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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桃、李、杏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3 年 3 月 29 日，由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申请

地方标准获得立项，按照《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下达 2023

年宁夏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宁市监发〔2023〕

176 号），批准对原 DB64/T 666-2010《设施杏促成栽培技术

规程》、DB64/T 1144-2015《设施桃树主干型栽培技术规程》

进行修订。

结合宁夏设施核果类果树生产需求的实际情况，由标准

起草小组 2016 年以来承担的宁夏农林科学院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项目《宁夏特色果树种质资源创新与现代集约栽培技

术研究与示范》（编号：YES-16-07）、宁夏农林科学院对外合

作项目《适合宁夏种植的桃、李新品种引进与配套技术研发》

（编号：DW-X-2020003）、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苹果、桃

轻简栽培与高质量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编号：

2021BBF02014）、宁夏农科院十三五重大科研项目《宁夏特色

果树种质资源创新与现代集约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编号：

NGSB-2021-1）课题《桃种质资源评价及生态智慧生产技术

研究与示范》（编号：NGSB-2021-1-3）等多个项目的相关内

容提炼而来，本标准起草小组在宁夏银川、永宁、吴忠等地

对设施栽培下桃、李、杏的品种适应性进行长期的筛选，适



宜树形选择及整形修剪、环境调控验、病虫害防治等试验示

范，通过调研积累了大量试验与生产数据，在此基础上对原

有标准进行了修订更新，形成了标准修订稿。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项目主要承担单位：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协作单位为：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农村科

技发展中心、宁夏林权服务与产业发展中心、银川市葡萄酒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宁夏农垦贺兰山农牧场（有限公司）、

利通区农业技术推广服中心、利通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服

务中心。

（三）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起草组成员主要由参与设施桃、李、杏栽培技术研究与

示范推广的人员组成，共计 16 人。人员涉及果树学、植保、

林学、园艺等研究领域。本标准以设施条件下桃、李、杏的

品种选择及栽培技术研究形成的技术成果为基础，通过细致

研究，总结经验，整理数据，试验验证，总结了一套翔实可

靠的技术成果，又经数年成果推广、效果验证等环节，对原

标准 DB64/T 666-2010《设施杏促成栽培技术规程》、DB64/T

1144-2015《设施桃树主干型栽培技术规程》进行了更改、

修订，形成了该技术标准。

起草组的工作人员中，岳海英、冯学梅、黄岳、李晓龙

等人负责制定技术研究方案、收集整理数据及相关资料，编

制标准，征求相关专家意见，其余人员主要负责了技术的推



广及效果验证工作。

表 1 起草组组成成员及主要工作

姓名 职务/职称 从事领域 工作单位 主要工作任务

岳海英 副研究员 果树栽培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制定技术研究方案、

收集整理数据及相关

资料，编制标准，征

求相关专家意见等。

冯学梅 研究员 果树栽培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黄 岳 助理研究员 果树栽培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李晓龙 副研究员 果树栽培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贾永华 研究员 果树栽培 宁夏农林科学院

周小平 副研究员 农学 宁夏农村科技发展中心

负责技术的推广及效

果验证等工作。

李 国 正高职高级

林业工程师

林学 宁夏农村科技发展中心

褚燕南 初级研究员 果树栽培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李 慧 助理研究员 果树栽培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安冬梅 高级林业工

程师

果树栽培 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

心

魏天军 研究员 果树栽培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陈艳玲 助理研究员 果树栽培 宁夏农垦贺兰山农牧场（有限公

司）

王玉 农机工程师 农学 利通区农业技术推广服中心

杨坤 助理农艺师 农学 利通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服

务中心

金志芸 科辅 园艺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张 莹 科辅 园艺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随着果树产业规模的扩张，特别是开发大西北，实施山

川秀美工程的实施和深入，果树作为经济林所占份额快速增

加，生态保护效益日益显现。我区特色设施果树的发展正是



结合当前全产业链的发展需求，以特色、优质、高产、节本

为目的的生产模式，依托产业化发展与科技支撑，果树产业

已成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助力脱贫攻坚、推进乡村产业振

兴的主导产业之一，成为我区农业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和发展节水型果树产业，建立设施

