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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丘陵山地是浙江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源之一，笔者结合多年栽培实践，从宜机化建园以及宜机化栽培管理

的角度详细介绍了丘陵山地桃园宜机化改造及配套栽培管理技术，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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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lly area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source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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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combined years of cultivation practice, from the suitable-for-mechanization garden construc-
tion and suitable-for-mechanization cultivation management, introduced suitable-for-mech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supporting cultivation management technology of peach orchard in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in detail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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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丘陵山地是浙江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源之一，随着国家对耕地资源保护力度加大，丘陵山地的开发利

用价值更为凸显[1]。浙中地区高达 66.5%的山地和黄土丘陵面积以不同地形、地势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山

地小气候，为发展水果产业创造了有利的自然气候条件。桃树是浙中丘陵山区的代表性果树，其具有赏

食两用，兼具文化内涵，是发展休闲农业和培育山区生态致富产业的先锋树种。2019 年，金华市桃栽培

面积约 63,724 亩，总产量为 5.2 万 t，总产值约 2.7 亿元，为我市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变美发

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丘陵山桃生产过程中存在生产操作困难，管理粗放、劳动力短缺日趋严重、

机械化程度低等问题。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丘陵山地宜机化改造是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日本、韩国也

是典型的丘陵山地国家，日本、韩国的丘陵山地果园宜机化改造技术也实施了数十年，形成了完备的标

准体系，目前在国内还处于落后水平。近年来，我市桃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为克服人口老龄化、农业从

业人口日趋减少等客观因素，提高桃园机械化水平，亟需制定丘陵山地桃园宜机化、标准化建设规范。

研究人员经过多年栽培实践，总结出丘陵山地桃宜机化建园及栽培关键技术。 

2. 宜机化建园 

2.1. 地块选择 

根据宜机化要求选择坡度 ≤ 25˚ [2]，地块道路通达性较好、土层深厚满足桃生长发育、集中连片、

排灌基础好、能够规模化实施改造的地块。需要集中连片，面积 3 hm2 以上。 

2.2. 园地规划 

2.2.1. 园地整理 
坡度在 15˚以下的缓坡地，进行地形平整，行向距离 ≥ 50 米。坡度在 15˚~25˚的山地，修筑水平梯田，

梯台宽度为 4~6 m，采用等高非对称栽植，新建园桃苗栽植位置距离外缘 1~2 m；对老果园梯田台面进行

整理，整理后梯田台面呈内高外低，内外倾角 3˚~5˚，植株内侧面宽度不够的，内侧可不留排水沟，确保

内侧宽 2 m 以上，以利机械通行。 

2.2.2. 道路规划 
通行道路由主路、支路和园间作业道路组成。一般主路宽 4~6 m，支路 2~4 m，作业道路宽 1.5~2.0 m。

主路与果园所在干线公路相通。主路比降在 7%以下，坡度在 15˚以上，以斜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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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排灌设施 
合理配置拦山沟、排水沟、台内沟、蓄水池等排灌设施，沟渠经过通行道路段采用埋管，以保证机

械通行，提倡采用喷滴灌和水肥一体化技术。 

3. 宜机化栽培管理 

3.1. 品种选择 

推荐选择春美、源东白桃、中蟠 11 号、湖景蜜露、锦绣、圆梦、金秋红蜜等树势中强，适合机械化

管理树形塑造，以及在本地自然条件下表现抗逆性强、性状优良、适销对路的品种。 

3.2. 栽植密度 

行株距在满足机械化通行和作业的基础上，依据栽培模式和树形确定。行距：4.0~6.0 m，株距：1.5~4.0 
m。 

3.3. 土壤管理 

3.3.1. 土壤耕作 
结合秋施基肥(底肥)，机械旋耕替代挖平行沟施肥，在距离主干 80~100 cm 的一侧，旋耕带宽度 60~80 

cm，翻耕深度 20~30 cm，有机肥撒施表面，随着机器翻耕入土，4~5 年全园深翻一遍。 

3.3.2. 生草管理 
园地实施生草栽培，可以固土护坡，减少水土流失，培肥土壤，夏季防止高温伤害。生草植物主要

有紫云英、豆科作物、黑麦草、白三叶草、鼠毛草等。草籽播种应注意避开树干周围 15~20 cm，对因机

械通行造成草面造坏严重的，可在春秋两秋适时补播草种。当草高生长至 20 cm 以上后，采用机械般刈

割，每年刈割 2~3 次，刈割后留茬高度 5~10 cm。 

3.4. 施肥管理 

地面施肥，基肥、追肥均结合机械的使用，结合机械翻耕施肥，有条件的地方追肥可以通过滴灌方

式进行。 
10 月至 11 月施基肥：结合土壤深翻，根据树体长势、树龄大小，施腐熟有机肥 1000~2000 kg/667m2。 
3 月中上旬施萌芽肥：株施 0.1~0.2 kg 高氮复合肥，采用生草栽培的，施肥方法可采用地面撒施，用

