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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为了充分利用荒山
、

荒坡土地资源的优势
,

加快山区经济发展速度
,

从 1 9 9 0 年起
,

引石榴

进山上坡
。

历时 4 年
,

完成了山地石榴栽培技术试验与蓄水保土效益分析
,

并探索出石榴败育

花的成因和提高座果率的途径
,

以及提高石榴品质
,

优质
、

高产的栽培技术措施
。

全市发展 山地

石榴 2
.

7 万亩
,
1 9 9 3 年鲜果产量 63

.

23 万 k g
,

实现经济效益 3 07
.

2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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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石榴的特性及发展现状

(一 )石榴的特性

石瀚为石溜科石馏属落叶灌木
。

石榴有多方 lr[ r的杭逆性
.

耐旱
、

耐清
、

耐寒
、

适应性强
。

对土

J襄要求不严
.

在花岗片麻岩地区和石质山区 都能生长
。

石榴抗食性强
,

牛
、

羊
、

免 都不啃食
。

石脸花开满树
.

败育花 .片8 2 ” 乙以 上
.

结果很少
.

产 员低
.

花 开半年
.

有分次结果的习性
.

它的

收稿 日期
: 1洲

.

1 时
一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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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际萌芽力强
,

形成丛状
。

石榴果实 色泽鲜艳
,

子粒晶莹
,

味酸甜多汁
,

含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 C
,

营养价值高
。

石榴除

生食外
,

又可制果酒
、

果汁清凉饮料
。

果皮含单宁物质
,

可作天然饮料
。

根皮入药
,

叶片制茶
。

石

榴花色艳丽
,

在庭院
、

风景区作为观赏栽植
。

(二 )发展现状

石榴原产中亚地区
,

有大面积丛林
。

汉时张鸯出使西域
,

得涂安石榴以归
,

故名安石榴
.

一千

多年来
,

全国都有栽培
,

以陕西临渔的大红 田
、

三 白甜
,

云南滇石榴名扬全国
,

山东枣庄
、

安徽怀远

以风景林和石榴叶制茶而栽培
,

河北元氏
、

河南广武栽植石榴也较多
,

但都没有形成商品优势
.

河

南省平顶山市从 19 9 0 年至 1 9 9 3 年新发展 山地石榴 2
.

7 万亩
,

已取得较好的水土保持效益和经

济效益
。

二
、

山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概况

(一 ) 自然条件

平顶山市位于河南省中部
,

属淮河流域
,

沙
、

汝
、

理
、

洪河的源头地段
。

地势西高东低
,

相对高

差 2 0 89
.

l m
。

西部山地由秦岭东延的伏牛山和外方山组成
,

中部是丘陵和岗地
,

东部是平原
,

处

于全国地貌区划 由高原向平原典型过渡地带
。

气候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
。

植被是华北

落叶林
、

阔叶林向华中常绿 阔叶林过渡地带
、

针阔混交林带
。

土壤类型是南方的黄红壤向北方的

褐土过渡地带
,

土壤中性微酸
。

全市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

春暖
、

夏热
、

秋凉
、

冬寒
,

四季分明
。

年均

气温 1 4
.

2 ~ 1 4
.

9℃
,

极端最低温度 一 1 9
.

1℃
,

年降水量 6 5 0 ~ 1 2 0 0 m m
,

南多北少
,

集中在 6一 9 月

份
,

最大暴雨强度为 1 0 7
.

Zm m / h
。

年 日照时数 2 0 6 8一 2 2 3 4
.

g h
,

日照率 4 7%一 5 3%
,

妻 1 0℃积温

4 6 7 6
`

C
,

无霜期 2 4 5一 2 6 0 天
。

太阳辐照总量 5 0 2 4 1 5
.

6 J~ 5 0 8 6 5 4
.

3 J
.

(二 )社会经济状况

平顶山市适合于石榴栽植
,

海拔约 2 00 ~ 1 o 00 m 的浅 山丘陵地 3 5 67
.

67 km
2 ,

占全市总面积

的 40
.

