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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山楂采后贮运保鲜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鲜食山楂的采收、卫生指标及分类、包装、预冷、贮藏、出库、运输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鲜食山楂产地的贮运保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29372  食用农产品保鲜贮藏管理规范 

GB/T 33129  新鲜水果、蔬菜包装和冷链运输通用操作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采收 

采收时间 

根据品种不同适时采收，当山楂果实手捏有微弹感，果色变成深红色，果面出现果粉和蜡质、果点

明显、果柄微黄时即可采摘。 

采收应选择晴天上午7 h～11 h之间进行。 

采收方式  

—— 人工采收，宜戴手套进行采摘，保留果柄。 

—— 采摘过程中避免对果品表面造成机械伤。 

果品挑选 

山楂采摘过程中，剔除有机械损伤、裂果、软化、老化、枯萎、病虫害和畸形的果实。 

5 卫生指标 

采摘的山楂应符合GB 2762和GB 2763的规定。 

6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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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楂先装入内衬聚乙烯塑料薄膜保鲜袋，再放入纸箱或塑料筐内。纸箱包装时，保鲜袋可即时封口，

塑料筐包装时，装果高度应低于筐体1 cm，保鲜袋敞口，在预冷完毕后再封口。包装材料应符合GB/T 33129 

的规定。 

7 预冷 

冷库清理 

对储存冷库内部进行全面清洁，确保无杂物、灰尘，必要时做杀菌消毒处理，处理后24 h～ 48 h

进行通风，通风时间应在5 h以上。 

冷库降温 

冷库使用前应提前开机降温，将冷库内温度设定为8 ℃，波动幅度＜±1 ℃。 

果品预冷 

果实采收后应尽快入库预冷，以除去田间热。全部果品入库预冷达到 8 ℃后开始逐步降温，每三

天下降1 ℃，在18 d之内将库温下降到2 ℃，波动幅度＜±1 ℃，并保持恒定。  

8 贮藏 

入库记录 

详细记录收入果品的品种名称、产地、规格、等级、入库数量、入库时间、生产主体等信息。 

码放 

按品种、入库时间分区域码放，按照 GB/T 29372 的规定执行。 

温度设定 

冷库温度设定为2 ℃，波动幅度＜±1 ℃，并保持库温稳定。 

湿度控制 

库内相对湿度设定为90% ，波动幅度＜±5%。 

通风换气 

及时监测冷库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如超过8%，及时进行通风换气。在通风换气时，将库内温度

浮动范围控制在±2 ℃以内。 

贮藏管理 

每20 d对果品存储状态进行检验，随机取样，每次取样量为1 kg，检测果品质量变化情况，并填写

检验报告。发现有腐烂、果实软化情况的及时剔除。 

贮藏期限 

贮藏期限不超过6 个月。 



DB 1408/T XXXX—XXXX 

3 

9 出库 

出库原则 

—— 按照先入先出的原则进行，搬运时轻拿、轻放，避免造成山楂损伤。 

—— 出库的山楂为常温运输时，应和冷库同步缓慢升温，防止山楂结露变质。 

—— 出库的山楂为冷链运输时，出库的操作过程中，冷库温度波动幅度＜±1 ℃。 

出库记录 

做好出库登记，详细记录出库果品的品种名称、产地、规格、等级、出库数量、出库时间、出库去

向等信息。 

开具合格证 

按照最小包装规格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散装出库的每批开一张承诺达标合格证。 

10 运输  

常温运输 

采用非控温短途运输方式时，在车厢底部铺设洁净的塑料布，果品表面采用覆盖物遮盖，并根据天

气情况做好相应的通风、防冻、防雨等措施。 

冷链运输 

采用冷链长途运输方式时，冷藏车内温度设定为3 ℃，波动幅度＜±1 ℃。 

运输要求 

果品装车时应轻装轻卸，码垛要稳固。运输行车中应行驶平稳，减少颠簸和剧烈震荡。严禁与有毒

有害、有异味易发霉的物品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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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黄桃露地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黄桃生产中的建园、栽植、整形修剪、土肥水管理、疏蕾、疏花、疏果管理、套袋、

病虫害防控、采收等。  

本文件适用于运城范围内的黄桃生产、保鲜储藏和运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9175  桃苗木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建园 

园地选择  4.1 

要求土层厚度达1 m以上、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轻壤土，有机质含量1%以上，pH值6～7.5，地下水