果树产业模式，以其节水、避灾（设施）、高产值和高效益，

表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改变了区域农业产业结

构，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干旱和黄河水资源的短缺，加快干旱

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探索出了新的路子，积累了成熟的

发展经验。

当前，宁夏设施农业规模迅速扩大，设施果树栽培发展

迅速，桃、杏、李作为主要的核果类栽培种类，在全区得到

了推广与普及，占设施果树栽培面积的 60%。但是，区内所

有桃、杏、李进行设施栽培时，品种单一、优新品种缺乏，

栽培技术落后、果实品质低、平均亩产较低，经济效益不高。

如何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引导好、发展好设施核果类

果树产业，需要有成熟的、先进的技术进行支撑。

原有标准《DB64/T 666-2010《设施杏促成栽培技术规

程》、DB64/T 1144-2015《设施桃树主干型栽培技术规程》

只是对设施桃树、杏树栽培技术进行标准化的规范，本标准

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年的研究，对设施栽培下桃、李、杏的

品种适应性进行长期的筛选试验，提出了优新的适宜生产的



品种；在对园区建设、栽培技术以及适宜树形和产量进行了

对比分析后，提出并优化了栽培技术标准；利用环境温湿度

智能监控设备对生长期的温湿度关键指标开展了长期监测

并进行调控，确定了适宜的温湿度指标，对花果管理、病虫

害防治进行了综合试验示范，取得良好示范效果。通过对原

有标准进行补充、完善，及时修订，将对宁夏设施桃、李、

杏的栽培技术有一定指导意义，通过技术规范，减少资源浪

费、提高积极效益有重大意义。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起草组、确定分工

地方标准项目任务下达后，项目负责人岳海英组织了相

关人员成立了标准修订小组，确定起草组成员以及分工。由

起草组制定工作计划和进度安排等。

（二）收集资料

收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等相关资料。

（三）编制标准草案

2023 年 5-10 月，标准起草组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梳理、

分析,对原有标准进行分析，提出修订、补充意见，形成工

作组讨论稿。

2023 年 11 月，召开标准讨论会，根据项目组成员提出

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完成编制说明的编

写。

（四）调研及征求意见

2023 年 1-6 月，项目负责人组织相关编制人员在区内进



行调研，就本标准的实用性、科学性进行了验证。

2023 年 12 月将起草组研讨后形成的初稿送至本省果树

栽培方面专家进行审阅修改，依据各位专家的修改意见，起

草组对初稿进行详细修改并形成《设施桃、李、杏栽培技术

规程》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编制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以符合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为原

则；以符合已经颁布的国家及行业等相关标准为原则；以“科

学性、可操作性和适用性”为原则；基于宁夏本地适宜的设

施桃、李、杏综合栽培技术的最新集成成果，其颁布、实施、

应用有利于设施核果类果树设施栽培技术田间规范化操作。

力争使制定的标准无歧义、易操作，符合宁夏果树高质量发

展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编写遵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保证标准的适

用性；保持标准的先进性与规范性；注意标准的统一性和协

调性；注意标准的经济性和社会效益；结合我区设施核果类

果树生产现状，积极采用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充分考虑到标准的完整性、先进性和实用

性，在修订过程中，采用了《GB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NY 5013-2006 无公害食品 林果类产品产地环境条



件》、《DB64/T 1743-2022 装配式日光温室建造技术规程》、

《NY/T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GB/T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GB/T8321.9-2009 农药合理使用准

则》。

根据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行业标准信息服务

平台查询可知，我国尚无关于设施桃李杏栽培技术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根据地方标准信息服务平台查询可知，除本

