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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梅低产原因及其对策的研究

王白坡 施拱生 钱银才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名������

沈湘林 潘文贤 顾志康

�湖州市林科所�

摘 要 连续 � �对实生梅低产原因和对策进行 了调查和试验
。

结果表明
，
实生梅

低产雍结
� ①不形成产量和低产树几乎占梅园梅树���， 高产树仅占�

�

��
� ②实生

梅不完全花高达��
。
��

� ③梅开花期早 ，
花期 气温较低

，
白天降水 日数较多

，
光照

时间少
，
舫碍授粉受精， 花期寒潮须繁

，
花器和幼果受伤机率高

。

试验显示
，
实生

梅生产潜力很大
。

通过加强 田 间管理
、

防止叶片早落
、

修剪等相应技术措施
，
能减

少不结果植株
，
提高单株产量

，
单产增加�

�

�倍
。

不形成产量树
，
可利用优株穗条高

接
，
单产比大青梅增加 �

�

�倍 以上
，
经济效益显著

。

关健词 梅 ， 低产林改造， 田间�理

中圈分类号 ����
� ‘

长兴青梅生产有������历史
，

是浙江省梅园面积最大的产区之一
。

长兴青梅长期 用种

子萦殖
。

实生梅结果晚
，
产量较低

，
果实品质差

。

因此探明青梅低产原因并研究对策
，
对推

动和提高青梅生产有重要意义
。

� 材料与方法

���������年进行试验
。

试验园位于长兴县太傅乡果木场
，
面积 。 �

���
�，
近�� 。株�����

年生实生树
，
园地平坦

，
粘壤土

，
排水良好

，
行株距�

�

�� � �
�

��
，
郁闭度�

�

�左右
，
树势健

壮
，
管理水平一般

。

此外还在附近山泉等 �个村和县林场梅园设点调查试验
。

试验园采果前逐株登记产量
，
然后按 ��随机抽样实测

，
估产准确度为��

�

��
�

最后 �

�组织有关专家干部现场产量验收
。

按梅树开花时间分类调查有关项目
。

花期选当天开放的

花��。朵
，
挂牌

，
并记录天气

。

采果前统计每日着果率
，
分析其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

蜜分 别 按

花大小
、

树龄
，
单株产量

、

果枝类型和管理水平调查统计不完全花比率和着果率
。

按果重分

级
，
分析果重与单株产量关系

。

调查和试验项 目均选长势
、

花量相近树 �株以上
，
在不同方

位的大枝上观察统计
。

试验园每年实施冬耕
、

施肥
、
修剪和病虫害防治

�

收摘 日期
�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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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分析