位在1 m以下，禁止在低洼地和排水不良的地块建园，前茬为桃、李等核果类的园地应轮作其他作物5

年后方可建园。 

应符合NY/T 391的规定 

整土施肥 4.2 

建园前结合整地施入有机肥进行全园深翻，或按预设树行为中心线开挖定植沟，深50 cm～70 cm，

宽度大于1 m，每亩施入充分腐熟农家肥4 000 kg～5 000 kg或商品有机肥1 000 kg～1 500 kg。耕翻

以后，平地桃园可以树行为中心线起垄，垄高20 cm～30 cm、垄宽1 m～2 m。 

肥料的选用应符合NY/T 496的规定。 

5 栽植 

品种选择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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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立地条件和栽培习惯等，选择优良品种。授粉树宜选择花期基本相同可以互为授粉的黄桃品种，

栽植比例5:1～8:1。 

苗木要求 5.2 

苗木要求根系完整，无机械损伤，有3～5条主根，根系长度在25 cm左右。底径1.5 cm以上，表皮

无损伤、无流胶等病虫害，苗高80 cm以上，苗木直径大于1 cm的嫁接苗，砧木以毛桃为宜。 

苗木质量应符合GB 19175的规定。 

苗木处理 5.3 

5.3.1 剪齐主、侧根端毛茬，苗木副梢留 1 个次饱满芽重截。 

5.3.2 将苗木根系用 70％恶霉灵可湿性粉剂 3 000～5 000 倍液+ 0.136%赤·吲乙·芸苔可湿性粉剂 5 

000 倍液浸根 0.5 h。 

5.3.3 为预防根癌病，可用 80%乙蒜素乳油 500 倍液+500万单位庆大霉素 500 倍液浸根 4 h。 

栽植时间 5.4 

宜选择秋季落叶后至封冻前或春季土壤解冻至树木发芽前栽植。  

栽植方法 5.5 

5.5.1 按确定好的株行距挖深 40 cm～50 cm、直径 50 cm 的定植穴。 

5.5.2 将表土和心土分开，表土混入有机肥（每穴 2 kg～3 kg），填入坑中，取表土填平，浇水沉实。 

5.5.3 将苗木垂直放在定植穴内，舒展根系，用细土分层填入根间并压实，填土过程中应不时将苗木

轻轻上下提动。 

5.5.4 栽后立即灌足定根水，扶正苗木。栽植深度以浇透水沉实后苗木根颈部与地面相平为宜。 

6 整形修剪 

树形 6.1 

6.1.1 “Y”字形树形 

6.1.1.1 定干高度 60 cm～70 cm，干高 50 cm。 

6.1.1.2 整形带抽生 3～5 个新梢，长度在 30 cm时选择 2 个沿行向垂直的枝条作为主枝，2 个主枝间

距为 15 cm～20 cm，其余的枝条全部抹除。 

6.1.1.3 每个主枝培养 10 个～15个小结果枝组，树高 3 m 以下。 

6.1.2 主干形树形 

6.1.2.1 定干高度 60 cm 左右，主干高度 30 cm～40 cm，下部选留一个主枝作为牵制枝，用来平衡树

势，避免造成树体上强下弱。 

6.1.2.2 牵制枝上培养 2 个侧枝，作为小型结果枝组，其余有空间的地方着生结果枝。 

6.1.2.3 主枝上部中心干上直接培养成结果枝，呈螺旋状排列，树体高度在 3 m 以下。 

修剪 6.2 

6.2.1 夏季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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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萌芽后抹除萌蘖枝条和位置不当的芽、枝。  

