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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苹果产业的影响与建议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苹果产业的影响，苹果体系组织有关岗位

专家、试验站长对主产区技术推广部门、涉果企业、专业合作社、

苹果种植户进行调研，并提出建议。现总结报告如下：

一、疫情对苹果产业的影响

（一）对贮藏销售的影响

1.贮藏企业处于停工状态，苹果销售、出库停滞。库存苹果规

模化批发和物流渠道基本阻断，出库运销活动基本停滞。春节前后

本是苹果贮藏企业出库销售的旺季，苹果销售进度高度依赖春节需

求、消费旺季，但今年春节期间遭受疫情重大冲击，加之春节前苹

果销售、出库就偏慢，疫情管控又导致春节后苹果销售、出库、物

流停滞。疫情管控导致人员流动难、物资采购和物流难，涉果企业

复工难；疫情管控导致市县镇村组封闭及苹果零售市场、产地市场



封闭，零售活动基本停滞。目前苹果库存量仍达到 1200 万吨左右，

未来销售压力加大，存在价格风险。

2.苹果产区果农简易贮藏苹果损失严重。苹果产区果农采用土

窑洞、窖藏、保鲜袋等简易贮藏技术贮藏的苹果占到全国苹果总贮

藏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即 2019 年产季约 600 万吨。但属于简易贮藏，

存在贮藏期短、贮藏效果差等问题，主要针对春节前后县乡村本土

市场需要开展销售活动。疫情管控及本体市场封闭，这类库存苹果

不能正常按期出库，随着近期气温回升加快，库存苹果病害（侵染

性的炭疽病、轮纹病和生理性病害虎皮病、二氧化碳伤害等）相对

严重，这类果农面临巨大损失。

3.苹果出口受阻。针对果品出口涉果企业的调查发现，短期内

由于国内交通、人流管控，涉果企业外销果品至口岸之间的物流几

乎停运，企业签订苹果出口订单面临的风险太大。如果现行的疫情

管控方式持续时间较长甚至更加严格，则苹果出口目的地国家可能

以疫情风险管控为理由减少甚至禁止进口我国苹果，并我国果品出

口造成重大影响。

（二）对苹果栽培管理的影响

1.疫情防控日益趋紧趋严，涉果企业、苹果合作社及苹果户难

以组织正常的果园生产资料准备、春季田间作业管理、技术培训等

活动。但果园春季管理延后，果树修剪、果园施肥、清园、重茬果

园改造等管理效果和质量难以保证。

2.县乡村庄封闭、交通管制、物流不畅等管控措施，导致果农

及田间服务队流动困难、下地困难，果树整形修剪、果园土肥水管

理、土壤耕翻、覆盖保墒、接穗及苗木采购和新建果园、果农田间



培训等农事活动基本停滞。特别是 2020 年春节较早，较为寒冷的地

区 50%左右的果园尚未进行冬剪，负面影响严重。

（三）疫情对农资和苗木供应可能的影响

1. 农资短缺问题。疫情管控以来，农资批发及物流基本中断，

苹果产地的农资零售系统基本停止运营，导致 95%的果农出现化肥、

农药等农资严重短缺，采购及网络成本明显上升。伴随着苹果产区

严格管控疫情，普遍封村、关店及区域交通封堵，苹果户采购农业

生产资料困难、购买苗木困难、雇佣劳动力困难，苹果园春灌施肥、

清园施药、新建果园及苗木管护等季节性农事活动、管理工作基本

停滞。

2.苗木销售问题。春季前后是苗木企业的销售旺季，但受此次

疫情影响，前来采购苗木的客户为零。加之交通管制等，运销、物

流队伍严重不足、成本奇高。如果这种持续超过 45 天，2020 年苹果

苗木企业的经营将非常困难。

3.入库苗木假植管理问题。大量苗木起苗入库后，无法按时、

按标准进行检查与喷药管理。入库后即使发现存在假植问题也缺乏

劳动力处理和管理，严重影响苗木存储质量和 2020 年春季苗木销售

进度和定植建园质量。

4.苗圃管理问题。各地实施封村措施，很难雇到劳动力，导致

苗木企业的五项重要农事活动基本停滞，影响严重、损失严重：一

是春季苗圃清园工作。二是春季苗木嫁接工作，并影响 2020 年秋季

苗木出圃数量和质量。三是春季苗木栽植任务，影响 2020 年秋季嫁

接任务及 2021 年苗木出圃数量和质量。四是组培室苗木培育任务完

全停工。苗木扩繁周期为 30 天，超过 30 天组培苗的活力减弱、扩



繁系数减弱，且很容易被污染。如果持续停工，整个组培室前期所

生产的苗木会陆续死亡，预期损失惨重。五是待销售苗木春季起苗

任务。

（四）整体形势研判

1.如果疫情管控在 2 月底结束或松动，对苹果春季管理及后续

影响不大。

2. 如果疫情管控延续至 3月上中旬，将对苹果树修剪、春季灌

溉施肥、果园清园、重茬果园改造、苗木出圃等春季果园农事操作

和管理具有影响。

3.如果疫情管控延续至 4 月上旬的开花期，春季灌溉施肥、病

虫害防控、疏花疏果等田间管理受到影响，将严重影响 2020 年苹果

产量与质量。

二、主要建议

1.地方政府，特别是涉果主管部门就疫情防控的程度和措施的

针对性进行精准研判，聚焦果树整形修剪，果园土壤及肥水管理，

果园清理及病虫害防控，有序缓解肥料、农药、果袋等生产资料生

产与供应，研究制定启动恢复苹果园春季生产管理活动的解决方案。

2.在疫情管控期间，鼓励果农通过网络收看和学习果园管理方

法和技术，或者专家在网上开通直播或者咨询热线，为广大果农或

者农技人员提供线上服务。禁止聚集性室内技术培训，尽量避免统

一现场培和指导。加强微信群交流和网上视频指导和培训。

3.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协同研究解决类似苹果等生鲜农产品的批

发、交易、物流、分销问题，有序恢复苹果交易、物流和市场供应。

4.在舆论宣传方面，关注苹果产业发展，特别是因地制宜引导



市场、帮助果农及涉果企业制定有效的营销方案。

5.地方政府应该出台特殊政策，组织和支持农资企业、农资供

应商适时恢复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物流和供应，并帮助其解决面

临的提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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