25 %
,

均是强度水土流失区
。

该区分布有稀疏的次生林和人工用材林
,

植被覆盖度很差
。

对

山丘地区抽样调查
,

户均一头牛
,

冬春还需下山买草
,

为人均收入不足 25 0 元的贫困区
,

也是石榴

经济林发展的优势地区
。

三
、

山地石榴研究现状及科研成果

山地石榴栽培技术与水土保持效益研究
,

是 由平顶山市水利局和市农科所园林试验场联 合

承担的科研项 目
。

从 1 9 90 年起
,

历时 4 年
,

以小流域治理为单元
,

结合生产开展科学研究
。

完成

了山地石榴栽培技术试验
; 完成 了山地石榴蓄水保土效益分析

; 探索出石榴败育花的成因和提高

座果率的途径
,

以及提高石榴品质
,

优质
、

高产的栽培技术措施
。

实现了当年全苗定形
,

第 2 年开

花结果
,

3 年亩产 S Oo k g
。

全市新发展山地石榴 2
.

7 万亩
,

其中 。
.

95 万亩结果
,

1 9 9 3 年鲜果产量

63
·

23 万 k g
,

实现经济效益 30 7
.

2 万元
。

四
、

山地石榴栽培技术要点

为了提高山地石榴的成活率
.

促进石榴快速生长
,

提早结果
,

其栽培技术要点如下
: 、

(一 )二次枝扦插地膜覆盖育苗技术

繁育新 品种
,

提高种条利用指数
.

在出圃苗 七剪下二次枝和大树萌孽枝
,

扦插育苗
,

地膜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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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
。

株行距 2 c0 m 丫 1 c2 m
,

二次枝插条规格为长 1c0 m
,

底粗 0
.

cZ m
,

顶粗 0
.

cI m
。

试验结果
,

冬春二

次枝扦插地膜覆盖育苗成活率高
、

生长快
、

扎根快
。

绿枝扦插
,

不覆盖成活率仅 10
.

9%
。

(二 )截干造林技术

在干旱缺水
、

石厚土薄
、

阳坡峰脊
、

水土流失区
,

营造石榴林
,

采取截干造林或截后低定干
,

提

高成活率
,

且生长快
。

经试验
,

在立地条件差的情况下
,

比 2 年生对照树高
、

冠幅
、

地径粗三方面生

长量分别高出 2 7
.

s e m
,

1 6
.

4 e m
,

0
.

4 8 e m
。

高于对照
.

2 5% 以上
,

并提早结果
。

(三 )单主干整形技术

石榴的 自然树形为丛状
。

过

去栽培都顺其 自然
,

为丛状或多

主干树形
。

由于对石榴管理不善
,

常常出现根际萌粟徒长 高出主

干
,

形成多主干
。

根际年年萌生徒

长枝
,

形成丛状
,

长此往复循环
,

老枝 枯死
,

新枝不结 果
,

或开花

表 1 单主干树形生长结果情况

树树 形形 树龄龄 树高高 冠幅幅 地径径 株均结果量量 最大果重重 亩产产

(((((年 ))) (
e m ))) (

e m ))) ( e m ))) ( k g ))) ( g /个 ))) ( k g )))

单单主干干 222 1 3 1
.

777 1 1 0
.

888 2
.

3 999 0
.

2 333 5 5 000 2 5
.

111

3333333 1 7 111 1 4 6
.

888 3
.

444 2
.

7 22222 3 0 1
.

99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丛丛 状状 222 1 2 000 9 000 2
.

000000000

3333333 1 7 000 1 3 000 3
。

555555555

晚
,

果实小
。

过去建园或庭院栽植都存在这个问题
。

通过在示范区试验
,

用单主干树形取得了 良

好的结果
,

见表 1
。

表 1 表明
:

单主干整枝
,

当年成形
,

2 年结果
,

3 年株产 2
.

72 k g
。

丛状形群体大
,

个体小
,

3 年无

果
。

(四 )激素 P aP 33 处理土壤技术

用激素 P aP
3 3

处理土壤
,

可当年抑制生长
,

促进结 果
,

次年抑制消失
,

迅速生长
,

见表 2
。

从试验结果看
,

当年抑制生长 表 2 1 992 年用激素 P P。 抑制石榴幼树生长情况

越明显
,

次年生长速度越快
,

不影响

树冠扩大和农作物产量提高
。

(五 )高接换种

在 治 山营造水 保经 济林工 作

生生长量量 年份份 土 施 ( g ))) 喷 雾 ( m g / k g )))

(((((年 ))))))))))))))))))))))))))))))))))))))))))))))))))) 111111111 0
.

