾、钙、镁、硫、铁、锰、硼、锌、铜、钼、

氯、镊14种必需矿质元素与硅等有益元素。树龄不同，桃树的需肥特性不同。 

 

        幼龄和初果期树：易出现因氮素过多而徒长和延迟结果，要注意适当控制氮

素，适当增加磷肥促进根系发育，氮、磷（P2O5）、钾（K2O）可以按1：1：1的

比例供应。 

 

        盛果期：桃需钾量显著增加，每生产桃果100千克约需吸收0.46千克氮、0.29

千克磷（P2O5）、0.74千克钾（K2O）。 

 

        施肥时可以参考上述数据，并根据土壤分析、植株诊断与肥料的利用率确定

施肥的数量与比例。 



叶面喷肥的好处和方法 

优点：简单易行，用量少，肥效快，迅速改善缺素症状，还可避免某些
元素在土壤中的流失、固定及杂草的竞争等，提高了利用率。尤其在缺
水地区、缺水季节，以及不便施肥的山坡地等，使用此法，都具有良好
的效果。对于一些需求量较小的微量元素，采用此法施用，更具有独特
的优势。 

   
   时间：根据需要随时进行。喷施应在4时以后进行，此时温度较低，肥料   
喷施后挥发较慢，有利于叶片的吸收及提高利用率。 
   
   浓度：氮肥如尿素一般可用0.4～0.5％，树弱叶嫩、温度较高且天气干
旱时可适当降低到0.3％；磷肥如过磷酸钙、磷酸铵为0.5～1％，常用浓度
为1％；钾肥如硫酸钾、氯化钾为0.3～0.5％，草木灰为2～3％的浸出液，
磷酸二氢钾为0.2～0.3％。 

 



袋控缓释肥是一种山坡地省力化施肥技术 

袋控缓释肥的优点： 
 
1、保持土壤养分供应稳定,果树生长健壮； 
2、一年只施一次肥，省工，节省投资； 
3、充分发挥根系的向肥特性； 
4、肥料利用率高。 

 



（七）科学地对待病虫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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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虫害发生规律 

桃小食心虫 

桃蛀螟 

苹小卷叶蛾 

桃潜叶蛾 

梨小食心虫 

主要害虫综合防治技术 

害虫生态调控 

 
1.果园生草—为天敌栖息、繁衍提供
场所； 
 
2. 生物农药、矿物农药； 
 
3.适时人工释放天敌等。 

 
 

 

1.农业防控 
 

2.物理防治 
 

3.生物防治 
 

4.化学防治 



   雨养农业区旱地桃园及示范技术 
（2018） 

1.Y树形+宽行密株（株行距为2 × 5米）； 
2.旱地桃园垄膜保墒集雨技术； 
3.行间生草：自然生草，毛叶苕子，夏至草；冬小麦，冬油菜； 
4.冬季主干涂白保护； 
5.夏季修剪+长稍修剪技术。 
 
 

1.Y树形+宽行密株（株行距为2 × 5米）； 
2.旱地桃园垄膜保墒集雨技术； 
3.行间生草; 
4.冬季主干涂白保护； 
5.夏季修剪+长稍修剪技术。 



                        桃树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及创新利用与新品种选育进展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林果花卉研究所从20世纪50年即代开始资源勘查工作。20世纪60年

代从甘肃省地方资源中筛选出了山桃、山毛桃、甘肃桃等砧木资源，山桃成为甘肃省主要

的桃砧木；从甘肃省地方资源中筛选出的临泽紫桃、张掖黄甘桃、敦煌紫胭桃、宁县黄甘

桃、兰州半旱桃、天水齐桃等一批地方良种。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国内外引进桃品种，

在甘肃省不同生态区建立品种区域试验示范基地，奠定了甘肃省桃产业发展的良种基础。

2008年国家桃产业技术体系成立后，兰州综合试验站引进区试了52个新品种（系），筛选

出普通桃、油桃、蟠桃新品种（系）20个，为甘肃省桃品种结构调整、优化奠定了基础。

目前，收集、保存桃资源300多份，其中甘肃省地方桃资源52份。在资源收集、评价的基

础上，针对甘肃省寒、旱栽培环境和高原栽培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计划的桃育

种工作。   



                    桃树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及创新利用与新品种选育进展 

      在资源收集、评价的基础上，针对甘肃省寒、旱栽培环境和高原栽培特点 ， 围绕

优质、耐贮运、多样化和提高抗性（抗寒）育种目标，30多年坚持不懈，选育出陇蜜

系列普通桃、陇油桃系列油桃、陇金系列黄桃，陇蟠系列蟠桃及小果型、离核、高甜

度油桃等，熟期包括早、中、晚。 

     



“严格防控 安全生产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