�
。
� 产盆分析

连续 � �定株产量调查�表 ��表明
，
在管理水平较高的试验园

，
产量逐年上升平均株产

�
。
����

。
����

，
� � 平均株产�

�

����
，
平均产量为 ����

�

�������
�

�������
�， � � 平均

����
�

�������
��

据 �
�

����么
对照生产园统计

，
总产量 ����

�

����
，
平均仅 ����

�

����

���
，。
可以看出产量很低

。

表 �显示
，
实生梅 园 不 结 果 植 株 占��

�

��到 ��
�

��
，
虽 然

通过田间管理逐年减少
，
但连续 � � 不结果树仍占���

�

��
�

对于 ����� 年生以上成年树 株

产�
�

���以下
，
应该属于不形成产量树

，
连续 � � 株产在�

�

���以下的植株占总数的��
�

��
�

两者合计
，
梅园没有产量树占去��

�

��
�

连续 � � 株产在�
�

���
�

���的低产树占��
�

��
�

无

产树和低产树占��
�

��
，
几乎是梅园梅树的���， 而 � � 平均株产在��

。 。 ��以上的高产树仅

占 �
�

��多 结果树中株产 �
�

����
�

���的中产树仅占��
�

��
�

可见实生梅单产低的症结是无

产和低产树占比率太高
，
高产树太少

。

衰 �

�����

实 生 梅 产 盆 分 析

�������� �￡��� ���� �����

年 份 ���� ���� ����
连继 � � 平均株产

����

总 株 数
���

、

〔����

���

�����

���

�����

���

�����

�

� �

���

���

���

���

����

�����

���
丫
��

�����

�����

�����

���

总产量����

平均产量������
，�

平均株产����

有果植株平均株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①面积 。

�

��� ” �

括号内数值是 以总株数为�� 。的百分率， ②每株连续 � � 产盈统计

�
�

� 果皿和单株产�的关系

实生梅单株间果实大小差异甚大
，
大的单果重��

�

��以上
，
个别可达��

�

�� ，
小的仅�

�

�

�
�

据调查
，
果重�

�

��以下的植株约占总株数的��
�

���表��， ��
· 。 �以上仅占韶

· 。写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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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实生梅果重普遍趋小