6.2.1.2 4 月下旬，对未结果的枝条进行极重短截，剪留长度 1 cm～2 cm，结果枝上抽生的背上枝、

过密枝、竞争枝、病虫枝及时疏除。  

6.2.1.3 6 月上旬，对生长过强、过旺的新梢留 10 cm～15 cm 短截，果实采收后，疏除打伞枝，对当

年的结果枝，采果后回缩至基部抽生的枝条处。 

6.2.2 化控  

5～7月，每10 d～15 d喷施多效唑或烯效唑1次，连喷2～3次，浓度为80～120倍液。化学药品的选

用应符合NY/T 1276的规定。 

6.2.3 冬季修剪 

6.2.3.1 冬季修剪原则为多长放少短截，疏除过密枝、徙长枝、竞争枝、背上枝、过弱枝、病虫枝。 

6.2.3.2 粗度在 0.8 cm 以上的枝条进行留桩修剪，剪留一个芽体，留桩长度 3 cm左右。 

6.2.3.3 结果枝采用单枝更新和双枝更新，对枝量少空间大的部位，利用双枝更新，保留一个结果枝，

对另一个结果枝留 2～3个芽短截。 

6.2.3.4 空间小的部位，采用单枝更新，保留一个中庸的结果枝，其余枝全部疏除。 

7 土肥水管理 

土壤管理 7.1 

7.1.1 果园生草 

7.1.1.1 行间宜自然生草或人工种草。 

7.1.1.2 自然生草需拔除根系深的恶性草，人工种草可选用毛叶苕子、鼠茅草等。 

7.1.1.3 园内草生长到 30 cm～40 cm 时留 10 cm 左右刈割，割下的草均匀覆盖于树盘，一年刈割 2～

4 次。 

7.1.2 果园覆盖 

7.1.2.1 宜在 6～9 月份进行，用作物秸秆、绿肥、杂草等生物质覆盖树盘，厚度 10 cm～20 cm。 

7.1.2.2 覆盖前，先浅翻树盘，每株撒施 0.1 kg 尿素等氮肥，覆盖后上覆浅土。 

7.1.2.3 树干基部 20 cm 范围内不得覆盖，土质粘重、地势低洼、易积水的果园不宜覆盖。 

肥料管理 7.2 

7.2.1 施肥原则 

按照NY/T 496执行。以有机肥为主，提倡配方施肥和平衡施肥。 

7.2.2 基肥 

基肥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施入，采用环状沟施，在树干两侧距主干40 cm～50 cm处开挖长80 cm～

100 cm、宽30 cm～40 cm、深40 cm～50 cm的施肥沟，肥料与土混合均匀后填入沟内，回填后土层略高

于地面，沉实后与地面相平。每株施入腐熟的农家肥30 kg～40 kg、磷酸二铵2.0 kg～2.5 kg，施肥后

及时灌水。 

7.2.3 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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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肥分别于花前、膨大期、促果期进行，花前株施尿素0.15 kg～0.25 kg、磷酸二铵0.2 kg～0.3 kg，

膨大期株施磷酸二铵0.2 kg～0.3 kg、硫酸钾0.25 kg～0.35 kg，促果期株施硫酸钾0.3 kg～0.4 kg。 

7.2.4 叶面喷肥 

进入膨大期后，宜对叶面喷施B、Mg、Ca、Zn等微中量元素肥料，每10 d喷1次，喷施3次，浓度为

0.2%～0.4%，以减少裂果，提高果品品质；每隔10 d喷施磷酸二氢钾1次，喷施3次，浓度为0.3%，以促

进枝条成熟和花芽分化。 

水分管理 7.3 

7.3.1 在萌芽前、花后、果实迅速膨大期和土壤封冻前进行灌溉，水质应符合 GB 5084的规定。 

7.3.2 提倡采用小沟灌溉及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 

7.3.3 在雨季避免园内积水，遇有内涝应及时排水。 

8 疏蕾、疏花、疏果管理 

疏蕾 8.1 

花蕾期人工疏蕾。首先疏除枝条背上的和背下的花蕾，其次按距离留侧蕾，隔5 cm～10 cm留1个蕾。 

疏花 8.2 

花蕾期2 d～3 d后，开始疏花，以花露红时为适宜疏花期。去掉枝条背上和背下花，留两侧花，隔

5 cm～10 cm留1朵，每个长果枝上留6～10朵花。 

疏果 8.3 

8.3.1 在第 2 次生理落果结束后进行疏果套袋。 

8.3.2 疏果时合理确定留果量，40 cm～60 cm 的枝留 3～4 个果，30 cm～40 cm的枝留 2～3个果，30 

cm 以下的枝留 1 个果。 

8.3.3 疏除朝天果、僵果、无叶果、畸形果，选留朝下果或枝条两侧果。 

8.3.4 长果枝留枝条中部的果，中短果枝留枝条先端的果。 

9 套袋  

应在硬核期生理落果停止时开始套袋，宜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开始套袋，袋子选择内黑外黄双层袋，

套袋时撑开袋子，将果实放入袋子后扎在果枝上，避免扎在果柄处。  

10 病虫害防控  

防治原则 10.1 

病虫害防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农业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原则。优先采用农业防治、

物理防治、生物防治，配合使用化学农药。 

化学农药的选用应符合NY/T 1276的规定。  

农业防治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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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加强树体土肥水管理，增强树势，提高树体抗病能力。 

