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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优质高产栽培技术探讨

马  翔 1，曹海宁 2

1、绥德县林木种苗工作站，陕西榆林  718000

2、绥德县林业工作站，陕西榆林  718000

引言

红枣是经济价值极高的“木本粮食”、珍贵的中

药材品种，肉、仁、树皮、树根皆可药用，具有补益脾

胃、养血安神、强身健体的功效，用于治疗脾胃虚弱、

气血不足、虚烦不眠、神疲乏力等症状，效果均可观，

因此是深受种植户青睐的一种经济作物。枣树种植对自

然环境并无较高要求，喜爱在温暖、半湿润地区生长，

向阳气候环境中长势尤佳，同时耐高温、耐寒，生命

力强，在海拔 1300m 以下的平地、河滩、丘陵等区域

中长势均十分良好，进入盛果期后，年产核果（干）

4500 ～ 6000kg/hm2，可为种植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种植价值突出。近年来，我地区大力发展红枣种植，通

过科学合理的栽培，帮助种植户实现了增产增收的致富

目标。但目前看来，红枣种植中还存在较多技术问题，

在品质、产量等方面尚有提升空间，因此本文围绕红枣

优质高产栽培技术进行研究，以期为相关人士提供参考。

1  红枣生物学习性

红枣隶属于鼠李科，为多年生的落叶乔木，是珍贵

的经济作物，药用、食用价值突出，种植效益可观。但

枣树生长对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有较为特殊的要求，

本文主要从气候、土壤、自然灾害 3 个角度出发，分析

红枣的生物性习性：

1.1  气候条件

红枣是一类气候适应性很强的经济作物，喜爱在温

暖、半湿润的环境中生长，喜阳光，若种植地区昼夜温

差大则更佳。通常情况下，枣树种植对温度条件无较高

要求，可忍耐 40℃高温，也可忍耐 -30℃低温，对降水、

湿度的要求也并不高，年降水量在 200 ～ 800mm 的区域

皆适合种植枣树。但不同发育期内，枣树对气候条件的

要求是各有不同的，对此农户应充分注意。例如，每年 6

月过后，红枣生长步入盛花期，产果率高，此时最忌发

生沙尘暴，若气候条件良好、光照充足，红枣生长质量

有保障 [1]；进入成果期（8 月～ 9 月）后，红枣生长对

光照条件要求最为严格，以笔者所在的山西省为例，这

段时间内，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对红枣糖分积累有

利。在海拔位于1000m以下的浅山、坪坝、滩地种植红枣，

产量尤其可观。值得说明的是，枣树种植地区光照强度

的大小，及日照时数的长短，会直接影响枣树的光合作用，

从而影响枣树的长势及结果率，实践表明，在背阳面或

密度较大的果园中种植枣树，生长质量往往较差，因此

在枣树种植期间，种植户应重点做好光照管理。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枣树花量大，但落花落果较为

严重，这是因为开花量越大，枣树消耗的营养就越多，

养分不足就会导致红枣发生生理性的落花、落果。通常

情况下，日平均气温达到 22℃以上时，枣树才会开花，

授粉温度要求 27 ～ 28℃，但多集中于 6 月中旬至 7 月上

旬这段时间，我地区在这段时间内多为高温、阴雨天气，

生态环境较不利于红枣的生长，因此种植户应选用科学

合理的栽培技术种植枣树，做好田间管理，尤其应当调

整好枣树的花果量，尽可能减少生理性落果。

1.2  土壤条件

枣树生长对土壤并无严格要求，适应性强，有着耐

贫瘠、耐干旱、耐盐碱的特点，但选择疏松、通气性强、

地下水位高的微酸性或中性沙壤土种植枣树是最为适宜

的，红枣的产量及品质均优异。

1.3  气象灾害

枣树有着发芽迟、成熟早的特点，通常情况下，结

果枣树在成长期中有“三大忌”，具体如下：一忌初夏、

中伏干旱及沙尘暴。6 月，枣树步入开花授粉期，这段时

间内，若出现干旱、沙尘暴天气，红枣传粉授精会受到

影响，进而出现生理性落花。步入 7 月下旬后，红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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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膨大，这段时间内若出现伏旱，枣树难以吸收到足