555 0
.

2 555 1 0 0 000 5 0 000 2 5 000 C KKK

新新梢生生 1 9 9 111 2 3
.

333 2 3
.

333 2 7
。

777 2 1
.

222 2 3
.

555 2 7
.

111 2 8
.

444

长长 量量 1 9 9 222 3 2
。

888 2 9
.

999 2 6
.

999 3 3
.

555 2 8
.

777 2 6
.

333 2 5
.

666

中
,

容易出现品种配置不当和品种多乱杂
、

低产
、

质劣
、

不抗病
、

不符合商品生产的要求
,

需及时引

进名优新特品种
,

扩大繁育
,

用多头高接换种法
,

可实现当年恢复树冠
,

次年结果
。

1 9 9 2 年春萌芽

前对 3 ~ 4 年生石榴多次高接
,

并剪掉其它枝条和萌孽
,

保证成活
,

增加新头 生长和多级分 枝
,

恢

复树冠
。

春接树当年树高 1 86
.

sc m
,

冠幅达 1 95
.

c7 m
,

与对照悬殊不大
。

多头高接换种
,

当年恢复树势
,

并形成花芽
。

在试验场 中
,

管理条件较好
,

次年结果
,

见表 3
。

(六 )树冠喷乙稀利能及 表 3 1 9 9 3 年测定 1 9 9 2 年多头高接树结果

早疏除过多花蕾

石榴花开 满树
,

花期半

年
,

消耗树体养分
,

影响可育

花的形成
。

为此
,

采用化学疏

蕾
,

减少养分过量消耗
,

于 5

月初大蕾期
,

树冠喷乙稀利
,

可育花比率由对照的 0
.

3%

品 种

大白甜

软 籽

薄 皮

铜 皮

结 果

(个 /株 )

2 1

最大果重

( g )

4 1 4

平均果重

( g )

3 1 6

平均株产

( k g )

6
.

6 4

示合亩产 ( 1 1 1 株 /亩 )

( k g /亩 )

7 3 7
.

0 4

华斗
一竺一丰塑王

1 6 1 3 1 6 } 2 1 4

5
.

4 2

3
.

4 0

6 0 1
.

6

3 7 7
.

4

5
.

3 8 5 9 7
.

2

一2一9一1
土飞||

一
一弓ó

一

提高到 2
.

02 %
。

经试验
,

在疏蕾率不超过 9 5% 的范围内
,

随乙烯利浓度的提高
,

疏除率提高
,

座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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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高
,

每株保留结果数越多
。

五
、

山地石榴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一 )蓄水保土效益分析

1
.

造林整地工程蓄水量测算
。

根据试验区的地形
、

地貌
、

地面坡度和土层厚度采取不同的整

地工程措施
。

1 9 9 0一 1 9 9 3 年共完成造林整地工程面积 2
.

7 万亩
。

通过径流观测场测定的径流数

据
,

参照河南 省水文图集计算方法
, 1 9 9 3年各类工程面积蓄水量为 1 97

.

73 万 m
, ,

见表 4
。

2
.

植物措施蓄水量计算
。

根据鲁山县岳

村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试验资料
,

郁闭度在

0
.

2一 0
.

4 之 间
,

一次截 留暴雨 19 m m
,

则林

冠 蓄水指标为 1 2
.

7m
,

/亩
。

在山地石榴林面

积 中
,

郁闭度 0
.

2一 0
.

4 之间的有 0
.

7 万亩
,

蓄水量 8
.

89 万 m
“ 。

郁闭度 0
.

2 以下林地面

积 1
.

2 万亩
,

因间作低秆作物
,

一次截留降雨

2 5 m m
,

蓄 水 指 标 为 16
.

7 m
,

/亩
,

蓄 水量 为

整地方式

整地工程蓄水量表

工程面积 ! 蓄水指标

( m
3

/亩 )

水平阶

反坡梯 田

鱼鳞坑

8 8
.

7

9 5
.

7

3 6
.

0

穴 状

小 计

石榴

石榴

石榴

石榴

石榴

(亩 )

1 2 0 0 0

7 0 0 0

6 0 0 0

2 0 0 0

2 7 0 0 0

蓄水量

(万 m
3
)

1 0 6
.

