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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苹果种苗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育种与资源利用研究室 韩振海

十五年来，我国苹果产业规模一直稳居世界第一；截至 2012 年

底，我国苹果栽培总面积已达 2060170 公顷，总产量已达 3700.16

万吨，分别占世界苹果栽培总面积（4842822 公顷）和总产量（7637.87

万吨）的 42.64%和 48.45%。

一、国内外苹果种苗繁育的现状及问题

1、国外苹果种苗繁育的现状

虽然各国在品种、砧木选用上略有不同，但果业发达国家在苹

果苗木繁育上做法相同、规格相似，都是有计划地培育果树分枝大

苗。具体表现在：

（1）注重市场研究，有计划繁育苗木。多年来，果业发达国家

在果树种植规模上一直处于基本平稳或相对稳定发展阶段。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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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新增果园较少，淘汰老果树及更新换代有比较明确的规划；

另一方面，各省（州）市、甚至全国，果协组织活跃，市场信息畅

通。因此，无论对育苗企业或农民（组织），还是对果农种植者，都

能做到准备充分，计划性强。

（2）以企业和有资质的农民组织为主。欧美日等果业发达国家

以成龄果园为主，新建果园量很少，且新建果园用苗都是带分枝大

苗。所以，果树苗木的繁育，繁育规模有大有小，但在欧美以大型

苗圃企业为主；在日本，则是以有资质或长期经验的农民组织（个

体）为主。

（3）技术成熟先进，育苗规格高。对苹果砧木、尤其是矮化砧

木的繁育，一直采用成熟的压条繁殖方法；其后选用不带病毒的接

穗进行嫁接，繁育大苗。在此基础上，近年来，他们研发形成Knip 苗

木繁育技术模式，培育优质果树分枝大苗，植株高度1.8 m -2.0m，

分枝数量可达30个以上，质量优，且程序规范，高效快捷。

2、中国苹果种苗繁育的现状

苹果为多年生木本植物，在其种苗繁育中，种子播种繁殖常常

仅用于砧木的繁育；而种苗繁育，目前生产上经常采用的是以嫁接

为主要方式的无性繁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苹果栽培总面积由 1980 年的 744521 公顷

发展至 2012 年的 2060170 公顷；即是按我国传统的大冠稀植 600 株

/公顷粗算，这 35 年使用的苹果苗木已经高达 7.894 亿株，这其中

还不包括更新或淘汰的数十万公顷果树（如山东省的 20万公顷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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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2 亿株）所用的苗木。

由于我国没有专业的苗木繁育机构和企业，这些苗木几乎都是

农民个体、少量农民组织及少数科研或推广机构繁育的；加之我国

没有果树发展的国家、区域发展规划，受地方政府和领导快速发展

产业、致富农民的良好意愿下的“冲动性”决策，对多年生果树苗

木往往是临时、急迫、大批量的需求，而不管市场上是否有苗、不

顾苗木的生长发育规律和苗木质量。因此，虽然我国也有很多果树

种类苗木质量的行业标准（农业部制订）、地方标准（很多省市制订）；

但实际上，30 多年来、以及现在，我国苹果生产上应用的果树苗木，

既有符合质量标准的，更多的是不符合标准、速成的小苗、弱苗、“三

当苗（当年播种、当年嫁接、当年出圃）”；更有甚者，还有一些是

用大苹果籽播种用作砧木而繁育的苗木。

与此同时，还需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近年来，随着苹果耕作栽

培制度的转型，在我国尚无成熟、大规模推广的自育矮化自根砧的

情况下，很多地方从国外、特别是欧洲进口了大量的矮化自根砧苹

果大苗，这些苗木都是欧洲国家（荷兰、意大利等）以成熟的压条

繁殖技术繁育的。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仅山东、陕西、北京等省

市已从欧洲进口 M9-T337 矮化自根砧苹果大苗已超过 10 万株，抵达

果园价格每株约 80 元。国内对苹果苗木的大量需求及进口苗木高昂

的价格，激发了国内对大苗繁育技术研发、苗木繁育的热情，陕西、

山东、辽宁等省的一些单位和企业已开始矮化苹果自根苗大规模压

条繁殖技术的熟化研发，并相应地繁育了数量较大的自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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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苹果种苗繁育存在的问题

