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版6
编辑：党菲 校对：董文兰 美编：王樱羽 2023年11月20日 星期一

果农课堂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作为猕猴桃冬剪的组成部

分，剪后绑枝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和作用。在生产上，部分种植户

对此认识模糊，需要改进和提升

的空间很大，根据长期生产实践

经验，对猕猴桃冬剪后枝条绑缚

提出以下意见以供参考。

绑枝标准

枝枝见绑。架面所有枝条

一律要求绑缚。绑枝是针对藤

本植物干性（木质化）差，不能自

身支撑而采用的辅助外力，如果

架面有些枝条绑缚，有些不绑，

很容易破坏树体整体稳定性。

绑而不死。无论采用U型

卡还是布条等绑缚材料，都不允

许将枝条绑死勒紧。但绑材在

钢绞线上不可移动，务必固定牢

固。枝条与绑材可以有空隙，要

给枝条生长有增粗的空间，所谓

“动而不移，绑而不死”。

排列平行。要保证枝条在

架面的排列平行，首先要枝条与

枝条的间距相等。一般要求中华

系中等偏弱树势，如红阳、金桃、

华优，枝间距要求25厘米左右；

中华系和美味系强旺树势品种，

如金艳、金果、翠玉、秦美、徐香等

枝间距35厘米左右。

绑枝方法

牵引绑。多用于初果上架

树，采用中短剪修剪法及弱树复壮

重剪法树体。由于枝条较短，不能

平拉至钢绞线上，将绑条绑死在枝

条顶端牵引到钢绞线上的绑法。

牵拉绑。是指对干性较强

呈直立状或与架面角度较大的

枝条，用绑条套拉，强行拉平或

减少与架面角度固定枝条的方

法，在一个枝条上多在中下部采

用此法。

直扣绑。就是最常见的将

枝条用U型卡或绑条直接平扣

固定在钢绞线上的方法，多数正

常夏剪的树体均采用此法。

绑枝要求

光照考量。绑枝不仅仅是

枝条的固定，抗风功能的体现，

最重要是对光能利用的考虑，光

合作用的保障，特别是光照不足

的地区。所以，杜绝拥挤、密实、

交叉、重叠等一切不利于光能利

用的绑枝现象。

通风条件。虽然通风透光

通常有相关性，但通风实际有更

重要的作用。植物需要的16种

元素中，排在前三位的是碳、氢、

氧，所谓的通风就是通二氧化碳

之风（光合作用就是植物叶片在

光照条件下，利用太阳光能把空气

中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有机物质并

释放氧气的过程）。不能保证良好

地通风，就会抑制光合作用，降低

有机物质合成转化能力，直接影响

产量。因此，绑枝务必稀疏，并对

来年枝条萌发有个预先设计。

架面平整。通过枝条绑缚，

架面所有枝条应处在同一水平

状态，也就是架面要平整，不能

有立体感、层次感。树势和枝势

能不能表现中庸性，与绑枝有一

定关系。比较旺壮的枝条通过

平绑或压平绑，明显会抑制顶端

优势，缓和枝势，有利于平衡树

势，促进果品产量。 （惠农）

土肥水管理

清理沟系。利用冬闲时间，对桃园内

沟系进行清理、维修，完善排水系统。可保

证来年雨季果园排水畅通，达到雨停沟内无

积水的状况，减少积水对桃树生长的影响。

基肥施用。根据桃树生长周期特性，

桃树应在进入休眠期前施好基肥，因此，进

入11月份就要开始准备基肥，自11月下旬

开始即可进行基肥施用。肥料种类包括机

制有机肥和自行堆制农家禽畜肥等。用肥

量以成年结果树每亩施用量为例：机制有

机肥1.5-2吨，堆制腐熟农家肥1.5-2吨（鸡

粪肥酌情减量）。

土壤深翻。深翻土壤可有效杀死梨小

食心虫、桃潜叶蛾、蚜虫等害虫喜欢在地

缝、杂草内以蛹或幼虫等形态越冬的越冬

虫代，并可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使土壤疏

松，增强土壤的通透性，促进根系的生长，

还可以减少越冬病虫基数。幼年树在树冠

下面及树冠垂直部位外围1米左右进行深

翻，逐年扩大，至相接为止。深翻深度以30

厘米为宜，成年树可结合施入基肥后进行

全园深翻，应注意接近主干处要浅（树冠下一

般浅锄10-15厘米），以改善根系的生长条件。

冬季修剪

幼年树的修剪。幼年树的修剪主要是

扩大树冠，争取早结果。培养好主枝、侧

枝，适当多留辅养枝和结果枝。注意开张

枝干、枝条的角度和平衡树势。修剪量宜

轻不宜重，以尽量使树势缓和，成花结果。

盛果树的修剪。修剪的主要任务是维

持各部位树势平衡，调节主、侧枝生长势的

均衡，培养、更新枝组，防止早衰和内膛空

虚。修剪应采取长放、短截结合，轻剪、重

截结合的方法，在内膛中下部适留更新枝，

防止中、下部位空秃，树势较强的成年树可

以考虑运用长梢修剪技术来加以控制。

衰老树的修剪。弱树修剪要回缩、重

截，维持产量、更新复壮。加重修剪量，轮

换更新，尽量利用可供更新的壮枝，用叶丛

枝填补空缺新枝；对已趋老化衰退的桃树

主枝和侧枝要回缩；加强肥水管理，同时结

合增施有机肥，以求尽快达到树冠更新复

壮的目的。 （科普中国）

12月份桃树如何管理？

葡萄渣是葡萄酒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主要废弃物之一，由葡萄种子、果皮

和茎等组成，含有丰富的有机质，约占

葡萄总质量的20%至25%。那么，葡

萄渣能否作为动物的饲料原料呢？

围绕这一问题，中国科学院西北生