量增加 20%。 
4 月下旬施壮果肥：株施 0.1~0.2 kg 复合肥(N:P2O5:K2O = 15:15:15)，一周后再施一次，采用生草栽

培的，施肥方法可采用地面撒施，用量增加 20%。 
果实转色期施采果肥：株施 0.1~0.2 kg 速效磷钾肥，以增加果实糖度和色泽，采用生草栽培的，施

肥方法可采用地面撒施，用量增加 20%。 
果实采收 1 周后施采后肥：视树势情况施入氮肥或高氮复合肥，树势过旺的植株可不施。 

3.5. 整形与修剪 

3.5.1. 宜机化整形 
根据果树为机械通行让路的原则[3]，培育紧凑型树形，幼树轻拉枝小枝角，培育直立树形；成年树

延长枝重剪，抬高枝角收拢树形；老龄树利用内膛徒长枝更新培育主枝，以利机械化作业。推荐自然开

心形、Y 形、主干形为宜机化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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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开心形：树高 2~2.5 m。主干高度 40~60 cm，选留 3 个长势一致、分布均匀、开张角度 30˚~45˚
左右的主枝，每个主枝选留 2~3 个侧枝，侧枝上多留枝组和结果枝 

Y 形：树高 3 m。主干高度 40~60 cm，定植后新梢长达 40 cm 左右时摘心，选留 2 个朝向对生行间

的主枝，两主枝夹角约 60˚~90˚，主枝上不留侧枝，直接着生结果枝组或结果枝。较常规栽培缩小枝角

15˚。 
主干形：树高 2.5~3 m，主干高度 60~70 cm。中央干强而直立，中央干上除基部着生二个中型结果

枝外，每隔 10~15 cm 均匀分布一个小型结果枝组，呈螺旋状均匀向上排列；整株树着生 20~30 个左右小

型结果枝组。 

3.5.2. 修剪 
冬季修剪在 11 月落叶至翌年 2 月进行；夏季修剪可分多次进行。根据上扬树势，留足树下机械通行

空间的要求，多留斜生枝，少留水平枝，不留下垂枝，合理选留直立更新枝。离地 70 cm 以内不留侧枝。 
幼龄树修剪主要是以定形为主，根据选定的树形，适时定干，定干高度 70~90 cm。冬季修剪采用短

截、长放等方法，逐步培养各类结果枝组。夏季修剪采用抹芽、摘心、扭梢、拿枝、剪梢、拉枝等方法。 
成年树修剪采用夏季修剪和冬季修剪相结合的方式，冬季修剪要均衡主侧枝的生长势、更新枝组，

防止内堂空虚，结果部位外移；夏季修剪通过扭梢和疏除过密新梢的方法，保证园内通风透光。 
老树修剪以更新为主，回缩修剪为主，延长结果时间。对副主枝、侧枝轮换回缩；疏除过密和弱小

结果枝组，逐步培养新的结果枝组，复壮树冠。 

3.6. 病虫害防治 

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为指导思想，因地制宜，综合运用农业、物理、生物、化学的方法，合

理选用植保、耕作机械进行防治[4]。 

3.6.1. 植保无人机防治 
在冬季清园及新梢长至 15 cm 以内这段时期，提倡用植保无人机进行果园病虫害统治，农药剂型宜

选用乳油、水分散粒剂、悬浮剂、水中分散颗粒剂等型，不宜选用可湿性粉剂；推荐选择广普性、内吸

性、作用机理不同的药剂交替轮换使用。 

3.6.2. 地面植保机械防治 
在新梢长至 15 cm 以上时，根据防治要求，在遥控多功能果园管理机上安装喷雾装置进行喷药，替

代人工作业。 

3.7. 采收 

准备好采摘篮，推荐使用采摘机械平台、运输机械等装备[5]。采收期根据品种特性、用途、运输距

离而定。软溶质品种在生理成熟期及时采收；硬肉品种可适当晚采。当地销售可达 8 成时采收；远途运

输和冷库运输需 6~7 成时采收。 
当果实品质达到该品种固有品质时，分期分批采摘，先熟先采，轻采、轻放、轻装、轻卸，避免机

械损伤，在晴天上午或阴天进行。 

4. 小结 

本研究从丘陵山地桃园宜机化建园、栽培管理、机械作业等方面详细介绍了丘陵山地桃宜机化建园

及栽培技术规范，为促进丘陵山地桃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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