（1）整体上苹果种苗业还处于无序状态。无论是否具备条件、

技术，不管是否掌握质量标准，我国的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可以

繁育苹果苗木，且大多是农民各自为战、自繁自销，苗木繁育盲目

混乱。

（2）苗木质量良莠不齐。如上所述，总体上看，由科研或推广

机构及部分农民组织及农民繁育的苗木基本符合质量标准；而一些

农民个体及少数农民组织繁育的苗木，虽繁育速度快、销售“得力”，

但往往不符合果树苗木质量标准，小苗、弱苗、“三当苗”、甚至大

苹果籽苗占比很大。

（3）病毒病大发生隐患日增。一方面，由于砧木、特别是接穗

的采集不规范，已用带有病毒的（砧）穗育苗，使幼园病毒病发生

的风险加大；另一方面，前些年栽植的带病毒果树、以及成龄园栽

培管理中疏于防范病毒病，使我国目前栽培种植的苹果树的带毒率

较高，严重制约产业可持续发展。

（4）技术研发水平相对滞后。传统上，我国苹果苗木繁育一直

采用种子实生播种、嫁接繁殖。由于以前没有或极少用自根砧，所

以，对压条繁殖、扦插繁殖、甚或组培繁殖技术在少量、零星的研

究后，多不了了之。近年来，随着对分枝大苗的益处的充分认识，

加之国外苗木质量的刺激，虽已开始进行相关技术研发及大苗培育，

但明显显示出我国在育苗技术研发水平上的滞后性。

（5）监管不力、甚或尚无监管。虽然客观上尚存不足，但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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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进口、还是国内省际间调运，我国对果树苗木一直要求进行

检疫性病虫的检验检疫。除此之外，对果树苗木繁育资质、品种（砧

木）来源及纯度、是否带病毒及带毒情况、包括嫁接工技术在内的

繁育技术、苗木（出圃）规格等，尚无机构和部门负有监管职能，

处于监管死角。

三、对我国发展苹果种苗业的建议

1、苹果种苗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1）统筹规划，制定种苗业发展计划。

我国果树产业的产值已在 9000 亿左右，仅苹果业产值已近 2000

亿元；果树业无疑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和农民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

是广大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苹果是多年生木本作物，

一佚定植，在该地块上生长结果十至数十年；期间若品种（砧木）

不对或不纯、病毒病或检疫性病虫害发生、甚至产业结构调整或市

场长期萎靡等原因，需要刨树，则会造成很大的土地、经济、劳力

等方面的损失。因此，国家行业主管部门、省（市）、甚至诸如中国

工程院等重要的咨询机构或行业学会等，应该在做出优势产区规划

之后，还应对其区域、中长期布局做出规划，并就此做出种苗业的

发展计划。

（2）修订、甚至新订有关苗木质量标准。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国家林业局等部门已经制定了很多果树种类的苗木质量标准，

一些省市也制定了部分果树苗木的地方标准。但随着我国果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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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发展和耕作栽培制度转型，对果树苗木繁育的方法、出圃苗

木的规格等都有所变化，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应与时俱进，对

已有标准进行修订，并对尚缺的繁育变化较大的类型进行新订或重

新制定苗木繁育与质量标准。

（3）建立稳定、可靠、长期的果树原原种平台、一级繁育圃。

我国果树病毒携带情况较重，病毒病大发生的隐患较大。实际

上，我国在果树病毒脱除、无病毒苗木繁育技术方面已有较好基础。

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等单位在30年前就开展了苹果病毒检测和脱

除的研究；农业部在近30年来支持建立了数个脱毒中心、果品及苗

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遗憾地是，由于体制、经费、人员、条

件等的不稳定性，这些中心的作用没有充分、完全发挥。所以，应

尽快、尽早从顶层设计上予以布局。一方面，对上述已经建立的中

心重新论证检查后，给予运行经费保证；并根据布局需求，补充新

建少数中心。另一方面，在具有条件的国家级科研单位或高校建立

持续支持的稳定、可靠、长期的脱毒果树原原种平台；在各主要优

势产区所在省市，建立符合条件、保证纯度和质量、具备需求繁育

能力的一级繁育圃。

（4）监管

鉴于我国正处于建立完善市场化的阶段，果树为农民致富的多

年生经济植物、而果树种苗繁育又值鱼龙混杂状态，因此，除对检

疫性病虫害予以检验监管外，为建立规范的我国果树种苗繁育体系、

保证我国果树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还应对种苗繁育者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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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砧木）纯度、病毒病、苗木出圃规格等给予认证和监管。认