量的水分，果实会逐渐干枯、脱落；二忌冰雹、大风天气。

这两种天气常是相伴而来的，一旦发生，会严重影响红

枣的正常生长；三忌连绵阴雨天，红枣成熟期对温度、

光照有着较高要求，连绵阴雨、大雾天气会导致枣吊脱

落甚至霉烂，进而造成红枣品质下降。

2  红枣优质高产栽培技术

2.1  选地

正如上文所述，红枣种植对土壤无较高要求，常规

土壤均可种植，但若想实现优质高产，还是建议种植户

选择透气性好的沙壤土进行种植，不建议使用重黏土种

植枣树，因为此类土壤透气性过差 [2]；通常情况下，地

势平坦、土壤肥沃、排水条件好的地方是最适合种植红

枣的，这有助于满足枣树的营养需求，同时也有助于防

治内涝。若种植户选择在山地、丘陵区域种植红枣，建

议选择阳坡而非阴坡；此外，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

设的日益推进，红枣绿色、健康、无公害种植越发受到

广大种植户的推崇，基于绿色农产品生产理念，在选地时，

种植户也应调查附近有无污染源，尽可能将枣树种植在

远离污染源的地方，令枣树长出健康、无公害的红枣。

2.2  定植

首先，农户可采用开沟种植方式种植红枣，尽可能

提升田间灌溉、排水的便捷性，进而提升红枣的成活率。

一般来讲开沟种植是呈南北走向的，这有助于满足枣树

生长对光照的要求，令枣树在冬季顺利越冬。种植户应

做好挖沟工作，控制好沟的深度与宽度，一般来讲沟深、

埂高、埂宽分别控制在 10cm、20cm、30cm 是比较合适的，

这能够形成保护带，利于红枣生长；其次，在开始正式

的定植工作前，农户应做好灌水、施肥工作，遵循深挖

浅栽原则进行种植，为红枣提供充足的有机肥。可使用

作物秸秆、人畜肥进行混合堆沤，制作农家肥，施于沟内，

增强土壤肥力。栽植过程中，应将经处理的枣苗放置在

坑中，夯实土坑，将枣树根系保持平整后，再将其埋入

土中，同时控制好埋土的深度，确保苗木根茎与地面呈

平整形态；最后，定植期间，应控制好红枣种植的密度，

春季时，可遵循株距 2m、行距 4m 的规律进行种植，在田

间营造出良好的光照、通气条件。

2.3  开甲

枣树生长步入开花期后，种植户应做好开甲工作。

对于长势旺盛的枣树，应依据树干的粗细，选择主干位置，

进行横向开甲，深度应达到木质部位，宽度控制在杆径

的 1/10 为宜。为防治农业污染，建议种植户包扎好开甲

部位。大量研究及实践表明，在枣树开花期，给予枣树

科学合理的开甲，有助于提升红枣的品质，令其变得更大、

更红，同时对产量也有助益，一般可提升 20%。

2.4  追肥

推荐种植户使用鸡粪、秸秆粉、生物菌种制作追肥，

烘干后，在春季田间土壤解冻后，至枣树发芽前的一段

时间内，为枣树追肥，在开花前至幼果期还应再次追肥。

叶面喷施方面，可为枣树喷施 GB/T 17419-1998 含氨基

酸的叶面肥料，或 GB/T 17420-1998 含微量元素的叶面

