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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重庆丘陵山区果

园推广全程无人作业做好

铺垫，11月9日，重庆市农

委在梁平区举行了丘陵山

区果园全程无人作业技术

装备演练活动。当天，在该

区金带街道石燕村的柚子

园里，技术人员为果树专业

技术人员进行了履带式遥

控无人旋耕机和履带式遥

控无人打草机等装备的解

说和演练。

近年来，重庆市围绕智

慧农业建设和丘陵山区果

园作业需求，攻关研制了一

批适宜丘陵山区果园多

功能农机动力平台，为

果园无人化生产管理提

供了解决方案。重庆

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副站长熊伟介绍，这些

机械大大提升了果树

管理效率，如喷药、旋

耕、翻耕、除草等靠人

工作业，费时又费力，

采用果园智能无人农

机作业就可轻松完成，

与传统农机比较，综合

成本可节省80%。同时，

为果园行间间套作粮食、

蔬菜等农作物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技术模式，显著增加

果园综合产出率和效益。

（刘辉）

重庆：推广果园全程无人作业技术

今年的葡萄生产结束，阳

光玫瑰葡萄整个大环境继续低

迷，除了有种植面积增加的原

因，还有网传阳光玫瑰葡萄在

种植过程中打药较多的因素。

这些所谓的打药，其中就包括

膨大剂在内的各种植物生长调

控剂。什么是植物生长调节

剂？果树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

到底有害吗？用了植物生长调

节剂的阳光玫瑰葡萄能放心食

用吗？针对这些读者关心的问

题，河南省科技特派员、中国农

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青年

专家程大伟，揭秘植物生长调

节剂在葡萄生产中的应用。

程大伟说，一提到膨大剂，

估计不少消费者就会抱有抵触

情绪，担心不安全，所谓的膨大

剂实则就是一类植物生长调节

剂产品，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农

业生产资料。阳光玫瑰葡萄的

生产是离不开植物生长调节剂

的，阳光玫瑰葡萄只有经过合

理地使用果树生长调节剂无核

化处理、保花保果、果实膨大等

调控以后，才能种出市场上既

有靓丽的外观，又有浓香脆甜

的口感，而且能长期储运的商

品果。否则，自然生长的阳光

玫瑰葡萄会出现落花落果严

重、串形松散、果实有种子、颗

粒不均匀、品质参差不齐等情

况，根本达不到使用花果调控

处理后的阳光玫瑰葡萄产品的

标准，估计也不会被消费者所

喜爱。

植物生长调节剂（简称植

调剂）是根据植物激素的结构、

功能和作用原理，利用化学合

成或经微生物发酵产生的，通

过改变植物体内源激素的含量

与分配来干扰植物内部有关基

因组的表达和表达产物的运输

与分配，进而调节植物的代谢

和生理功能的化学物质。

合理使用植调剂对提高葡

萄品质、降低生产成本、促进葡

萄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植调剂在葡萄生产的

各个环节都有应用：打破休眠，

促进萌芽整齐，使用单氰胺；促

进生根和根系生长，使用吲哚丁

酸、萘乙酸等；促进茎叶生长，

平衡树势，使用赤霉酸、苄氨基

嘌呤等；控制旺长，防止枝条徒

长，使用矮壮素、甲哌鎓等；拉

长花穗，使用赤霉酸、碧护等；

诱导无核、保果膨大，使用赤霉

酸、氯吡脲等；促进果实着色，

改善果品外观，使用乙烯利、诱

抗素等；提高抗逆性能，使用芸

苔素内酯、S-诱抗素等。

经过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

的葡萄安全吗？对健康有害

吗？程大伟告诉记者，是绝对

安全的，大家不必担心。国家

对植调剂制定有严格的标准和

管理措施。只有经科学评价证

明具有好的功效、对人畜安全、

环境友好的产品，才被登记。

国家也制定有相关的农药残留

限量标准，确保残留量不会对

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另外，植

调剂的毒性低。植调剂在葡萄

上的使用剂量很低，降解很快，

葡萄上使用植调剂的浓度、次

数是有严格要求的，用量大了

并不能起到相应的调节作用，

反而会出现药害，所以不会超

量使用。

程大伟说，在葡萄生产中，

应该合理安全使用植调剂。虽

然植调剂是安全的，但随意加

大用量，盲目混用，不

看时机，随时喷施，以

“剂”代“肥”等不规范、

不合理使用植调剂的

行为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也会

引发药害后果。因此，只有科

学合理使用，植调剂才能在葡

萄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首

先，要正确看待植物生长调节

剂。其次，使用前应确定品种

的适配性，谨慎选择，不确定的

情况下要先试验，以免产生副

作用。再有，在使用时一定要

注意使用时期、浓度和次数，以

及安全间隔期，按要求操作，不

可滥用乱用，以免给葡萄的质

量安全构成威胁。最后，植调

剂的应用要和配套栽培管理相

结合，必须加强综合栽培技术

措施，才能充分发挥增产增效

的作用。

（据《河南日报农村版》）

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的阳光玫瑰葡萄很安全
——对话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专家程大伟