证和监管方可以是农（林）业、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政府部门，也

可以是全国性、至少是省一级专业学会或协会。

（5）信息网建设

目前，可以说是信息泛滥、网络群立，部门、 机构、群体、甚

至 3-5 人的小企业或个人都建有自己的网站。但一方面，网站间信

息的通用性、共享性很差；另一方面，网上信息的全面性、客观性、

真实性、时效性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所以，建立全国性的果树种

苗繁育信息网具有公益性、普惠性、急迫性的重要作用。比较可行

和有效的办法是由认证和监管方建立，要求所有育种单位、原原种

平台、一级繁育圃、种苗企业和苗木繁育者必须将有关种苗及其繁

育的信息客观、真实、适时上网，且主要负责对网上申报销售的繁

育苗木的相关情况进行认证和监管。这既有利于我国果树种苗繁育

产业的有序、规范和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企业的专业化及农民合作

组织的形成；同时，无疑对发展果树的地方政府、企业、果农，在

获取全面信息、科学决策、合理购买和调运质优价适苗木上大有裨

益。

2、发展现代苹果种苗业的可能形式

现代苹果种苗业者应该具备：（1）预测并开拓市场的能力，（2）

专业育苗队伍及繁育苗木技术，（3）从一级繁育圃、至少是正规渠

道和健壮果树上获得品种纯、质优的接穗，以及适合应用区域的纯

度高、健康的砧木或种子，（4）良好的土地、资金等条件，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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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行业声誉。

因此，根据我国国情，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引导、培

育具备上述部分或大部分条件的企业、农民协会或其它农民组织、

一些科研事业单位或技术推广单位尽快发展满足上述所有条件，成

长为专业化、正规化的果树种苗繁育者，最终在全国或区域内形成

能满足全国果树种苗需求、规模较大、质量和信誉可靠、但数量不

多的现代果树种苗企业。

3、发展苹果种苗业的技术支撑

（1）苹果苗木现代繁育技术

苹果苗木繁育技术多样，仅砧木苗即可实生播种、压条、扦插、

甚至组培繁殖。我国苹果生产上，常用的措施是实生播种繁殖砧木

苗，而后进行一次或二次（中间砧）嫁接繁育形成苹果生产用苗木。

这种传统的繁殖方法技术简单，但繁琐、用工多、繁殖效率较低；

且与无性系苗木比，整齐度也差。随着耕作栽培制度转型对苗木质

量、繁育效率的高要求，且为有利于现代种苗繁育平台的培育，应

尽早尽快研发熟化包括压条和扦插、甚至组培繁育技术。

（2）病毒检测与脱毒技术

目前，我国苹果上发现或可能携带的病毒病高达 22 种；其中，

潜隐性病毒有苹果褪绿叶斑病毒、苹果茎沟病毒、苹果茎痘病毒、

苹果卷叶及衰退病毒、扁果海棠鳞皮病毒、扁果海棠矮缩病毒、苹

果接合病坏死病毒等 7 种，非潜隐性病毒有苹果花叶病毒、苹果绿

皱果病、苹果星裂果病、苹果锈环果病、苹果粗皮果病、苹果环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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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病、苹果锈果病、苹果锈瘤果病、苹果叶皱纹病、苹果绿斑驳病、

苹果土拉花叶病、苹果扁果病、苹果丛簇病、苹果马蹄伤病等 15 种。

虽然我国对大部分病毒的检测、脱除能力已有基础，但在技术层面

上，一方面，应加快完善对这些病毒的稳定检测和脱除技术；另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尽快地研发脱除完全、低成本、易操作、规模

化的无病毒苗木的繁育体系，获得批量的无病毒果树苗木。

（3）分枝大苗繁育技术

我国传统的苹果育苗方法一般在苗圃需要两年，定植后最早三

年见花、五年量产；而发达国家苹果无性系繁殖的分枝大苗，在苗

圃一般需要三年，定植后最迟二年见花、三年丰产。实践已经充分

证明，分枝大苗定植，既节省土地，果树又结果早、丰产稳产性强，

而且园相整齐，栽培管理上相对省力、简单、高效。所以，应研发、

熟化适合我国国情的分枝大苗繁育技术，并大力提倡定植应用分枝

大苗。

（4）种苗繁育的省力化、机械化

劳动力短缺、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短缺以及劳力成本逐年上升，

已成为包括果业在内的农业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劳力成本近

10 年来则以年均 10-15%的增幅一直上升。果树种苗繁育是一个技术

和劳力密集型的产业，所以，无论从解放劳动力、降低劳动强度及

减少成本，还是从提高劳动效率、育苗标准化和苗木质量及苗木繁

育效率的角度，都应尽快、全面的研发苗木繁育过程中挖沟（坑）、

土地整理、除草、施肥灌水、应用覆盖物或锯末等物料、嫁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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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修剪、起苗打捆、分级装运等系列的机械设备和省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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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