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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 2016 年 1 月 3 日

苹果体系“十二五”工作估价及“十三五”重点任务

思 考

——韩明玉教授在体系 2015 年度总结会议上的讲话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一、体系“十二五”工作估价

（一）充分肯定成绩，增强信心，增强历史责任感

困扰苹果产业的一些难点和瓶颈问题，如苗木质量提高，新栽

培模式完善；苹果树三大病害有效防控；果园土壤肥力提升；主栽

品种的选育等，“十二五”均有了显著进展，或者出现了好的苗头。

体系技术研发和技术示范，有效的支撑和引领了苹果产业持续健康

的发展，使我国苹果产业成为比较效益较好的农业产业，也是果业

中发展比较平稳，比较效益最好的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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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苹果 矮 砧集 约 高效 栽 培技 术 体 系的 建 立与 示 范

（CARS-28-02A）

各地砧木与砧穗组合评价与筛选全面展开；自根分枝大苗繁育

技术日趋成熟，示范效果全面显现；苹果矮砧集约栽培树形、肥水

管理、花果管理等配套技术不断深化；新模式在适宜区广泛应用，

大规模示范推广。

新模式的示范推广，促进了我国苹果栽培制度和苗木繁育制度

变革，实现了苹果栽培由传统的乔砧密植向现代的矮砧集约高效方

式转变；同时，促进了高光效树形、果园肥水一体化技术、果园机

械等的创新，以及我国苹果的转型升级和向现代苹果产业的全面转

变；建立的一大批现代苹果产业示范果园，成为引领我国现代果业、

甚至现代农业的示范样板。

新建果园应用率在 70%以上，平均每亩增收 1650 元，已推广应

用 130 万亩，年增加效益 21.4 亿元，对产业贡献率约达 15%。

2、低效苹果园改造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CARS-28-01A）

苹果郁闭园评判指标和改形技术日趋成熟，基本指导完成了我

国郁闭果园的改造任务；3大病害侵染规律研究更加深入，综合防控

措施进一步优化；两大区域针对性的土肥水管理技术效果初步显现，

低效果园面积大幅度减少。

集成了黄土高原旱地苹果园高垄覆膜集雨保墒技术和渤海湾地

区果园生草等土壤管理技术；示范推广 150 万亩以上，平均年亩增

收 1200 元以上；初步缓解了黄土高原区干旱季节果园土壤缺水和渤

海湾地区果园有机质提升等问题。使我国苹果园普遍郁闭的状况有



3

了显著改善，果园效益显著提升。

单项技术的产业项献率均在 7%。苹果成为效益最好、最稳定的

果树产业，也成为我国北方农民脱贫致富的首选产业。

3、苹果新品种选育有新突破，5 年选育新品种 40 个，砧木 8

个，华硕等新品种市场前景看好，资源基础研究更加系统深入；果

园省力化技术有了突破，研发出了一批果园和苗圃实用机械，开发

出了一批苹果多元化产品，部分已经产业化。

总之，“十二五”期间，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研发技术，真正

支撑和引领了我国苹果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体系“十二五”工作存在不足与缺陷

体系目标明确，团结协作，积极向上，高效运转，渐入佳境，

但站在发展的角度，体系自身建设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必须在

“十三五”工作中加以改进和克服。

1、体系各项任务的确定凝练不够

体系重点任务凝练不够，过于宽泛，应该是 5年有限目标，5年

聚全体体系人员之力协同攻关，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能过于宽泛，

是万年青课题。同时，体系前瞻性研究缺乏统一规划，研究不够集

中深入，与产业发展需要贮备的技术结合不够紧密。

部分岗位，仍然按照惯性干自己与本岗位不密切的事情，育种

未有审定品种，研发未有形成的技术和产品，本岗位职责履行不好。

5年以及体系成立以来，难以总结提炼出自己究竟取得了与本岗位相

关的什么成果。试验站建设参差不齐，5年针对性试验示范了那些技

术，不很突出等。



4

体系汇聚了产业各领域国内一流专家，同时在各区域有试验站，

怎么利用好这个优势，发挥体系合力，解决关键问题值得研究。体

系建立已有 9个年头，一般技术或者相对容易解决的技术基本解决，

下一步各岗位对本领域问题的研究应该在基础性、前瞻性、系统性

上下功夫，提高研究广度、深度和水平。

2、团队平台建设、队伍建设，与国家体系的地位和要求，还有

较大差距

每个岗位和试验站应该是一个研究方向明确、有自己稳定高水平