脆肉型品种

白梨和砂梨多属于脆肉型品种。

脆肉型品种采收后多在10℃下经过逐

渐的预冷过程再进入0℃-1℃低温下

贮藏保鲜。具体方法是：入冷库贮藏前

先进行预冷，预冷温度以5℃-8℃为

宜，预冷时间为1-2天。如利用自然低

温贮藏，入库前应在夜间低温预冷一

夜，第2天清晨再入库，其适宜贮温为

0℃-1℃。入库后要利用一切手段将库

温降下来，要在7-10天内把库温降至

0℃。贮藏温度不能低于-1℃，不然会

发生冻害，使果肉出现不规则的褐斑。

一般情况下，自然低温贮藏的库内相对

湿度应保持在85%-90%，冷库贮藏的

相对湿度应保持在90%-95%。库内湿

度低于80%时易发生果皮皱缩，当库内湿度不足

时应及时在地面洒水，库中也可增设加湿装置。

软肉型品种

西洋梨和秋子梨多属于软肉型品种。采收

后经过预冷，应立即置于0℃左右的温度下贮

藏。南果梨，包括红南果梨和大南果梨就属于

软肉型品种，具有明显的呼吸跃变期。南果梨

应在9成熟时采收，此时果实的呼吸高峰期尚

未到来，可将采收的南果梨在5℃-7℃的温度

中预冷2-3天，然后放入0℃的冷库中贮藏，可

贮藏3-4个月。如将南果梨进行气调贮藏，应

先在15℃下处理3-5天。气调贮藏中，温度保

持在0℃，氧气浓度保持在2%-3%，二氧化碳

浓度保持在 3%-5%。贮后催熟，贮藏期为5-

6个月。气调贮藏保鲜的效果优于普通冷藏。

如采用简易气调贮藏，应在南果梨果肉尚未变

软或正在变软之时装入 0.04-0.05 毫米厚的

PE袋内，放入自然通风库内贮藏，库温开始应

为 15℃左右，经 10-20 天逐步降到 0℃。在

PE袋内贮藏，袋内装果量不要超过10千克。

入贮初期温度较高时，氧气浓度保持在 2%-

3%，二氧化碳浓度保持在5%-8%。待贮温降

到0℃时袋内氧气浓度可升到5%-10%，二氧

化碳浓度应降到3%-5%。 （张华）

三先三后顺序剪，三稀
三密能高产。修剪红富士

苹果树的顺序是先修剪大

枝，后修剪小枝；先修剪下

部枝条，后修剪上部枝条；

先修剪树冠内枝条，后修剪

树冠外枝条。

为了果树更好地通风

透光，夺取高产，修剪红富

士苹果树时应遵循“三稀三

密”的原则，即大枝稀，小枝

密；上部枝条稀，下部枝条

密；树冠外枝条稀，树冠内

枝条密。

轻剪长放连年缓，不
见花果不回剪。红富士苹

果树定植1-2年内，除对

骨干枝或其它有空间的枝

条适当剪截外，其余中庸

枝条缓放不剪，等到结果

后再回缩，过密过旺的枝

条适当剪除。

堵放结合，齐花剪。为

防止红富士苹果树枝条连年

缓放，枝条先端分枝多，造成

树体营养物质减少，花芽不

易形成，结果部位外移，可对

一些枝条回缩（堵），刺激下

部抽生短枝，留下的枝条缓

放（放），形成花芽。

同时对已形成花芽的

富士枝条，修剪时可短截到

花芽处，避免因短截而出现

冒条现象。

逢三去两边，留枝在中
间。红富士苹果树树冠外

围的中、小枝条，常会出现

密挤和相互竞争的三叉枝，

一般应疏掉两边的枝条，留

中间的一个枝条。

延长枝条弯曲剪。红

富士苹果树枝条生长势

强，修剪时可让各级骨干

延长枝弯曲延伸，即第一

年降低延长枝的角度，第2

年抬高延长枝的角度，第3

年降低延长枝的角度，第4

年抬高延长枝的角度，依

次类推。

“四多两长”留枝剪。为

防止红富士苹果树生长势过

强，影响结果，红富士苹果树

常采用“四多两长”的修剪，

四多指外围多留枝，两侧多

留枝，多留辅养枝，多留长

枝；两长是长留骨干延长枝，

长留枝组带头枝。

控顶促下连续剪。红

富士苹果树容易形成上强

下弱、外强内弱的长势，因

此每年连续修剪时，控制枝

条的顶点优势，及时疏去枝

组顶端的直立旺枝。

促使下端枝条萌发，

并在盛果期及时落头，

树冠上部少留枝，下部

多留枝。

先缓后截然后剪。红

富士苹果树的枝组培养一

般采用先缓放后短截的修

剪方法，即对一年生中庸枝

首先缓放成花、结果，再短

截形成枝条，然后再培养成

结果枝组，放缩结合。

“三套枝”法枝组剪。
红富士苹果树的枝组修剪

常采用“三套枝”的修剪方

法，即将一个枝条上的三个

分枝，一个枝让其当年结

果（当年产量），一个枝缓

放（第2年产量），一个枝短

截（第3年产量），保证树上

既有结果枝又有发育枝。

盛果后期抬头剪。红

富士苹果树盛果后期，长势

转弱，要抬高枝条角度，注

意更新，适度剪截。

（惠农）

苹果树冬剪有高招 具体方法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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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图为11月9日，梁平区金带街道石燕村，技术人员

在柚子园演练全程无人作业技术装备。

专家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