肥料，稀释后喷洒给枣树，整个追肥期内喷洒两三次即可。

2.5  灌溉

枣树生命力强，但对灌溉条件有较高要求，水分过

多往往会导致树根缺氧，严重时甚至导致根系窒息，影

响枣树的正常生长，但水分过少也同样不适宜 [3]。因此

种植期间，种植户应做好灌溉管理，一般来讲枣树灌溉

频率控制在一年五六次是较为适宜的，种植户可依据枣

树的生物学特点进行灌溉，分为催芽水、助花水、促果水、

膨果水、封冻水进行5次灌溉最佳，期间若气候较为干旱，

可依据实际情况多灌溉一次。

2.6  修剪

通常情况下，修剪枣树可分两个时期来进行，一是

枣树休眠期，即在枣树落叶后，到第二年春天，树液流

动前，进行枣树修剪；二是夏季修剪，种植户应在枣头

长出 5cm 左右时，再陆陆续续地进行修剪。

种植户应重点做好对枣树幼树、结果树、老树的修

剪，幼树修剪主要指的是为满足枣树的生长所需，依据

枣树生长的实际情况，决定主干高度（1.0 ～ 1.5m），

依据种植园的地形、水肥条件，确定好树形，再进行修剪。

实际修剪时，农户应在枣树的不同方向上保留一定量的

主枝，3 ～ 5 个为宜，之后再在每一主枝上保留 3 ～ 4 个

侧枝，再逐年分层地进行修剪。可依照具体情况，确定

枣树的总层数，7 ～ 8a 后，枣树就会进入结果盛期；进

入结果期后，枣树树冠基本形成，长势减弱，在这一段

时间内修剪枣树的主要目的是提升树冠的通风、透光性，

控制枣树枝叶的密度，使枣树尽可能维持较长的结果年

限，增强枣树的结果能力 [4]。实际修剪时，种植户应先

切除枣树的枯死枝、病虫枝、过密枝、弱势枝，令枣树

保持较好的长势，同时还应在各个物候期，抹掉枣股芽，

和无需延伸生长各种枝条的顶芽，提升红枣的产量及品

质；枣树步入老年期后，长势会逐渐变弱，结果能力变差，

产量也会随之下降，这段时间内，种植户应及时进行修剪，

对于衰老严重的结果枝，应进行回缩疏截，也可逐年进

行回缩更新，以促进枣树新枝的生长。

2.7  病虫害防治

枣树生长过程中，常发的病虫害有枣步曲、枣锈病、

红蜘蛛、食芽象甲、绿盲蝽象等几类。对枣树病虫害的

防治应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种植户应尽

可能兼用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等多元化的防

治方法，以求实现防治效果最优化。一般来讲对于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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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发的病虫害，种植户应在冬季到来时，开始着手准备，