的研究平台、人员相对固定搭配合理高水平研究团队，但是，体系

成立运行了 9年，一些岗位和试验站仍然没有稳定团队和平台，面

临后备团队人员接班困难等问题。

岗位专家围绕本岗位研究领域和体系重点任务，按照既定目标

和方向，静下心来进行深入研究，并每年取得一定进展，形成自己

研究特色的程度参差不齐；应形成自己团队，培养好接班人，不管

是否退休，照此方向和目标，长期坚持研究下去。试验站建设参差

不一，有些试验站站长对自己的目标不很明确，没有长远打算。

3、 体系形成的技术和品种，缺乏统一客观公正的评价

体系形成了一大批技术、品种、产品、装备等，但缺乏统一规

范性的客观公正评价，共享性还有很大空间。对这些的权威性、客

观性的统一评价，对其应用和共享非常重要，也对体系的信誉非常

重要。

二、“十三五”体系重点任务思考

要求：本体系任务应该包括 3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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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三五”体系重点研发任务、前瞻性研究、基础性工作

1、重点研发任务

以现代果园栽培模式为主线，对“十二五”研发技术进一步全

面深化和熟化，凝练出体系具体有限的研发目标，力争“十三五”

全面完成，继续支撑和引领我国苹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1）不同生态区域砧穗组合与矮砧集约栽培模式的优化

矮砧集约栽培是苹果产业发展方向，“十二五”苹果体系基本建

立了新的栽培模式的技术框架，“十三五”需要细化、熟化和完善。

我国苹果栽培区域广阔，生态条件差异较大，不同生态区域适宜的

砧木、品种及砧穗组合不同。同时，国外引进和“十二五”构建的

新模式，特别是自根砧模式，对除过富士以外的其他品种均适宜，

但对于生长较旺、幼树难于成花、大小年结果现象严重、占我国栽

培面积 65%以上的富士品种，直接应用 T337 自根砧木或双矮模式，

还存在诸多问题，怎么砧穗配合需要研究优化。且富士优系众多，

短枝性与长枝型并存，需要筛选各区域适宜的富士优系。因此，“十

三五”拟对各地布置的 30 多个矮化砧木、50 多个富士优系和 200 多

个砧穗组合区域试验，进行全面调查和评价，筛选出各生态区适宜

的砧木、品种和砧穗组合。砧穗组合优化后，还需要研究与其配套

的栽培密度、高光效树形、肥水药高效利用模式、果园机械等。目

标是建立我国矮砧集约栽培模式完整成熟的技术体系，并在生产上

大规模示范推广，促进我国苹果栽培制度的变革，新建果园应用率

在 70%以上。

（2）老龄低效果园重茬更新与新旧模式转化技术体系的研究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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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我国现有 3850 万亩果园，30%以上树龄在 20 年以上，面临更新

换代。特别是一些著名的老产区，果园老化严重，产量大幅下降，

品质明显降低，管理成本逐年升高，但是，由于近年苹果单价一直

较高，尽管存在上述问题，果农仍然不愿意淘汰更新，况且更新面

临重茬和果园生态普遍恶化，需要土壤修复等问题。如果不及时更

新，我国这些著名老产区苹果产业面临难以持续健康发展问题。如

陕西的洛川，60 万亩耕地，52 万亩苹果，大部分果园树龄在 20 年

以上，老园更新后，需要在原ǵ建立新的果园，这样面临重茬怎么

克服，果园 2.5 Ƕ土Ƿ严重干Ƿ化需要修复等问题。老园怎么更新，

果农效益降低最少，需要研究最佳更新模式。因此，“十三五”拟研

究优质分枝大苗或容Ǹ大苗培育技术，老园重茬病克服技术，老园

土壤修复与质量提升技术，新ǹ栽培模式转化技术，幼树Ǻ果ǻ产

技术，以及老果园重茬更新效益最佳化模式研究等。目标是建立我

国老龄低效果园重茬更新与新ǹ模式转化技术体系，促进我国老龄

低效果园的更新换代和效益提升，保持我国苹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新技术和模式应用率在 70%以上，在全国苹果产区示范推广 500 万亩

以上。

（3）现代果园肥水高效利用与安全生产技术研究

我国化肥农药过量施用严重，由此引Ǽǽ境Ǿ染和农产品质量

ǿ全，农业部Ȁ此作为“十三五”农业面临的重大问题ȁ以解决。

我国苹果园近年效益较好，果农化肥施用量逐年Ȃ增，利用率不高，

果园生态ǽ境恶化。果园ȃ生产制度保Ȅ，果品面临质量ǿ全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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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因此，“十三五”开展现代苹果园肥水高效利用与ǿ全生产技术