10.2.2 冬、春季节进行 2 次清园，消灭越冬的虫卵，修剪的病虫枝清理后焚烧或深埋。 

10.2.3 清园时用 5波美度的石硫合剂对树体和地面进行全园喷施。 

10.2.4 修剪造成的伤口涂抺伤口愈合剂，生产管理过程中避免机械创伤。 

10.2.5 冬季主干和大枝进行涂白，防治冻害和日灼。 

物理防治 10.3 

利用害虫的生物学特性，采取杀虫灯、糖醋液、粘虫板、树干缠草把等方法诱杀害虫。 

生物防治 10.4 

利用瓢虫、草蛉、捕食螨、寄生蜂等害虫天敌以及有益微生物或性诱剂等灭杀害虫。 

化学防治 10.5 

按照NY/T 1276的规定执行，严格控制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施药量和施药次数。 

11 脱袋 

采收前10 d～15 d除去外层袋，采前5 d～10 d再去内层袋。 

12 采收 

采收时期 12.1 

12.1.1 根据果实成熟度、加工要求、市场需求和运输条件，综合确定采收期，应分期、分批采收。 

12.1.2 采摘的黄桃应果面丰满，用于非贮藏的黄桃于 70%转黄色时采摘；用于贮藏的黄桃于 80%转黄

色时采摘。 

12.1.3 果实采摘宜在晴天上午 11 时之前完成。 

采收方法 12.2 

按照由外向内、由下向上的顺序采摘，注意轻摘、轻放，防止机械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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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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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果业发展中心、万荣县果业发展中心、山西昆仑万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田时敏、续海红、张孝新、张国强、杨凯、袁嘉玮、张战备、王璐、解倩、孙

倩、薛岚婷、张伟东、刘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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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园水肥一体化智能控制系统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苹果园智能水肥一体化的术语和定义，规范了苹果园水肥一体化智能控制系统的设

计要素。 

本文件适用于应用智能化控制技术实施矮砧苹果园水肥精准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363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485  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NY/T 2624  水肥一体化技术规范  总则 

SL 236  喷灌与微灌工程技术管理规程 

DB14/T 1586  SH矮砧苹果滴灌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智能水肥一体化 

根据土壤含水量、土壤养分含量和作物的需肥规律和特点，配兑成的肥液与灌溉水一起，通过可控

管道系统供水、供肥，并通过田间终端和前端硬件、软件等设备的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等现代化技术手

段，实现智能化的一种灌溉施肥方法。 

 

灌溉制度 

根据不同品种、树龄、树势矮砧苹果树的需水特性和当地气候、土壤、技术水平及方式等因素制定

的灌水方案，主要包括灌水次数、灌水时间、灌水定额和灌溉定额。 

 

计划湿润层 

矮砧苹果树灌水时计划湿润的土层深度，其深度主要与矮砧苹果树根系的分布、土壤类型等有关。 

4 水源工程 

水源可以选用河水、井水，水源不能满足日常灌溉用量时，应根据果园灌溉面积及需水量配套建设

蓄水池，水质应符合GB 508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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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首部控制枢纽 

动力系统 

可根据灌溉需求选用2台水泵，一备一用。匹配恒压变频柜，确保管道内压力均衡，出水均匀。 

过滤系统 

5.2.1 全自动反冲洗介质（砂石）过滤器 

作为一级过滤，处理水源中有机物含量超过10 mg/L的水质，主要过滤毛发、藻类、根系、浮游生

物等杂质。 

5.2.2 全自动反冲洗叠片过滤器 

作为二级过滤，主要过滤水中的细小沙粒和微生物等杂质。 

施肥系统 

5.3.1 施肥机 

根据园区面积、种植品种和施肥需求，选择不同通道、不同施肥流量的高精度施肥机。 

5.3.2 自动搅拌肥料罐 

根据园区面积和施肥需求，选择不同数量和容积的肥料罐，具备自动搅拌功能及排污通道，可实现

自动上料、进水、搅拌。肥料溶液需经叠片过滤器过滤之后方可进入管道。 

控制系统 

5.4.1 智能灌溉控制器 

是整个灌溉施肥系统的中枢，作为执行水管理灌溉控制功能的远程终端单元，可采集汇总各类传感

器实时数据，同时可以给无线解码器下达指令，把数据传输于控制中心。 

5.4.2 无限解码器 

可无线传输数据控制电磁阀，采用太阳能或锂电池供电，有效减少了布线、施工及后期维护成本。 

5.4.3 阀门系统及安全防护装置 

5.4.3.1 阀门系统 

主要指连接于控制系统的电磁阀，实现灌溉单元自动开启和关闭。 

5.4.3.2 安全防护装置 

包括电磁减压阀、综合空气阀、真空破坏阀等。可根据灌溉地块差异，自动调节阀后压力，在系统

运行中，实现进气排气功能，防止管道内压力的暴涨与猛跌，在系统运行结束时，防止因回水造成的管

道负压真空。 

测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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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电磁水表、电磁流量计、电表等，配套远程监控管理软件，可实现数据的接收、存储、统

