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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川阿坝藏羌自治州苹果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栽培与机械研究室 韩明玉 李丙智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孙广宇

川西高原综合试验站 谢红江 陶 炼

3 月 13-16 日，苹果产业体系栽培与机械研究室、病虫害研究室

岗位专家和川西高原综合试验站，对四川阿坝藏羌自治州苹果产业

现状进行了考察，听取了茂县、小金县、汶川县及理县等相关部门

领导有关苹果生产的工作汇报，对阿坝州苹果产业有了更进一步的

认识，结合苹果生产现状、生态环境和市场营销等产业发展要素，

形成如下建议。

一、阿坝州苹果产业发展现状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紧邻成都平原，幅员面

积 8.42 万平方公里，全州辖 13 县，总人口 91 万，是四川省第二大

藏区和全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区。受西南季风影响下苹果产区的气候

冷凉干燥，光照强，日照时数长，年平均为 2200-2300 小时，年平

均温度为 12℃左右，年降雨量 630-720 毫米，降雨量 80%集中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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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因河谷焚风效应显著，蒸发量大，相对湿度低，年平均为 54%。

土壤为山地灰化土和山地褐色土，质地为砂土和轻壤土，PH 值 6-7。

苹果栽培起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主要分布在小金、茂县、理县、

汶川、黑水和九寨沟 6个县，栽培面积 13.2 万亩，品种以金冠、红

星、2001、惠民短枝、嘎啦等为主，由于该区域苹果产量高、品质

优、销路畅、经济效益显著，目前也成为高原藏区农民增收的重要

支撑产业。

二、阿坝州苹果产业发展前景与优势

阿坝州苹果集中分布于海拔 1400-2700 米的高原乡镇，海拔高、

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苹果内在品质好，所产苹果色泽艳丽，质

地细腻，香甜味浓，可溶性固性物高达 17-24%，如新红星果型高桩、

全红果多达 90%以上，金冠果形五棱显著、金黄鲜美、光洁无锈、阳

面着红晕。并且产区远离工矿企业、空气洁净、水质无污染、无检

疫性病虫害，农业用药量少，具有发展有机苹果得天独厚的生态条

件。如小金县金冠苹果曾在 1975 年全国召开的铜川商品苹果鉴评会

上获得第一名、2002 年获得全国西部农业博览会“优质农产品”证

书、2004 年获得国家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证书、2016 年获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产地，因此无论是外观色泽还是内质表现都

超过世界金冠苹果的原产地，是国内优质苹果的最佳生产区域之一。

阿坝州苹果产业目前是比较效益较高的农产品，仅果农不套袋

一项，每亩成本减少 1000 元以上，并且离东南亚销售市场近，有明

显的价格升值和利润空间。并且苹果产区紧临素有童话世界的“九

寨沟”、东方的阿尔卑斯山之美誉“四姑娘山”、红军长征会师地及

高原自然生态旅游区，如将高原苹果产业与丰富的旅游资源、藏羌

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发展绿色休闲观光农业最具有希望与活力的好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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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坝州苹果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品种单一、更新换代缓慢。苹果主栽品种以金冠、红元帅、

红星等品种为主，约占 80%以上，早中熟品种（如嘎啦、红将军等）

不足 5%，新品种更新换代进程缓慢，致使成熟期过于集中，采后市

场销售压力大。

2、基础设施滞后，投入不足。果园基础设施差，水网、路网等

系统尚待完善。部分果园肥力水平有待提高，调查发现苹果园一般

年均投入 1000～1500 元/亩，造成了果园单产低、商品率低。

3、病虫危害较严重，部分果园遭到毁灭。目前苹果园的苹果腐

烂病、白粉病、早期落叶病分布广，危害严重，没有先进技术及药

品，部分果园遭到毁灭。

4、产业化程度低，缺乏龙头企业。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

方面的原因，造成苹果产业化程度低，组织松散，贮运设施落后，

果品的加工几乎是空白。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制约了果树产、供、

销的产业化发展。

四、对四川阿坝苹果产业发展建议

1、抓好典型，优化品种结构，扩大新品种的引进与区试 按国

内最先进的品种、砧木、现代苹果园栽培模式建立示范样板园，实

现一年建园，二年见果，三年见效的短周期高效益现代化苹果生产

经营模式。一方面加强现有“富士、金冠”的果园管理，降低生产

成本，创建高端精品果品；另一方面，依托国家苹果产业技术平台

积极引进华硕、玉华早富、蜜脆、瑞雪、瑞阳等苹果新品种试验示

范。

2、充分利用野生资源，建立优质种苗繁育基地

阿坝州苹果野生资源丰富，是世界上小金海棠的重要起源地，建

议对野生资源进行收集、保护，筛选特异类型，为砧木育种提供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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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材料；同时建立适于本土环境的优质、无毒苗木繁育基地，以满

足苹果产业发展所需。

3、提升研发水平，实现由传统效益向质量优先的转变

虽然阿坝州的“小金苹果”、“茂汶苹果”曾在国内优质果评选中

获奖，但近年来发展缓慢，果园整体的管理水平与技术普及率与国

内优势产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如苹果大树改型、高光效修剪与

疏果等技术措施还做得较差，因此利用“国家苹果产业技术”平台

优势，加强对果农适用技术培训。

4、加大宣传力度，大力打造知名品牌

逐步完善“藏区山宝、苹果真好”的“小金苹果”和“茂汶苹果”

两大品牌，让苹果文化和高原藏区少数民族人文有机结合，让更多

的人“认识、了解、感知” 阿坝藏族羌族等深远的文化内涵，必将

谱写现代高原藏区苹果的新篇章。

报送：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

发送：各苹果主产省农业厅、各功能研究岗位专家、综合试验站站长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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