研究与示范，非常必要，ȅ不容缓。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苹果园土

壤和树体养分水Ȇȇ需规律、最佳参Ȉ和限量标ȉ，苹果园主要病

Ȋ害发生规律、农药限量标ȉ与ȋȌȋȍ综合防控技术，果园Ȏȉ

水肥一体化技术及其果园ȏ能化设备，肥水Ȑ合土壤管理模式与果

品综合生产制度建立等。目标是形成一批肥水药高效利用的技术及

模式，示范推广 500 万亩，示范区肥水药利用率提高 15 个ȑ分点，

使我国苹果园生态ǽ境明显改善，果品ǿ全有制度保Ȅ。

2、前瞻性研究任务

规划每个研究Ȓ提出 1 项前瞻性研究内容，作为本研究Ȓ“十

三五”前瞻性研究重点，各岗位聚ȓ这一主题和内容，协同攻关，

Ȕȕ各自为Ȗ。

（二）“十三五”苹果体系与其他体系共同合作完成的跨体系任

务 3 项

ȗȘș果树组Ț育种技术，中国式果园机械创新，中国果业产

业țȜ研究。

（三）“十三五”苹果体系在 14 个特困连片地区的研发与试验

示范任务

ȝȞȟȠ行Ȟ区ȡȢ苹果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发集成与示范推

广。

三、2016 年工作和近期工作安排

（一）2016 年工作

2016 年体系在全面完成各项ȋ定任务基础上，重点任务要在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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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组合的筛选、3大病害防控、土壤肥力提升等方面有突ȣ性进展。

同时Ȥ好体系 3ȥ4 项主推技术的完善和示范推广。新提炼推出 2ȥ3

个方面的主推技术，如：苹果园肥水一体化技术规范ȟȟ土壤Ȧ养

研究Ȓ提出；苹果园ȧȨ病综合防控技术规范ȟȟ病Ȋ防控研究Ȓ

提出；ȩȪ等苹果新品种示范推广ȟȟ育种研究Ȓ提出。

（二）近期工作安排

体系办公室：9 项

ȟȟ2016 年度苹果产业发展趋势与ȫȬ建ȭȮ2500 ȯȰ；

ȟȟ体系 2015 年体系工作总结

ȟȟ“十三五”体系任务ȱȲ与制定，并于 12 ȳȴ前ȵ过平台

上ȍ

ȟȟ“十二五”综合ȶȷ与任务验收，2016 年 1ȳ 31 日前Ȁȸ

ȹ件 ȺȻȼ Ƚ式ȵ过体系平台上ȍ

ȟȟ2015 年度苹果产业ș技服务工作总结

ȟȟ2015 年度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工作成果汇总Ⱦ

ȟȟ体系 2015 年度苹果产业技术发展ȍȿȮ4000 ȯȰ。

ȟȟ2016 年度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管理工作ɀ划，包括 2016 年Ɂ

ȭɀ划、出ɂɀ划、出国ɀ划、培Ƀɀ划等内容。

ȟȟ2015 年度人员ȶ评情况ȍȿ

岗位专家与试验站站长：

ȟȟ“十二五”综合ȶȷ与任务验收

ȟȟ2015 年述职ȍȿ；

ȟȟ2015 年及“十二五”Ʉ务ȍȿ及决算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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ȟȟ2015 年度各岗位技术发展ȍȿ；同时ȍɅ各研究Ȓ主任。

ȟȟ各岗位专家和试验站 2015 年度Ɇɇ目Ɉ和重要实ɉɆɇ，

如照Ɋ、ɋɌ、光ɍ等。

各研究室

ȟȟ研究Ȓ技术发展ȍȿ；

ȟȟ研究Ȓ 2016 年管理工作ɀ划；

ȟȟ研究Ȓ 2016 年形成的Ɏɏ性成果。

产业经济研究室

ȟȟ2016 年度苹果产业发展趋势与ȫȬ建ȭȮ2500 ȯȰ

 ɐɑ体系全体人员一年来的ɒɓɔ力ɕ

 ɖ新年心情ɗ快、工作ɘ利、身体健康ɕ

报送：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

发送：各功能研究岗位专家、试验站站长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成员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2016 年 1 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