计、分析。 

6 输配水管网 

各种管道通过连接件相互连接组成输配水管网，管径应大于系统设计流量所需，且能承受一定压力。

管沟开挖深度应满足GB 50288要求，管道连接后需固化一定时间。根据矮砧苹果园小区设计，输配水管

网中需配备田间阀门组，由控制端发送信号打开或关闭阀门，实现智能控制。一般由PVC管道、PVC球阀、

空气阀、电动调压阀、真空阀、铜球阀、涡轮蝶阀及控制信号接收装置组成。 

7 灌水器 

地面灌溉一般选择滴灌，采用内镶贴片压力补偿式滴灌管，滴头间距50 cm，滴头流量1.6 L/h～

2.3 L/h。也可安装微喷系统，置于矮砧苹果树顶部，喷头流量3 L/h～60 L/h，射程2 m～3 m。 

8 灌溉施肥制度 

灌溉制度 

8.1.1 灌水定额 

平水年时灌水定额一般为150 m
3
/hm

2
～230 m

3
/hm

2
，丰水年时减少15%～20%，枯水年时增加15%～20%。 

8.1.2 灌溉定额 

全生育期灌溉8次～10次，灌溉定额一般为1200 m
3
/hm

2
～2300 m

3
/hm

2
，丰水年时减少15%～20%，枯

水年时增加15%～20%。 

施肥制度 

参照DB14/T 1586。 

9 数据采集系统 

包括自动气象站、电子张力计、液位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土壤墒情传感器、土壤温度传感器、土

壤电导率传感器、土壤pH值传感器、浑浊度传感器、EC值测量传感器等。通过中央控制，感受监测目标

信息，并转换成电信号或其它形式的数据体现在后台的控制系统中，通过统计分析向各控制单元下达开

闭、灌溉时长、灌溉量等指令，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 

10 数字化管理软件 

基于矮砧苹果树栽培生理、大数据计算、物联网应用等领域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具备监测、分析、

控制功能，可根据监测数据和动态作物模型，提供精准科学的灌溉和施肥计划，并可实现智能决策、远

程控制。 

11 维护保养 



DB 1408/T XXXX—XXXX 

4 

日保养 

观察灌溉系统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田间阀门、灌水器、管网系统是否完好，系统停止后，查看是否

有需要及时维修的管道、阀门等设备，做好在册记录。每周对配电柜、施肥机、控制器、田间解码器等

设备进行现场检查，防止损坏。检查田间空气阀前端球阀是否处于完全打开位置，防止因不排空气而损

害系统。 

月保养 

每月打开田间排污阀、蝶阀等阀门，检查旋转是否流畅。打开支管末端排污阀，对支管进行冲洗，

防止沉淀物进入滴灌管。叠片过滤器如有水垢或其他粘着物，可拆下滤芯，使用弱酸清洗。介质过滤器

内砂子如比较圆滑或减少，可更换或增加砂子。 

冬季维护 

打开田间排污阀、首部阀门和空气阀下的控制阀门，使管网系统与大气联通。打开田间泄水阀，排

除主管道内存水，防止冻坏管道。潜水泵需从蓄水池提出，放水保养。介质过滤器进行2次自动反冲洗

后，打开排水口，排干罐体存水。叠片过滤器进行2次反冲洗后，打开外壳，取出滤芯，弱酸冲洗后恢

复原样。施肥机主泵用清水运行一次，打开主泵排水螺栓，排干泵体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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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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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树高接换种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苹果树高接换种的技术，包括术语和定义、高接时间、高接准备、高接、高接后管理、

高接档案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树龄在 10 年生以上，果园郁闭、营养失调、品质严重下降，或因品种问题导致种植

效益低下的果园更新品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1839 果树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NY/T 183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接换种