物理防治主要指的是在树干上刷上石灰水、包扎苇草等，

这不仅有着良好的病虫害防治效果，还能够防治野兔啃

咬树干，此外也可以人工手段摘除位于树干上的成虫卵

与越冬卵，在夏秋时节也可使用诱虫灯杀灭害虫。以下

针对几种枣树常见病虫害，列举防治措施：

2.7.1  枣步曲

枣步曲是红枣种植过程中常发生的虫害。通常情况

下，防治枣步曲应遵循先物理防治再药物防治的原则。

种植户可采用“五道防线防治法”来防治，其中物理防

治主要指的是“一绑、二堆、三挖”，所谓“一绑”，

是指在枣树贴近树干基部，距离地面 5 ～ 10cm 的区域，

绑扎一条8~10cm的塑料布，使用塑料胶或鞋钉钉紧接口，

使害虫无法上树；“二堆”指的是在塑料袋下，堆出锥

形的土堆，拍实表面，令其变得光滑，再使用塑料布埋

住枣树的上缘，使害虫无缝可入；“三挖”指的是在枣

树附近挖出小沟，宽度、深度控制在 10cm 左右，沟壁表

面应尽可能平直、光滑，让害虫无法攀爬。种植户应在

每年 3月 15 ～ 20 日间完成如上三步。

若“五道防线防治法”的前三道防线无法生效，种

植户应采用药物手段防治枣步曲，即“四撒”“五涂”。

在春分，枣步曲成虫出土后，种植户可将 10% 辛硫磷粉

或 2.5% 的敌百虫粉或 3% 的乙基对硫磷或 35% 的甲基硫

环磷撒在田间，以杀死位于小沟内及土堆上的雌蛾；

“五涂”指的是处理产于土块、石块缝隙下的雌蛾卵粒，

这些卵粒多会在枣芽萌动期开始孵化，进而上树侵害枣

树的正常生长，种植户可在幼虫上树前，在塑料布上涂

抹一圈杀虫药膏，如乙基对硫磷，实践表明药效可维持

40 ～ 50d。

若种植户未选用“五道防线防治法”，也可采用如

下措施防治枣步曲：在枣树开始发芽展叶、大部分枣步

曲幼虫步入二龄时，使用农药进行田间喷洒，毒杀幼虫。

可使用的药剂有 75% 辛硫磷 1000 倍液、50% 马拉硫磷

1000倍液，对于老龄幼虫，可使用25%溴氰菊酯1.5万、

2万倍液或 20% 速杀丁液进行防治，效果均不错。

2.7.2  食芽象甲

种植户可采用人工手段防治食芽象甲。在成虫羽化

期间，种植户可在早晨露水未干时，击打枣树，一般来

讲击树二至三次，虫会进入假死状态，此时种植户便可

采用人工手段捕杀或毒杀成虫；此外也可采用物理手段

防治食芽象甲，即在成虫出土前，使用塑料布围裹枣树，

具体方法与防治枣步曲类似；此外也可采用化学手段防

治食芽象甲。种植户应做好土壤处理工作，在成虫出土前，

使用辛硫磷 300倍液，喷洒在树干周围，之后浅翻土壤，

避免农药遇光消解。也可进行树冠喷药，具体方法为在

成虫发生盛期（4 月中下旬），将 50% 辛硫磷 1000 倍喷

洒在枣树树冠上，药效显著。

2.7.3  绿盲蝽象

种植户可在枣树发芽前，使用石硫合剂喷洒枣树，

消灭越冬虫卵，也可使用吡虫啉 2000 倍液与高效氯氰菊

酯 1500 倍液进行混合喷施，效果均不错。

2.8  采收

步入 10 月后，红枣果实会达到完全成熟，外表会变

得鲜红，这时进行采收是较为适宜的；但若种植地区在 9

月下旬会步入阴雨季，种植户应尽可能提前采收红枣，

这是因为阴雨天常会导致枣树落花、烂果 [5]。此外在红

枣矮化密植推行以来，种植户也可进一步提前红枣采收

期，如在 9 月上旬采收红枣，从而成功避开因阴雨天气

导致的红枣减产。

此外，种植户也可结合枣品制作的具体需求，定夺

红枣采收时间，如可依据红枣售卖鲜果、售卖干枣的时

间来安排采收，若销售鲜枣，应在 9 月上旬进行采收，

此时红枣果实较脆，糖多，适于在当下进行销售。完成

红枣采摘后，种植户可使用纸箱或筐篓，敞开盛放红枣，

切勿将红枣集中放置在一起，以免红枣间湿度过大，进

而导致红枣霉烂；若做干枣销售，应在 9 月中下旬至 10

月上旬这段时间里，待果皮深红、发亮后，再进行采摘，

此时红枣肉质发软，含水量低，适于进行干制。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红枣种植对气候、土壤、灌溉条件要求

并不很高，但经济效益突出，适宜发展大规模种植。近

年来，我地区大力发展红枣种植，为大众贡献了源源不

断的优质产品，为进一步提升红枣的产量及品质、促进

红枣产业的持续发展，种植户应加强对红枣优质高产栽

培技术的研究及应用，从定植技术、中耕除草技术、灌

溉追肥技术等多角度出发，将各项技术要点落实到位，

显著提升红枣种植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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