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温宿县林果业示范园建设方案 

    

一、2023年新定植的红枣示范园管理技术要点 

1、定植技术：严格执行定植程序，贯彻“二步假植、四个坑、

一个桶、 一张膜。生根粉解决和先放水后铺膜”的栽树环节。统

一组织人员按技术规定和时间规定起苗，树栽好后要保证2天内放

上水。制定栽树环节流程图，发放到各相关人员手里，让参与栽

植工作各环节的人员做到心中有底，严格按栽植流程图进行栽树，

保证今年红枣定植成活率。 

枣树定植地保护带要平地起垄、在沟中间挖60x 60厘米坑，

枣树定植在沟内，定植深度不能超过嫁接部分(保持在苗木原入土

深度)，保护带内和埂上严禁间作，保证1．2米的保护带宽度。 

 2、田间管理：加强新植红枣的夏季田间管理，促进苗定植

当年有一定的生长量，为来年早结果，早见效打基础。在6月20

日要结合放水进行第一次追肥，每株50克尿素，分两个坑追施；7



月中旬(7月底之前必须完毕)结合红枣第四次水进行第二次追肥，

每株施尿素50克。为了土壤保墒和提高苗木成活率，沟内铺的膜

当年不揭膜。 

3、越冬保护措施 

(1)及时摘心打顶：于7月下旬前，对1—2年生枣树当年新梢

和二次枝，进行摘心打顶，促进新梢木质化，增强越冬能力。 

(2)增施钾肥：方法一是结合对枣树追肥，加入50克钾肥一起

追施；二是于8月份开始叶面喷施2—3次0。3％的磷酸二氢钾或

草木灰浸出液(10公斤草木灰／100 公斤水，浸泡15个小时)。 

(3)及时控长：8月20日—25日左右控制水肥，特别是控制氮

肥，适当增长磷钾肥，可提高木质化限度，保证树体能在冬季来

临前进入休眠。 

 (4)浇好冬灌水：当年定植红枣的9月份已灌过水红枣幼树(间种

小麦和棉花的)，不浇冬灌水。9月份未灌过水红枣幼树(间种小麦

和棉花的)，于10月27日前完毕越冬水的浇灌工作；冬灌只能沟灌



浇跑马水，特别是复播麦子的枣树，以保证能在土壤封冻前埋上。 

  (5)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具体防治措施为：9月下旬，清除田间

杂草、喷施菊酯类农药防治，也可用杀虫灯诱杀，10月上旬进行

第二次防治。 

  (6)截干、埋土：新定植红枣于冬灌后，埋土前，在树高50厘

米处进行截干，截干部位以下的二次枝保存不剪；土壤封冻前(11

月初)，树体不包扎直接用干土(含水量60％的土)将树体压埋，埋

土厚度要在30厘米。高度50厘米以上；2年生以上树，把树干50

厘米以下部位培土(含水量60% 的土)，高50厘米、厚30厘米，防

止野兔等动物啃食和冻害。埋土必须用干土，特别是地下水位较

高、土壤粘性重的下潮地，一定要用干土埋土，以防损坏树体，

11月10日前完毕越冬埋土工作。 

二、2023年直播酸枣重要技术措施 

1、地块的选择：一般适合棉花、小麦栽培的土地均可进行红

枣直播造林，以土地平坦、背风向阳、周边有防护林带、地下水



位1．5米以下，耕种数年的肥沃土地(沙壤或壤土地)为最佳。 

2、播种前的准备工作 

选择播种机：红枣播种机宜选用老式窄膜(60厘米)播种机，棉

花播种机也应尽量选择2．3米宽的播种机，保证播种的酸枣保护

带宽度1．2米以上。 

种子选择：采用新鲜的酸枣仁，成熟度95％以上，种皮褐红

色、有光泽、无霉变、种仁饱满、大小均匀，瘪子率不超过3％，

破碎率不超过5％，发芽率80％以上，净度达成95％。不需冬季

沙藏解决，冬季只 需将枣仁放在通风干燥处保管，注意鼠害即可。 

3、播种 

整地：适墒犁、耙、耱，土地达成细、碎、松，平、均、净

六字标准。 

播种时间：温宿县一般年份在四月上中旬播种(与棉花同期)。 

铺滴灌带：为保证枣苗健康生长，提高次年的嫁接率，有条

件的地方应尽也许在播种行边铺设滴灌带，以解决用水矛盾。 



播种方法：根据造林规定，按行距划线，先用老式窄膜(60厘

米)播种机播单行枣仁，再在行内播棉花。播种后逐行检查，压膜

覆土，增长部分腰埂，防风揭膜。 

4、出苗后的管理 

 (1)定苗：当幼苗长至5厘米时，按株距10—12厘米左右定苗，

一个播穴保存1株苗，定苗时留大苗去小苗、留壮苗，同时将穴内

杂草拔除。 

 (2)肥水管理： 沙壤地播种枣苗高约10厘米左右时，  即可

浇头水，粘土地头水可适当延后(根据土壤墒情)，头水应少量快速。

结合浇水可追施化肥，每亩施尿素8公斤、二胺10公斤左右，以后

隔20天左右浇水1次、追肥一次。每次浇完水，要中耕，提温保墒。

苗高40厘米时，摘除枣头顶芽，克制生长，促进茎秆加粗生长。 

 (3)留足保护带，促枣苗早发：凡保护带宽度局限性1．2米

的棉田，特别是长绒棉田，对保护带两侧的四行棉花要提前打顶，