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生态畜牧业团队、宁

夏大学动物营养生理与饲料科技创新团

队展开合作，探索将酿酒葡萄渣作为绵

羊饲料。研究发现，葡萄渣既能降低饲

养成本、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又能

发挥调节绵羊胃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

改善微生态环境等作用。

葡萄渣作为动物饲料的优势

我国是世界上主要的葡萄酒产区，

西北地区的宁夏银川、甘肃武威和新疆

石河子等地适合种植酿酒葡萄，是生产

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在葡萄榨汁

酿酒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残渣，占原果

鲜重的20%至25%。将副产物用作动

物的饲料原料，既可减少环境污染，又

可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实

现废弃资源的再利用和种养循环。

“葡萄渣营养丰富、饲用价值高。

我们测定了宁夏某酒厂的葡萄渣，每公

斤干物质中含消化能6.83兆焦、粗蛋白

12.2%、粗脂肪8.22%、粗纤维30.6%、

钙0.44%、磷0.31%，还含有多种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杨果告诉记者。

同时，葡萄渣中含有多种活性成

分，例如原花青素、白藜芦醇等多酚类

物质，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病原菌、抗

氧化等，可改善动物的肠道健康、提高

免疫力。此外，多酚类物质还可抑制

动物胃肠道产生甲烷，提高饲料能量

利用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葡萄渣添加比例不宜过高

“葡萄渣虽有营养，但饲料中的添

加比例不宜过高。我们的研究结果显

示，滩羊饲料中的葡萄渣添加量应在

8%左右，具体的饲喂比例需要根据葡

萄品种、适口性、品质级别以及畜禽种

类和生长阶段等因素决定。”杨果表示，

鲜葡萄渣易霉变，难以保存和运输，但

经干燥处理或青贮发酵后可用于饲喂。

这项研究对于进一步了解葡萄渣

的作用机制、开发新的饲料资源、提高

动物饲养效率、减少甲烷排放等具有重

要的应用价值，展示了科学研究和创新

思维在解决畜牧业发展问题上的潜力，

为推动特色农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据光明网）

在农村不缺少默默无闻、勤劳苦干的

农人，但是像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崾崄乡

周银武这样敢想、敢闯、敢干，靠着不同寻

常的思路发家致富并且带领更多人脱贫致

富的“土专家”却是不可多得。

周银武的果园位于鲁家塬行政村东沟塬

组，果园面积30亩，在老周的精细化管理下，

果园先后荣获“黄龙县美丽果园”“延安市百

千万工程高质高效园”“延安市亩效益冠军

园”等荣誉称号。特别是在今年，他的果子以

4.8元/斤被果商收购，收入达80余万元。

村民们对这片果园可观的收益羡慕不

已，周银武决定尽自己所学和所能，将所掌

握的种植技术传给全村及周边村果农，带

领一方果农走上“致富路”。

“果树的管理有严格的规程，修剪、拉

枝、疏花、疏果、套袋，到什么时节干什么

活。”周银武说，“管理果园是个细心活，付

出的越多回报就越多，果农好好管理果树，

果树定用高质高产回报果农。”

为了将果园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分

享给众人，早些年，周银武就组织成立了

“老周修建团”，每年果园管理时节，修建

团就忙得不可开交，在鲁家塬村的果园

里，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不少乡亲们都

慕名而来向老周“取经”。为了不误农时，

周银武干脆将修剪和技术培训同步开展，

针对当地果农在管理、技术上的不足，他

都是苦口婆心、手把手地对果农进行技术

培训、实施果树改形。这样一来，大家能

够直达现场，实际操作，将管理技术更好

地掌握。

虽年事已高，但周银武依然不辍农

事。他坦言，放不下自己一心发展起来的

果园，感觉和每一件农具都有了感情。同

时，希望帮助更多的村民脱贫致富，苹果产

量越来越高，果农的收益就越来越多。

（本报通讯员 白杨越）

“老周”把致富课堂搬到果园里

猕
猴
桃
冬
剪
后
绑
枝
莫
忽
视

11月14日，工人在河北省遵化市一家

食品企业的山楂罐头生产车间工作。

近年来，河北省遵化市在推进山地生

态修复和产业富民过程中，引导农民在荒

山坡上种植山楂树，为种植户带来良好收

益的同时，实现荒山披绿。据介绍，目前该

市山楂树种植面积达1万多亩。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葡萄渣做饲料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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