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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夏季是果树生长的关键期，高温
多雨、病虫害高发等因素直接影响果
实品质与产量。科学管理是保障果园
丰产稳产的基础，不同果树品种需针
对性施策。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发
布《果树夏季管理技术指导意见》，从
果实管理、夏季修剪、土肥水调控、
病虫害防治、防灾减灾五大核心环节
入手，为果农提供苹果、桃、梨、葡
萄、大樱桃、枣六大果树的夏季管理
技术指南，助力果园提质增效。

苹果

果实管理。疏果定果保证中小型
果间距保持在15厘米-20厘米，大型
果间距则扩大至20厘米-25厘米。需
套袋的品种在套袋前全园喷布杀虫杀
菌剂，药液干后及时操作。高温期注
意通过树盘覆盖秸秆或行间生草降低
温度，预防果实日灼。

夏季修剪。幼树及初果期树通过
拉枝、摘心、扭梢加速成形成花；盛
果期果树重点疏除内膛徒长枝、过密
枝等，对直立旺枝通过拉枝开角缓和
或进行极重短截。

肥水管理。8月中旬果实膨大期
推荐平衡型或高磷钾复合肥，配合叶
面喷施0.3%磷酸二氢钾加0.3%尿素。
树盘通过覆盖秸秆或园艺地布保湿抑
草。

病虫害防控。重点针对轮纹病、
炭疽病、褐斑病及蚜虫、红蜘蛛、食
心虫等实施防治，套袋前喷 3次药，
花后7天-10天开始，每隔7天左右喷
一遍，杀虫杀菌剂可依性状进行科学
复配，同类型药剂建议轮换使用；套
袋后保叶为主，降雨前后应进行全园
保护性喷药，配合黄色粘虫板、性诱
剂物理防控。

防灾减灾。警惕高温、暴雨、冰
雹等极端天气，及时关注天气预
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高温期通
过灌溉、覆盖降低果园温度，雨季
确保排水系统畅通，预防涝害发
生。有条件的果园建议安装防雹网
等防灾减灾设施。

桃

果实管理。疏果工作应在进入硬
核期后完成，易裂果品种应分次疏
果，极丰产品种应提早进行疏果。疏
果时遵从15厘米-25厘米间隔，加工
及兼用型品种可适当多留，以成熟后
两果之间不摩擦为宜。疏果后套袋，
套袋前喷布一次杀虫杀菌剂。

夏季修剪。以疏枝为主，及时清
除内膛直立徒长枝、过密枝、病虫枝
及剪锯口萌蘖，对生长旺盛的直立枝
通过拉枝、扭梢等措施缓和树势，培
养结果枝组。

肥水管理。根据树势与负载量及
时追施硬核肥，可采用平衡肥，适量
补充中微量元素肥料，施肥后立即覆
土浇水，以促进养分吸收。要注意合

理灌溉，定期浅耕松土，保持土壤透
气良好。易裂果品种坐果后应避免土
壤湿度的大幅波动和一次性大量追
肥，尤其是氮肥。

病虫害防控。通过轮换喷施甲维
盐、高氯、螺虫乙酯等，控制蚜虫、
食心虫及螨类等虫害。喷施代森锰
锌、咪鲜胺等药剂防治褐腐病、炭疽
病等病害。鼓励有条件的果园多采用
绿色防控措施，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防灾减灾。关注天气变化，提前
做好防涝、防雹准备。雨前及时疏通
果园排水沟渠，确保排水畅通及时，
严防内涝，雨后视土壤湿度情况及时
翻耕防土壤板结。鼓励果园建设多功
能网，防雹防风。

梨

果实管理。谢花后 10 天开始疏
果，去除小果、畸形果、病虫果，根
据品种特性与树势确定留果间距，保
持合理负载量，一般露地栽培果园留
果间距20厘米-25厘米，水平网架梨
园10个/平方米-12个/平方米。需套
袋品种花后30天左右进行套袋，套前
全园喷施杀虫杀菌剂。

夏季修剪。控制营养生长，疏除
背上直立枝、内膛徒长枝、过密新梢
等。7月中下旬对长旺枝拉枝开角促
花，保持树冠通风透光。幼树通过刻
芽、拉枝、撑枝等方法快速培养树
形，初果期树对生长旺盛的新梢进行
拉枝、扭梢，促进侧枝萌发，培养结
果枝组。

肥水管理。保证梨树花芽分化与
膨果期水分需求，保持土壤湿度在
60%-80%。利用作物秸秆、菌渣等树
盘覆盖，保墒防草。新梢旺长和果实
迅速膨大期，叶面喷施 0.3%尿素和
0.2%-0.3%磷酸二氢钾，促进花芽分
化与果实发育，中晚熟品种在7月中
旬追施磷钾肥，提升果实品质。

病虫害防控。梨树夏季易受到食
心虫、梨木虱、梨茎蜂及锈病、白粉
病、黑星病等多种病虫害威胁，需定
期巡查梨园，及时发现病虫害并进行
综合防治。

防灾减灾。重点防范高温与雹
灾。注意果园灌水降温，结合生草
覆草降低果园温度，防止果实日
灼；有条件的果园建议架设多功能

防护网进行防雹。

葡萄

花果管理。依树势与地力状况确
定负载量，花穗整形去除副穗、掐
尖，一般保留穗尖3厘米-5厘米。生
产高档果应按照花序整形、生长调节
剂处理进行精准花果管理。生理落果
稳定后进行整穗，具体留果量根据果
穗、果粒大小情况确定。果袋依果皮
颜色科学确定，套袋前喷杀虫杀菌
剂，药液干后及时操作。