最终高度控制在70厘米以内，以保证当年播种苗快速生长。 



 (4)病虫害防治：重点加强六—七月份对红蜘蛛的防治，用

1．8％爱福丁8000 倍+渗透剂混合后喷雾或者扫螨净2023 倍液喷

雾进行防治，切忌喷施除草剂。 

5、嫁接和嫁接后的管理 

枝接：枝接时期为播种次年开春、枣芽刚开始萌动至发芽前5

—10天内或者夏季五月底至六月上中旬。枝接采用切接或劈接。

有接穗来源的，可以随接随采；无接穗来源的，可在修剪时分品

种用湿沙贮藏或由内地调运解决好的接穗。 

嫁接高度：为提高苗木抗性，宜采用高位嫁接(10厘米以上。 

接穗采集和贮藏：接穗应尽量从本地苗木上采集。越冬前，

把苗木清干下来的枣头枝，剪成接穗，蜡封后放在冷库内贮藏。

或在枣园修剪时，采集接穗，蜡封后放在冷库内贮藏。 

嫁接后的管理： 

 (1)留足保护带，促嫁接枣苗早发：凡保护带宽度局限性1.2

米的棉田，特别是长绒棉田， 对保护带两侧的四行棉花要提前打



顶，最终高度控制在70厘米以内，以保证当年嫁接苗快速生长。 

 (2)加强肥水管理，沙壤地枣苗嫁接30天后(嫁接后15天，接

口即愈合)，即可放头水；粘土地头水可适当延后(根据土壤墒情)，

头水也应少量快速。七月中旬前，为促苗，应做到一水一肥，使

苗木正常生长。 

 (3)嫁接后要及时抹芽、除萌，共需进行3—4次。苗木长至

40—60厘米时摘心(宜在七月下旬之前进行)。 

 (4)棉田7月1 5日以前，喷施的各类保花保果、农药、缩节胺

等生长调节剂，要采用措施，避免喷到枣苗上。 

 (5)生长期(五—七月)重点防治红蜘蛛和枣蛆(枣瘿蚊)1—2

次。9月下旬至10月下旬进行2次大青叶蝉的防治。 

 (6)控水控肥：沙壤土在七月二十日开始；粘土、下潮地或有

盐碱的地在七月初。 

（7）越冬保护：十月下旬十一月上旬，苗木清干(在苗木30

厘米处截干并剪去所有二次枝)或全株用稻草等包扎后，再用干土



所有埋土越冬。 

注意事项：为解决棉花和红枣用水矛盾、促进苗木加粗生长，

保证次年80％以上的苗木可以嫁接，在苗木出齐后，及时修建放

水沟，并于5月初结合小麦第二水给枣苗放头水并冲施肥，结合棉

花头水在枣苗放水前施第二次，以尿素为主；7月结合放水，再施

一次肥，以二铵为主。 

三、幼龄红枣示范园重要管理技术措施(2-4年生红枣) 

1、冬季整形修剪： 

定植次年(一年生)，根据树势生长情况拟定修剪限度。没抽生

枣头枝或枣头枝细弱，可于春季萌芽前在15厘米左右截干，重新

促发健壮枣头枝，形成整齐的园相和长势，来年进行整形修剪。 

对于枣头生长良好及健壮一年生枣树及截干后次年的枣树，

可于2—4月，在50-70 厘米整带外选3-5个方向好的二次枝留一节

进行短剪，促发枣头枝来培养第一层主枝，其他二次枝可视树势

情况让其结果缓和树势。 



对100 厘米以下无枝的光杆树，可采用在100 厘米处截干方法

刺激下 部产生新枣头，培养第一层主枝。 

第四年(三年生树)：在干高1．8米处选留2-3二次枝(与第一层

错开) 留1-2节短截，培养第二层主枝(中心干高度不够高的，可在

中心主枝留5—6节短截，下一年培养第二层主枝)；对第一层主枝

延长枝头，留40厘米短截，对剪口下平生或斜向上的第一个二次

枝，留1—2节短截，培养侧枝。 

二层之间的枝，根据空间大小拟定剪留长度，培养成结果枝

组。 

2、肥水管理： 

基肥：秋季果实采收后(9月下旬—10月)，株施入有机肥50

公斤， 配合加入适量氮素化肥，施肥部位在树冠滴水线下； 

追肥：每年4次，第一次在萌芽前(4月中旬)，株施尿素100 克；

第二次在盛花期(6月上中旬)，株施尿素150 克，磷肥100 克或磷酸

二胺； 第三次在幼果发育期(7月上旬)，株施尿素200 克和100 克



确磷钾肥；第 四次大果实膨大期(8月上旬)，株施200 克尿素和200

克磷钾肥。 

灌水：重点抓好催芽水(4月上中旬)、助花水(6月上中旬)、坐

果水 

 (7月上中旬)、膨果水(7月下旬—8月上旬)和冬灌水(10月20

日前)． 

3、病虫害防治：重点防治红蜘蛛、枣瘿蚊、介壳虫，一方面

要抓好萌芽前石硫合剂的使用，在此基础上做好各关键时期的防

治工作(具体参照红枣栽培规程)。 

4、夏季修剪： 

抹芽：5月上旬对各部位萌生的枣头，不需留用的从基部抹去。 

摘心：5月中下旬，对新生枣头留3-4个二次枝摘心，二次枝7

—8节时摘心。 

盛花期喷微量元素：0．2％-O ．3％的硼砂。 

花期放蜂：每10亩地放1—2箱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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