次拟修订的原标准《DB64/T 666-2010《设施杏促成栽培技

术规程》、DB64/T 1144-2015《设施桃树主干型栽培技术规

程》，我区无与设施桃李杏相关的现行标准，其他涉及设施

桃、李、杏相关标准均为各省地方标准，是根据各省环境条

件和生产模式和需要制定，与宁夏气候条件、生产模式、主

要病虫害等有一定差异，并不适用于指导现阶段宁夏设施桃

李杏栽培生产；且均为单一树种，尚无桃李杏3树种合并标

准。

本标准适用于宁夏设施桃、李、杏的栽培生产，充分满

足可操作性要求，与设施核果类生产行业的基本要求、相关

政策、法规、标准等协调一致。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

的论述

（一）主要条款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设施桃、李、杏栽培生产中的部分术语、、

建园、日光温室的建造、苗木、栽植、土肥水管理、整型修



剪、花果管理、扣棚及温湿度调控、病虫害防治、采收分级

包装贮运。

本标准适用于宁夏设施桃、李、杏的栽培生产。

修订主要条款与原标准区别在于：

a)修改了前言。前言部分增加介绍了主要修订的章节和

内容。

a)修订了规范性引用文件；按照颁布年更新了《NY

5013-2006 无公害食品 林果类产品产地环境条件》、

《DB64/T 1743-2022 装配式日光温室建造技术规程》、

《NY/T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GB/T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b)更改了术语与定义。增加了“摘心”、“扭梢”、“环剥”、

“刻伤”的定义。

c)修订了4建园章节，增加了园地要求、气候要求章节

内容。

d)修订了6苗木章节，增加了李砧木品种选择；增加了

品种选择的要求，更新了桃的品种；增加了授粉树品种、苗

木标准，对标准进行了分级补充描述；

e)修订了7栽植章节的定植技术内容，对定植时间进行

了描述。

f)修订了8土肥水管理章节，将桃李杏的肥水管理进行

合并完善修订。



g)修订了 9整形修剪章节，增加了树形选择；增加了李

当年定植、幼树的修剪、盛果期修剪内容。

h)修订了10花果管理，增加了套袋技术。

j)修订了11温湿度管理章节，对升温及桃李杏不同生育

期温度进行了完善。

k)修订了 12 病虫害防治章节，增加了农业防治、生物

防治措施、更新了化学防治，对表 2 常见病虫害防治方法中

药剂进行了更换。

（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本次修订的标准在原标准《DB64/T 666-2010《设施杏

促成栽培技术规程》、DB64/T 1144-2015《设施桃树主干型

栽培技术规程》的基础上，根据 2016 年以来标准起草组在

我区开展桃李杏品种引选及栽培技术的相关试验、示范、调

研，对原有标准进行了合并、完善，增加了李的全过程生产

内容，更新了桃、杏适宜的品种、花果管理中增加了的套袋、

摘袋技术、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特别是总结归纳了不同时

期桃、李、杏的修剪技术，扩展了原标准的适用范围、更新

了原标准的技术参数，最终为形成了本标准的修订稿。

标准的栽培技术指标均是建立在科研实验数据的基础

上得出。栽培技术试验均为田间应用试验，通过开展桃李杏

品种适应性筛选、桃李杏栽培密度试验、树形选择及设施光

和参数分析、肥料试验、品质调查产量对比、温室环境监测



与调控等研究，补充完善了技术规程的相关内容；通过调研

总结设施桃李杏采收及包装方式，参考相关病虫害技术防治

规程，补充完善了标准中病虫害综合防治相关内容。

本技术规程中的主要技术数据来源如下：

1、桃、杏、李树新品种引选试验

课题组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福建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引