。
�块园地产量分析表明

，
在特定的土地面积上约占总数��

�

��的

小果植株则占总产量的��
�

��， 占��
�

��的大果植株仅占总产量的��
� 。�左右

。

平均单株产

量和��
“
树冠投影产量也是小果高于大果植株

。

可以看出
，
小果植株是依赖着果率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
。

因此着果率是构成产量的重要因素
，

是提高实生梅产量的一个途径
。

表 � 实 生 梅 果 孟 和 产 量 关 系
�

����� � �������� �������又��� ������ �
�� ���� ����� ������� �����

无果植株�园 株 产
大 果 ������ 中 果 ������� �� � ��

冠影量树投产占产姗
数�影冠量扩树产投坛辞

量�影冠量树投产
量

����

占株

数

�

平均

株产

����

占产 占株

量

� ��加
，
�

数

�

平均

株产

����

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厅‘�二��几，�
�人�八灼‘�二‘�，�，���二

一一一
�材��一�
�������������

黝

注
�

株数和产童 以�
�

����� ，为单位

��� 花器发育不完全

梅花器发育不完全现象较为普遍
。

花器退化形式表现为
，
花器中缺少雌蕊的空心花

，
无

子房或柱头
，
以及柱头细短弯曲的雌蕊畸形花

，
统称不完全花

。

雌蕊畸形花比率大于空心花
�

这些花开放后全部脱落
。

实生梅不完全花高达��
�

��到��
�

���表 ��
，
� � 平均为��

�

��
�

实际上还有一部分花器形态正常
，

而胚发育不健全的花
。

因此不孕花的比例要高于不完全花
。

实生梅中有部分花朵较小的植株
，
其不完全花高达��

�

��以上
，
一般是花而不实的梅树

。

实生

梅植株间花期早晚差异甚大
，
就群体而言花期近 �个月

，
其中约有��

� 。����
�

��的植株为中

花类型
，
晚花型最少

。

花期不同
，
不完全花也有差异

，
早花类型不完全花高达��

�

��
，
晚花较

低仅��
�

��
，
有开花早不完全花比率高的趋势

。

这可能和花芽分化发育时间较短有关
。

果枝类

型中不完全花占比率因年份而不同
，
� � 平 均 长 果 枝不完全花高达��

�

��
，
其他 �种果枝

无显著差别
。

成年树上长果枝比率不高
，
仅占全树枝条的�

�

�写到�
�

��� 短果枝和针状果枝

占多数
，
分别为��

�

��和��
�

��
�

在相同立地条件下
，
高产树不完全花仅占��

�

��
，
低产树是

高产树的�
� 。倍左右

。

��� 自然授粉，果率
��

�

�实生裕着果率在�
�

��儿��
�

��
，
因年份而不同�表 ��

�

同一年份不同单株低的仅�
�

��
，

高者可达��
�

��
�

据��个单株统计
，
平均为�

�

��
，
着果率较低

。

以花期早晚而论
，����年晚

花型着果最高
，
����年则最低

。

看来花期与着果率之 间主 要取决 于花期 气象因素和授粉条

件
。

实生梅和大青梅完全花的着果率都分别比一般花高约 ���
� 。�和 ��

�

��
，
可见青梅着果

率低与完全花比率偏低有密切关系
。

长果枝着果率显著低于其他果枝
。

这除了不完全花比率

高外
，
与生长旺盛易引起落果也有一定关系

。
以开花当天的着果率统计显示

，
日着果率最高

可达��
�

��
，
有的为 。 ，

其间开花当天和开花后若干天的气象因素起主导作用
。

同时也表明

提高着果率的潜力很大
。

乳� 气象条件和粉果率的关系
一

“
卜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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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实 生 梅 不 完 全 花 统 计
�����，���� ����� ���� ����������������

完 全 花 不完全花
花 数

不 完 全 花

���

��虎�甘��
曰�八︸肚��

�

…
�甘口‘﹄”一﹄巴����月，����

����

����

平 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舫��八︸���
�任的舀勺��﹄

花花花早晚中

﹃﹄�通
﹄��﹃“︸︸�月�若�

�

…
，曰，叨口舀几」月�口碑﹄﹄丹‘����

����

����

平均

����

���

���

��

���

���

����

���

���

长果枝

果

，几��上比」�﹄勺决���

…
�廿心自，上月性��吮口舀�����

����

����

平均

���

���

���

���

���

���

���

���

���

中果枝

�‘��仙�口曰勺�甘���‘�口��

��几︸尸口﹃﹄月�曲���口匕����

����

����

平均

���

���

���

���

���

���

���

���

��

果短枝

����

����

����

平均

�� �� �� ��
�

��

��� �� �� ��
�

��

��� ��� �� ��
，

��

�� ��

针果状枝

花 大 小
���

���

���

�

���

���

��
�

��

��
�

��

花花大小

���

���

�

�已

���

���

���

��
�

��

�� ��

龄龄老壮

，�比��心 一曰‘��‘

�工目�占

���

���

���

��
�

��

��
�

��

�� ��

产般产高较一低

树 龄①

单 株②

产 �

���

���

��

注， ①老龄树为��年生以上 ，
壮龄树为��年生左右， ②较高产为�����株以上

，
一般为 ����株左右

，
低产 为 ����株

以下

实生梅群体花期在 �月中旬到 �月上中旬
，
花期平均气温�

�

�℃左右
。

着果率与气象条件

之间的关系
，
经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
着果率与开花当天气温

、
日照和降水不存在线性回归关

系
，
但与花后 ��平均降水量�二

�
�和日照数��

��则有直线回归关系
，
特别是与平均降水量有

较稳定的相关
，
连续 �拜着果率与花后��这两个气象条件所建立的方程分别为

�

乡
� �

，
�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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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实生梅自然授粉粉果率
����� � ����� ���� ������ �� ����������� ���� �����

一一
一

一
，

厂
‘

�
一

从 扁、
�、、 ① ”

’
一

尸

， ’