以 10 年生以上树龄植株的主干为基桩，在距离地面 55 cm～70 cm 处对砧树进行去头，选择优良品

种树一年生枝条 3 条～5条，最长、最粗的一条作主穗，其余较短、较细的作副穗，在基桩上选取多个

部位，采取插皮接法依次嫁接好各个枝条，包扎好基部嫁接口，最后将副穗逐枝靠接在主穗上的一种品

种换优农艺措施。

4 高接时间

高接选择在春季树液流动期进行。

5 高接准备

5.1 砧树准备

5.1.1 砧树选择

树体健壮、根系发达，主干健康无病虫害，主干直径达到 15 cm 以上。

5.1.2 砧树处理

冬季修剪时，提早除去大枝，距地面 50 cm 预留保护桩。嫁接前 1周全园灌水。

5.2 接穗的采集

5.2.1 采集时间

接穗宜在休眠期采集，于萌芽前 1 周～ 2周完成。

5.2.2 接穗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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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健壮无病毒、品种优良母株一年生枝条作为接穗。接穗为芽体饱满、髓心小、无病虫害、粗度

0.6 cm～1.0 cm 的充实枝条。

5.2.3 采集方法

接穗剪取后，按照 50 枝～100 枝扎成一捆，标记标签（写明品种、数量、采集日期、采集人）。

若需长距离运输宜用湿布包裹，并保持避光、低温。

5.2.4 接穗贮藏

将处理后的接穗沙藏于背阴凉爽潮湿处或冷库保湿贮藏，贮藏期不超过 60 d。

6 高接

6.1 接穗复水

嫁接前 1 d，将接穗从贮藏处取出，基部剪成马蹄形，插入 3 cm～5 cm 深清水中充分吸水 24 h。

6.2 削接穗

主穗长度为 40 cm～50 cm,副穗长度为 30 cm～40 cm，在接穗基部 5 cm 处向下斜削，由浅至深，直

至削断，正反面削法削面相同。削面长 1.0cm～1.5cm，要求正反削面交叉相连，削面要平，呈尖刀形。

6.3 切基砧

在原预留基桩上部再锯掉至少 30cm,以环割锯口以下为准，锯口光滑平齐。选择 3 个以上树皮光滑

的部位作为高接部位，在中干接口处竖切一刀，切断皮层，切口长 3cm～6cm，要求切口长度等于或大

于接穗削面的长度。

6.4 插接穗

将削好的接穗对准切口插入，先用皮层包紧接穗，再用扎条把接口扎紧扎好，以便愈合。

6.5 切面包扎

切面部位接穗插好后，用比切面稍宽的地膜盖住接口，然后再用扎条缠严包紧，使接穗紧靠砧木，

特别注意接口处要封严，以利于保持水分，提高成活率。

6.6 靠接

主副接头采用靠接的方法，相互嫁接于一体，促进一个延长头生长。

6.7 接口捆扎

用宽 3 cm～5 cm 的长条塑料膜，从接口下面向上缠绕接口，将接穗的露白处包严。

7 高接后管理

7.1 灌水

全园高接结束后，应立即充分灌水。

7.2 除萌

高接后 7d 开始对靠接口以下接穗上的萌蘖进行处理，在萌蘖基部按压至茎部坏死，不再生长。此

后应及时抹除萌蘖。

7.3 预防日灼

夏季高温干旱时，可采用覆盖、遮阴等方法预防嫁接口日灼。

7.4 接除捆绑

6 月上旬接穗新梢长至 20 cm～30 cm 时，主副接穗靠接口愈合后，解除嫁接口绑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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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立支柱

新梢长到约 30 cm 时，在接枝对面绑缚支柱，待新梢长至 70 cm～80 cm 时去掉支柱。

7.6 整形修剪

嫁接枝条长到 30cm～35cm 时，进行轻摘心；延长头再长 15cm～20cm 时，进行第二次轻摘心，每

次摘心时留下芽。冬季按照主干型树形进行修剪。

7.7 肥水管理

高接后及时灌水，促进嫁接枝愈合、生长。后期注意控制肥水，防止枝条徒长。接穗萌发后根据园

地的土壤肥力和新梢的生长情况，在 6 月～7 月追施氮肥，每次追肥后浇水。

7.8 病虫害防治

按果园常规方法及时防治叶螨、蚜虫、卷叶蛾等害虫及斑点落叶病、褐斑病等病害。特别注意防治

危害接口和切口的枝干害虫。具体方法按照 GB/T 8321 执行。

8 高接档案记录

自高接起要求经营者要有高接档案记录（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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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苹果树高接换种档案记录表