进了桃树优良品种共 20 个, 杏 5 个，李子 10 个，为了全面

了解新品种在宁夏栽培的各项生物学特性, 在宁夏农林科

学院芦花台综合试验基地, 建立果树资源圃 8 亩，日光温室

4 座，通过对引进品种的生长势、产量、果实品质，抗病性

等调查，筛选出适宜宁夏栽培的设施桃树品种为春雪、突围、

红美、中农金辉、中油 4 号、中油蟠 5 号、中油蟠 9 号、中

蟠 13 号、秦光 3 号为主；杏为太阳、凯特、红丰为主；李

子为皇李子、味帝、风味玫瑰、美国大李、大石早生、红美

丽、布霖。

2、适宜密度栽培试验

桃李杏传统树形为开心型，适宜范围广，试验根据设施

条件限制，选择的树型结构主干型，纺锤形、双层分散型，

采用 1.0 m×2.0 m，1.0 m×3.0 m，1.5 m×2.0 m，1.5 m

×3.0 m，4 种不同株行距进行适宜密度栽培试验。通过对不

同株行距的生长势、产量、品质、抗病性以及田间操作灵活

性进行试验观察，得出适宜我区设施核果类栽培的合理株行



距为以 1.0 m×1.5 m～2.5 m 为宜，行向为南北行。

考虑设施前沿低矮，第一棵树采用开心为主。

3、整形修剪试验

桃、杏、李主要栽培树形主干型。树体培养一年后，第

二年即可结果，果实采收后 10 d 左右，对当年新生出来的

直径超过 0.5cm 的枝干，在基部留 1～2 个芽，其余剪掉，

生长出来的枝条根据情况冬剪时再决定去留。试验结果表

明：对已结果桃枝，冬剪时留下直径粗度 0.3 cm 左右的枝，

留果 1～3 个，整个枝条不会冒条；反之，冬剪时留枝粗度

超过直径 0.5cm 的枝, 大部分前部有桃，后部冒条。这样的

枝，如果需要基部留一枝，可在留枝的前部把后冒的条在本

枝的基部留两芽后剪掉，冬剪时可留基部枝, 其余去掉。

4、树型对桃树果实品质产量调查对比试验

果实品质和产量是衡量树型的主要指标，为了充分验证

主干型树型合理密植的可行性，课题组采用常规的开心型树

型与主干型树型进行果实品质和产量的对比调查。本试验结

果显示 2 种树型果实在果形指数、果实可滴定酸含量之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主干型桃树中、下层树冠的果实硬度均显著

高于开心型桃树果实。而相同冠层开心型桃树果实的单果重

均显著高于主干型桃树；树冠上层开心型桃树果实的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显著高于主干型；中、下层树冠果实的可溶性糖

含量略高于主干型桃树果实。这说明总体上来讲开心型桃树



果实的品质要略优于主干型桃树果实。开心型桃树的单株产

量高于主干型桃树 4.17 kg，开心树形的光照分布均匀，光

辐射强度差异小，有利于桃果单株产量的提高。但从每亩的

总产量来看，开心型桃树亩产量仅占主干型桃树亩产量的

64%，这说明生产上采用主干型可大大提高果实产量。

5、病虫害调查

调查发现，宁夏设施桃、杏、李栽培中，虫害以蚜虫、

红蜘蛛、食心虫发生较多。病害则表现为缺铁失绿黄化症，

根瘤病、流胶病，缩叶病为主。栽培过程中，坚持“预防为

主，综合防治”，科学运用绿色防控技术，合理使用农药进

行防治，可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生。

本试验准确度高，可靠性强，稳定性强。栽培技术在宁

夏地区主要分布于银川市、吴忠市、贺兰县等地，并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实施效果比较明显并有着较广阔的应用前

景。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及建议

本标准是对 DB64/T 666-2010《设施杏促成栽培技术规

程》、DB64/T 1144-2015《设施桃树主干型栽培技术规程》

补充、完善，也是弥补了现阶段，宁夏地区设施杏、李栽培

技术的空白。为我区设施核果类产业的标准化防治提供可靠



的技术依据，建议审批发布为推荐性地方标准。

八、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的制定依托以自治区科技支撑项目“桃树新品种

选育及综合栽培技术的研究应用”（编号：2012ZYN096）和

农林科学院科技攻关项目“核果类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编

号：NKYG-13-13）、“设施桃树高光效主干型整形修剪技术研

究”、“宁夏特色果树种质资源创新与现代集约栽培技术研究

与示范”（编号：YES-16-07）、“苹果、桃轻简栽培与高质量

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编号：2021BBF02014）、宁夏农科院

十三五重大科研项目“宁夏特色果树种质资源创新与现代集

约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编号：NGSB-2021-1）、宁夏农林

科学院对外合作项目“适合宁夏种植的桃、李新品种引进与

配套技术研发”（编号：DW-X-2020003）等相关项目的主要

成果、技术、专利、论文等，属于自主知识产权。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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