。 ， ，②
’ � ’ �

年 份 花大小岁 果 枝 类 型巴

项 目 长 果 枝 中 果 枝 短 果 枝 针状 果枝
���� ���� ���� ���� 平均 大花 小花 一一��

�

一一一
�一 一—

����

—
�

—一
� �� �

一
八 � � � � � � �

着果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花 期③ 日最高着果率

项 目

早 花 中 花 晚 花
完 全 花

� �

����
一
��

一�� ����一��
一��

� � � �

着果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① 大花直径平均�

�

���
，
小花直径平均�

�

��� ，

② �为实生梅
， �� 平均值， �为大青梅

， ��平均值，

③ �� 平均值，

④ 一般花指随机选择的花

一 �
�

�������和亏� �
�

�����一 �
�

������，� �
�

�����劣�
�

� � 的着果率与平 均 降水量回归

关系分别达到 ��和 ��的显著水平
。

说明花期降水量越大
，
着果率越低

。
� �气象条件分

析可见
，
花期日降水量在�

�

�力��以上
，
无 日照或极少 日照

，
亦即阴雨天气约占整个花期天数

的�������
，
这种天气妨碍花药开裂

，
昆虫传粉活动

，
因此阴雨夭气越多

，
着果率越低

。

在

雌蕊有效授粉受 精期内
，
着 果 率 从 。 到��

�

���表 ��
�

可以看出
� �月�� 日前 ��的平均

降水量为�
�

����氏，
平均日照仅�

�

��
，
虽然日平均温度为�

�

�℃ ，
高于花期其他时间

，
但着果

率为 ���
�

��
，
表明在这段时间气象条件中影响着果率主导因素是降 水 量

。
�月��日到��

日的 ��中
，
平均日照为�

�

��
，
高于前期

，
平均降水量为�

�

���
，
低于前期

，
但日平均气温

多在 �℃以下 ，
着果率为 。 ��

�

��
， � �中有一半时间着果率为 。 ，

说明 气 温在 �℃以下

不利于着果
。
�月 �日以后的 � �中

，
平均气温了

�

�℃ ，
平均 日降水量�

�

�� ���以，
平 均 日照

�
�

��
，
是花期中少雨

、
日照充足

、

气温较高的时间
，
着果率为�

�

��到��
�

��
，
是整个花期

着果率最高的时间
，
充分说明气象 条件 的综合作用对着果率的影响

。

�
�

� 管理措施

�
�

�
�

� 加强 园地管理 梅园一般管理较粗放
，
因此加强园地管理是提高产量的重要措施

。

试

验园从����年开始全园深翻整地
，
挖沟加厚床面土壤厚度

，
以后每年冬季保持深耕

。
� �施

肥 �次
。
�月份开花前施复合肥

、

饼肥
，
或栏肥

。

采果后及时追施氮肥
，
秋季 �月下旬施用

农家肥和磷肥
。
�月上旬后为防止早期落叶和果实疮痴病

，
及时喷洒�� 。倍多菌灵

、

托布津或

代森锌
。
�月上旬再喷 �� �次托布津预防母卜片早落

。

梅喜光
，
应采用自然开心形

。

以短果

枝和针状果枝结果为主
。

两者占全树果枝的�。
。
��

， ’

其完全 花和着 果率明显高于其他 两 种

果枝
。

梅树对修剪反应敏感
，
除留更新枝和骨干枝的延长枝外

，
应多疏剪

，
少短剪

。

冬季
，

树冠适当修剪
， ’

剪去徒长枝
，
直立枝

，

疏丢密生和细弱枝组
，
回缩过长侧枝

，
以改善树冠叶

幕层光照
。
�月中下旬后

，

耍抹除枝午上直立新梢
，�

长梢及时采取扭枝
，
促使发生短果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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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 � 若果率与花后 � �气象条件的关系
����� � �������� ������� ��� ����� ���� ��� ��� ������� ������玉��

������ � ���� ����� ��������

日 期
着果率

���

平均温度

�℃�

平均降水量

����

平均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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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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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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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扭 梢 的 结 实 效 应

����� � ����� ������� �������� ��� �������� �����

扭 梢 对 照

平均梢粗
����

平均果数
�个�

平均梢粗
����

平均果数
�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 均 �
�

�� ��
�

�� �
�

�� �
�

��

注
�

每株选位置
、
长势

、

粗度相近的成对新梢
，
一 为扭梢

，
另一 为对照的平均值

表 � 试验园与对照园历年产量
����� � 人���������� ������ ����� ����一���� �� ��� ���� � ������ ��� ��� �������� � ������

试 验 园 对 照 园

年 份 总产量 产 量 比 上 年 以对照同年 总产量 产 盘 比上一年
产最为���

���� ������
�
� 增长��� 增长��� ���� ������

�� 增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马�
�

� ����
�

� ��
�

��

注
� ① 试验园面积�

�

����， ���株， ② 对照园面积�
�

�����， ����株

果�表��
�

扭梢处理比对照多结果�
�

�倍
。

通过加强田间管理
，
试验园产量逐年上升�表 ��

，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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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
�

产量从����年的���
�

���上升到����年的����
�

���
，
增产�

�

�倍
。

对照园虽然随树龄

增大产量也有提高
，
但仅增长 。 �

�倍
。

试验园与对照园
械

，����年平均单产基本相同
，
� �

后
，
试验园平均单产比对照增加�

�

�倍
， ‘效果显著

。

�
�

�
�

� 实行人工授粉 ����年分期用混合花粉进行柱头点授
，

每处理重复 �次
，
以自然传粉

为对照
。

结果表明
�
人工授粉平均着果率为�

�

��
，

对照为�
�

��
�

人工授粉比自然传粉着果

率提高 ���
�

��
�

以 此揭示
，

在相同栽培条件和气象条件下
，

实行人工混合授粉仍是提高产

量的重要措施
。

�
�

�
�

� 劣树高接换种 ����年和����年连续 � �对 ����� 年生不结果树或结果很少和小果

的实生树实行高位多桩嫁接
，
以近年初选的优株为接穗

，
春季采用枝接

，
夏秋季施行芽接

，

增产效果显著�表 ��
�

����年春枝接的
，
第 �年即有少量植株挂果

。
����年果熟时实测

，
在高

接的��株中结果树占��
�

��
，
株 产 。 �

����
�

�� ��
，
平均果重 ��

�

����
�

�� ，
提高了大果的

等级
。
����年春测定高接树平均树冠投影面积 �

�

���
“ ，
未接的树 �

�

���
�，
树冠基本恢复

，

枝接切口全部愈合占��
�

��
，
���愈合占��

� 。�
�

芽接切口全部愈合
。
����年 �月下旬经验收

，

优株高接树单株产量在�
�

����
�

�� ��
，
平均株产�

�

�� ��
，
以单位产量计 ���

“
产量在����

�������
，
平均 ���

“
产量可达����

�

���
，
比试验园提高 ��

�

��
，
显示出用优株高接 换

种的优势
。

表 � 高接树产纽和树冠大小
����� � �������� ������� ��� ����� ��� ��� ����� ����� ����

�������� �������� ���� ����，

组 号

平均株产

����

产 量

������
��

平均树冠
投影面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己，�叮���峡曰了‘�︸

户

�
奋

�
卜�‘皿︸���一舀一�

平均

注
� ① ����年春枝接或秋季芽接

， ����年 �月下旬统计， ② 每组为一优株
， �株的平均值

， ����以���株计

� 讨论

实生梅产量很低
，
但也有少数植株 � � 平均株产达 ��

�

����
�

���
，
表 明 有巨大的增产

潜力
。

实生梅单产低的主要原因
�
无产量树占比率达��

�

���
，
以 ���

“ ���株计
，
即 ���

�

中有���
�

�株没有产量
。

如果这些树产量达到株产平均值即 �
�

���
，
���

“
即 可增 产 ���

�

�

��
�

低产树占��
�

���
，
即 ���

�

�株���
��

如果每株产量增加 �
�

���
�

���
，
���

�

又 可 增

产���
�

�����
�

���
�

这样产量即可达 ����
�

������
�

������
�，
可 增 产 �

�

���
�

�倍
。

因

此改造低产园首先应从减少无产量树和提高低产树产量入手
。

这是解决低产园的关键
。

实生梅花器发育不完全
，
不完全花占比率高达��

�

��左右
，
加上有一部分花器形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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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胚发育不健全的花
，
因此全树有一半左右不孕性花

。

这是造成着果率低产量不高的原因之

一
。

不完全花发生率受众多因素的影响
。

加强田间管理
，
增施肥料

，
防止叶片早落可减少不

完全花
，
从而提高着果率

。

利用优株穗条施行高接是改造无产量树的途径
。

应晕快进行
，
减

少经济损失
。

新发展梅园应推广利用优株无性系苗木
。

梅树开花期早
，
花期气温偏低

，
阴雨

天气较多
，
妨碍授粉和受精

，
应在低温过后对后开的花采取人工辅助授粉以弥补低温造成的

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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