户名： 地块： 面积： 负责人：

日期 农事活动

接穗的采集

高接时间

高接后管理 操作人

采集时间 采集品种 采集数量 浇水记录 除萌次数 立/去支柱 解除捆绑 修剪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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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岐苹果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运城市土岐苹果生产的生态条件、园地选择、苗木选择、建园要求、土肥水管理、整

形修剪、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治、果实采收、农事记录等相关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运城市范围内乔砧土岐苹果的生产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9847 苹果苗木

GB 10651 鲜苹果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DB14/T 906 苹果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DB1408/T 001 运城市苹果树施肥技术规程

3 园地选择

产地土壤环境质量符合NY/T 391的规定，农田灌溉水质符合GB/T 5084规定，宜选择土质疏松、排

水良好、有机质含量在1%以上的土地建园。

4 苗木选择

4.1 砧木

宜选择八棱海棠砧木。

4.2 苗木要求

按GB 9847的规定选用优质的苗木。

5 建园

5.1 园地规划

建园前合理规划主干道、排灌系统、土壤改良等。

5.2 栽植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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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字形树形，株行距为3 m×7 m。

5.3 授粉树配置

按1:7比例配制授粉树，授粉树品种可选择黄元帅、嘎啦和秦阳等。

5.4 定植技术

5.4.1 行向选择

一般采用南北行向，根据地形也可以采用东西行向。

5.4.2 挖栽植带

定植前挖深70 cm、宽120 cm的栽植带，长度根据地块而定。

5.4.3 施足底肥

结合挖栽植带，每666.7 m2施1500 kg~3000 kg腐熟农家肥，肥土比例按1:3混合均匀回填，并浇水沉

实。

5.4.4 根系处理

定植时修剪苗木根系，剪留长度为20 cm~25 cm左右，再用50%多菌灵500倍液，浸泡根系3 h~4 h。

5.4.5 苗木栽植

在提前预留好的栽植带内按规划的株距挖定植穴，而后将苗木放入定植穴内，定植穴大小以苗木根

系充分伸展为宜，扶正苗木，填土至栽植坑深度一半时轻轻提苗，而后再次填土至苗木原根茎线（苗木

原土印处）边填土边踩实，嫁接口露出地面约10 cm左右。苗木栽植后，灌一次透水，水渗完后盖土封

树盘，隔7天再灌一次水，而后在树盘两侧覆盖黑色园艺地布。

5.5 定干

在主干70 cm~80 cm段选饱满芽定干。

6 土肥水管理

6.1 土壤管理

6.1.1 深施基肥

每年9月份（采果后）进行秋施基肥，沿树冠滴水线外挖环状沟或平行沟，沟宽50 cm，深50 cm，

施入腐熟农家肥100 kg~200 kg/株，施肥后灌水。

6.1.2 生草

6.1.2.1 生草方式

行间自然生草或人工生草。

6.1.2.2 生草时间及用量



DBXX/ XXXXX—XXXX

3

9月份。播种量为1 kg/666.7 m2~2 kg/666.7 m2，采用撒播方式进行种植，选用三叶草、鼠茅草、黑

麦草等。

6.1.2.3 生草管理

草高于30 cm时进行刈割，留茬高度不超过10 cm。3年～4年后结合秋施基肥翻入地下。

6.2 施肥

按DB1408/T 001标准执行。

6.3 水分管理

6.3.1 灌水时期与灌水量

根据树体生长发育时期和负载量，视土壤墒情灌水。秋冬季，结合施肥在土壤封冻前浇透水一次，

春季果实萌芽前浇萌芽水一次，夏季、秋季根据土壤墒情需要进行浇水，以土壤含水量达到田间最大持

水量60%～80%为宜。

6.3.2 灌水方法

采用微喷、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

7 整形修剪

7.1 原则

有利于早果丰产、减少人工投入和机械化操作。

7.2 树形

采用“Y”字形，树高2.5 m左右，干高0.7 m~0.8 m，主枝夹角55°~60°，每个主枝上配置5～7个结果

枝组，枝组角度低于主枝10°~15°，全树结果枝组为1层，株间不交接。

7.3 修剪

7.3.1 第一年

定干后选留2个生长健壮、方向合适的新梢作为主枝培养，新梢长达40 cm左右时开张基角，落叶后，

对主枝延长头进行适度短截，剪口留饱满芽，保持主枝单轴延伸。

7.3.2 第二年

萌芽后及时抹去主枝上过密芽、背上芽，适时进行拉枝。落叶后，继续短截主枝延长头。

7.3.3 第三年及以后

萌芽前一周在缺枝部位进行刻芽，生长季疏除过密枝，竞争枝，枝干比控制在1:3~4，冬季以疏剪

为主，结果后及时回缩, 防止结果部位外移。

8 花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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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疏花疏果