4 4

6 6
.

9 9

2 1
.

6 0

2
.

7 0

1 9 7
.

7 3

2 0
.

0 4 万 m
, 。

对于不间作的幼树林地 。
.

8 万亩一次截 留降雨 s m m
,

蓄水指标 5
.

3 m
3

/亩
,

蓄水量

为 4
.

24 万 m
3 ,

以上植物措施蓄水量为 33
.

17 万 m
3 。

3
.

蓄水效率计算
。

平顶山市
,

1 9 9 2 年属平水年
,

山地汛期降水量 5 90 m m
。

根据不同整地工程

拦蓄功能和 山地石榴林郁闭情况
,

经计算 1 2
.

7 万亩石榴林地年径流总量为 123
.

18 万 m
” 。

治理

前年径流系数 0
.

2 98
,

年径流量 3 1 6
.

63 万 m
, ,

年蓄水效率为
:

年蓄水效率

孺甜黯瓢摄叠雳丽
又 `

%00
3 1 6

.

6 3 一 1 2 3
.

1 8

3 1 6
.

6 3
X 10 0% 一 6 1

.

1%

4
.

保土效益
。

保土效益包括整地工程保土量和植物措施保土量两部分
。

据径流场测量资料

分析
,

整地工程 2
.

7 万亩
,

年保土量 4
.

5 02 万 t
。

植物措施保土量
,

在 1
.

9 万亩的水平阶和反坡梯

田中分析整地工程保土指标时
,

已考虑植物措施的因素
,

不再计算石榴林地保土量
。

只对鱼鳞坑
、

穴状整地的 0
.

8 万亩石榴林地计算保土量
。

据石榴样地测得
,

治理前土壤侵蚀模数 3 7 50 t/ k m
2 ,

治理后土壤侵蚀模数为 1 38 0 t k/ m
Z ,

年保土指标 0
.

9 2 t /亩
,

年保土量为 0
.

7 36 万 t
。

保土效率为
:

保土效率 一
各项措施年保土总量 (万 t)

治理前治理 区年土壤流失总量 (万 t)
丫 1 0 0%

4
.

5 0 2 + 0
.

7 3 6

3 7 5 0 又 2
.

7 令 15 0 0
丫 1 0 0% 一 7 7

.

6%

(二 )生 态效益分析

1
.

增加地面植被
,

改善环境条件
。

19 90 一 1 9 9 3 年共营造 山地石榴林 2
.

7 万亩
.

并在幼村林地

间作低秆作物
,

使植被率 i主到 70 %以上
,

初步形成了立体生态体 系
。

对涵养水源
、

美化环境
、

净化

空气
、

保持 水土
、

凋节气候等发挥了重大作用
。

2
.

有效地控 制了水土流失
。

经过整地造林 一 L: 程措施
、

生物措施发挥了群体作用
.

年土壤侵蚀

模数减少 77
.

6 %
.

基本达到泥沙不 「坡
.

清水缓缓流
。

3
.

土地资源得到 合理利用
。

在荒坡 上栽植石榴
,

使土地资源得到 了合理利用
,

改变了由陡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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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植
、

广种薄收
、

以粮为主
、

单一经营结构
,

正向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实行立体布局
,

因地制宜发挥

资源优势
,

逐步建立起 由低价平衡到高价平衡
,

使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
。

(三 )经济效益分析

1
.

直接经济效益
。

本课题开展 4 年来
,

通过实施整地造林和栽培技术的组装配套
,

由示范到

推广
,

发展山地石榴 2
.

7万亩
,

1 9 9 3 年累计鲜果产量 63
.

23 万 k g
,

实现经济效益 3 07
.

2 万元
.

2
.

果园间作效益
。

山地石榴园坚持先整地后造林
,

林间垦复
,

间作花生
、

红薯
、

瓜类
、

豆角等低

秆作物
,

增加幼林果园收入
.

每亩平均增收 2 71
.

25 元
,

间作面积 1
.

9 万亩
,

年增收 41 2
.

75 万元
.