夏季修剪。保留顶端 1 个副梢，
去除花穗以下的副梢，可适当保留花
穗上部的副梢，当其长至2叶1心时，
留1叶摘心；顶端副梢留4叶-6叶反
复摘心。通过摘心、除副梢、除卷须
和绑蔓等技术，确保架面通风透光。

肥水管理。幼果膨大期施膨果
肥，以磷钾肥为主，每亩用量 30千
克-45千克。该时期与果实生长期，
叶面补充 2 次-3 次中微量元素肥。
开花前后应避免浇水，防止落花落
果；果粒膨大期需细水勤灌，保证
土壤湿度稳定。

病虫害防控。降雨前后喷施苯醚
甲环唑、醚菌酯和阿维菌素等杀菌
剂，防治霜霉病、白腐病、褐斑病
等病害。葡萄透翅蛾、叶蝉、蓟马
等虫害，可用高氯、啶虫脒等药剂
防治。采摘为主的生产园，应优先
选择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以减少
化学农药用量。

防灾减灾。建议避雨栽培，防范
大风、暴雨、高温等自然灾害，及时
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加固生产设施。
雨前疏通排水沟渠确保排水畅通，雨
后及时清理果园、排出积水。高温时
可通过加盖遮阳网，也可通过傍晚时
段冠层喷淋补水降温，早熟品种注意
防雹、防鸟。

大樱桃

果实管理。疏除畸形果、小果，
合理负载。根据果实成熟期，分期分
批采收，适当晚采以提升果实糖度与
风味，一般在上午10点前采收，采收
过程中应注意减少机械损伤。

夏季修剪。7月-8月份山东地区
普遍高温多雨，需采取适当措施抑

制新梢生长，修剪不宜过重，以免
削弱树势。新梢旺长期，按照抑强
促弱的原则，疏除过密枝、交叉枝
和病虫枝，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对
具备生长空间的旺长枝通过拉下垂
进行孔旺促花。

肥水管理。硬核后至采果前，追
施低氮低磷高钾型复合肥，施肥量25
千克/亩；叶面喷施钙镁等中微量元素
肥1遍-3遍；采果后10天-30天追施
平衡型复合肥 20千克/亩，黄腐酸 5
千克/亩，以促进花芽分化。采取少量
多次的灌溉原则，保持土壤湿度相对
稳定，避免大起大落。提倡行间生
草，可选用黑麦草、高羊茅等，夏季
割1次-2次。

病虫害防控。提倡生物防控，悬
挂糖醋液、诱虫板、杀虫灯、迷向丝
等诱杀害虫。果实膨大期，喷施吡唑
醚菌酯加氯氟氰菊酯防治果蝇、卷叶
虫、腐烂病、穿孔病等。夏剪完成
后，喷施氯氰菊酯、噻虫嗪、苯醚甲
环唑等，防治绿盲蝽、红蜘蛛，炭
疽、褐斑病等。7月-8月保叶，喷施
1：3：240波尔多液，药液用量 200
千克/亩。

防灾减灾。关注天气变化，提前
做好防涝、防鸟等措施。采收前3周-
5 周，可架设防鸟、防雹等多功能
网，防裂果可搭建单行避雨棚，外加
遮阳网固定。雨后及时排水，低洼易
涝果园需提前疏通排水沟渠并配备足
量排水设备。持续高温时早晚喷水降
温、覆盖保墒。

枣

花果管理。将不留作主枝、侧枝
延长枝和结果枝组的枣头摘除，留5
个-7个二次枝。当枣头长到5厘米-
10厘米时，将萌发的无用枣头和枝条
剪除。根据品种和树势，每年或隔年
于盛花初期选择晴天，在树干距地面
约 30厘米处进行环剥，剥口一般宽
3毫米-6毫米，与往年位置错开。环
剥后2天-3天，喷施10毫克/千克-
15毫克/千克赤霉素，提高坐果率。

夏季修剪。疏除病弱枝及树冠外
围、上部密集等致枣果脱落率高的枝
条，保持树体通风透光。

肥水管理。坐果期和幼果膨大期
追肥应避开高温，根据树势适当调整
氮肥占比，配合磷酸二铵、硫酸钾等
磷钾肥，施肥后及时灌水。

病虫害防控。芒种前后空气干燥
时喷施螺虫乙酯、哒螨灵防治红蜘
蛛、枣叶螨等。7月上旬至8月上旬，
喷施氯氰菊酯乳油防治初代食心虫。
7月中旬开始，喷施波尔多液、粉锈
宁或苯醚甲环唑等防治枣锈病、炭疽
和轮纹病。

防灾减灾。防范暴雨、干旱等极
端天气对果园的影响。雨季前及时畅
通排水系统，平原地区枣园排水沟深
度不低于50厘米；山地枣园梯田内侧
设排水沟，确保排水及时。高温干旱
天气灌水后，应及时覆盖树盘，保墒
防草、辅养天敌。

夏季果园：把“甜蜜”进行到底
山东省发布《果树夏季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