疏花要尽早进行，以疏蕾为主。按盛果期每666.7 m2产量控制在2500 kg～3000 kg，亩留果量15000
个，每20 cm~25 cm留一个花序；疏果在落花后10 d开始，保留中心单果、下垂果，疏除畸形果、病虫

果等。

8.2 套袋

选用优质膜袋，谢花后20 d开始套袋，40 d完成套袋。

9 病虫害防治

按照DB14/T 906标准执行。

10 果实采收

成熟度按GB 10651标准执行。及时分级包装，需储藏的24 h内入库。

11 农事记录

所有生产环节要有详细记录，并保存5年以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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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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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董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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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运城市范围内从事地面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术语的定义、入职管理、组织管理、培

训管理和保障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运城市范围内使用高炮、火箭发射架、地面催化剂发生器进行地面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的人员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2989-2023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术语 

QX/T 340-2016 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业单位安全检查规范 

QX/T 660-2023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培训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42989-20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地面人工影响天气 

是指在地面开展增雨（雪）、防雹等人工影响天气的活动。 

 

    作业人员 

是指从事人工影响天气高炮、火箭发射架、地面催化剂发生器等作业装备操作的人员。 

 

    火箭长 

是指利用火箭发射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作业点负责人。 

 

    炮长 

是指利用高炮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作业点负责人。 

4 入职管理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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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政治可靠，责任心强，热爱人工影响天气事业； 

b)应有初中及以上文化； 

c)年龄应不小于18岁，不大于60周岁； 

d)应身体健康，能从事户外工作； 

e)应无违法犯罪记录。 

入职程序 

作业人员参加气象主管机构统一组织的岗前培训，掌握相关作业规范和操作规程后，填写运城市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信息登记表（见表 1），报用人单位，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a)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b)学历证书复印件；  

  c)二甲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合格报告； 

  d)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政审证明。 

备案 

4.3.1 气象主管机构备案 

由用人单位对作业人员信息登记表及相关材料原件核对后报送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备案。 

4.3.2 公安机关备案 

所在县（市、区）气象主管机构填写运城市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信息汇总表（见表2），结合所

在地公安机关要求，向当地公安机关备案。 

5 组织管理 

政府主导模式 

5.1.1由镇（乡）政府与作业人员订立用工合同。 

5.1.2镇（乡）政府要按照作业人员入职管理基本要求审核、录用作业人员。 

5.1.3由所在地县（市、区）气象主管机构负责作业人员指导、培训、监督和管理。 

劳务派遣模式 

5.2.1由劳务派遣单位与县级气象主管机构订立用工合同。 

5.2.2劳务派遣单位要按照作业人员入职管理基本要求审核、录用作业人员。 

5.2.3由所在地县（市、区）气象主管机构负责作业人员指导、培训、监督和管理。 

人员要求 

 5.3.1每门高炮作业人员应不少于3人，每套火箭发射架作业人员应不少于2人。 

 5.3.2火箭长和炮长应为参加人工影响天气作业3年及以上的作业人员。 

6 培训管理 

上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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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职的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组织的岗前培训，掌握相关作业规范和操作规

程后方可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年度培训 

作业人员每年应至少参加一次经过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组织的培训。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按QX/T 660-2023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培训规范的规定执行。 

档案 

所在地县（市、区）气象主管机构应建立健全作业人员培训档案。 

7 保障管理 

保险 

用人单位每年应为作业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劳动保护用品 

用人单位应为作业人员配备安全帽、雨衣、雨鞋、防静电服等劳动保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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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地面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信息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1寸彩色免冠照片 

籍  贯  学历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所在作 

业点 
 

身体状况  上岗日期  

岗位类型 □高炮   □火箭发射架   □地面催化剂发生器 

提交材料 
身份证复印件     学历证书复印件     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政审证明        

        二甲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合格报告 

个人 

简历 
 

培训经历  

何时何单位何原因

受过何种奖惩 
 

聘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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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地面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基本信息汇总表 

序号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学 历 
身份 

证号 
所在作业点 

身体 

状况 

上岗 

日期 

上岗 

类型 

填：高炮/火箭发射

架/地面催化剂发生

器 

联系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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