黄土高原旱地农业的理论与实践

— 介绍一部关于旱地农业基础的专著

《黄 土高原早地农业的理论与实践 》一书 已由科学 出版社出版发行
。

这是黄土高原 旱地农业研究方面的第一部系统专著
。

该

书是作者根据长期田间试验和多次综合考察所获得的大量科学 资料
,

结合国内外旱地农业研究与实践 的成功经验 和发 展趋势

撰写而成
。

该书在论述现代早地农业的发展趋势和面临任务的同时
,

用一定 篇幅 介绍和 分析了国外有关旱地农业研究成果和经

验
,

便于读者有 比较地了解我国早地农业的研 究水平及其在国际间相同研究领域中的地 位和今后的研究方向与任务
; 同时在论

述方法上采取宏观与徽观相结合
,

荃础论述与生产措施相结合的方式
,

更增强 了该 专著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

黄土高原地域辽阔
,

自然条件复杂多样
,

通过悠久的农业生产实践与在作物长期适应选择中
,

作物 资源 已形成种类多
、

品种

资源丰富
、

分布区域化的区域生态特征
.

该书在详细论述 了境内旱地农业的生态环境基础上
,

对作物资源及生态适应性
,

对主要

作物对干早适应性进行了讨论
,

同时对主体作物 小麦的抗早性与产量形成进行 了生态生理分析
,

以便于读者在更深层次上了解

以千早为主的逆境适应 及千早逆 境对产量形成的影响
,

以及对于建立作物一环境间相协调的早地农业生态体系的重要性
。

作者还根据近年来的试验资料讨论 了当地主要作物的抗早性 (其中包括栽培牧草资源及生态适应性 )和生产力的差别及在

实际生产中的利用问题
,

从而使读者 了解到旱地作物生产与厂境变化的关系
。

再是
,

该书在论述中重视对试验资料与考察成果的分析研究
,

据 此展开对提高旱 作农田 生产力的原理与技术的深人讨论
。

作者首先对作物生产僧力的概念与意义
、

早作潜力的估算模式与主要早地作物生产潜力及 其分布
,

以及影响旱作生产潜力的因

子进行了估算和分析
. 继而为开发 旱地作物 生产潜力

,

牢牢把握住 当地 干旱与水土流 失并存这一特点
,

对提高农 田降水利 用率

的原理与途径
、

提高降水利用率的 田间工程措施
、

水土保持耕作的原理和技术
,

以及对与之相适应的早作农田培肥
、

引进和培育

抗旱作物品种和干早条件下作物增产的化学控制的原理 和技术进行了论之有据的讨论
,

从而大大丰富了该书的科学内涵
,

也避

免了内容的一般化
,

因而该书具有状强的实用性
。

此外
,

作者从黄土高原的实际出发
,

充分重视当地发展旱地农业的典型经验
,

并以年降水量为主要依据
,

地 貌类 型和作物结

构 布局为主要因子
,

自然 因素和社经 因素作为辅 助参考
,

对黄土高原进 行了系统分区
,

这一 系统 分区对旱地农业的持续发 展有

着较大的指导意义
。

与此同时
,

通过对 自然条件
、

地 貌类 型
、

生态环境的特征以及 人地关系的分析
,

提 出黄土高原当前应 以控制

扭转生态经济失调为首要任务
; 长远应以建立高效

、

稳定
、

持续发展的农业 生态系统 为战略 目标
.

以逐 步实现由狭义农业 (种植

业 ) 向广义农业 (大农业 ) ,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

由低效 农业 向高 产高效优质农业的战略转变
.

同时作者还提 出了一些具有普

遍意义的战略措施
.

这样
,

该书既突出了早地 农业的特点
,

而 又 不拘 泥于狭义的旱地农业
,

从而使该书 在促进黄土高原旱地农业

可持续发展方 面
,

具有更广泛的参考价值
。

《黄土高原旱地农业的理论与实践 乡一 书
.

内容丰富
、

论据 充分
.

是 一部在理 论上有一定深度
.

在实践 上有一 定广度的系统专

著
,

有着重要的科学和实用价值
。

该书的 出版问 世
.

必将 对我国北 方
.

尤其是黄上高原旱地农业的持续发 展产生重要影响
。

该书由中国科学院 水利 部西北 水上保持研究所 山仑研 究 员和陈国 良研究 员主编
,

全书 4 5 6 。 ()( ) 字
,

共分四 个单元 19 章
.

引证国内外文献 2 19 篇
.

文图并 茂
,

对旱地 农业基础的深 入研究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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