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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7-27 日，受短时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山东省出现

多次大范围冰雹，其中 5 月 17 日和 5 月 23 日两次最为严重。为准

确评估此次雹灾对山东苹果产业的影响，自 5月 18 日至 5 月 28 日，

苹果产业技术体系花果管理岗位会同烟台、青岛和威海苹果综合试

验站通过电话、微信、实地调查等方式，在各有关市（县）果树推

广部门的积极协助下，对此次雹灾进行了调查。现将灾情发生情况

及灾后应急措施报告如下：

一、调查方法

1、调查范围

通过对当地果业部门此次雹灾信息的汇总，对烟台、青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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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淄博、临沂和潍坊苹果主产区进行了雹灾调查，调查的果园有

平原地、山坡地、河滩地 3 种类型。

2、调查方法

（1）对重点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对受灾程度较轻的地区通过电

话、微信的方式进行问询调查。

（2）雹灾程度分级。如表 1 所示：轻度危害果园：幼果损伤较

轻，损失率﹤30%；中度灾害果园：幼果雹伤较重，损失率 30%~65%；

重度灾害果园：幼果雹伤重，损失率＞65%，枝条韧皮部出现开裂；

极重度灾害果园：幼果损伤严重，损失率约为 100%，树干、枝条韧

皮部开裂，叶片大部甚至全部脱落。

表 1 雹灾程度分级

危害程度 描述 冰雹危害症状

轻度
幼果损伤较轻，损失率﹤

30%。

中度
幼 果 雹 伤 较 重 ， 损 失 率

30%~65%。

重度
幼果雹伤重，损失率＞65%；

枝条韧皮部开裂。

极重度

幼果损伤严重，损失率约为

100%；树干、枝条韧皮部开裂；

叶片脱落大部甚至全部。

二、受灾情况统计

全省苹果受灾面积近 23.9 万亩（表 2），以青岛、威海、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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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胶东半岛苹果主产区受害较重，尤其青岛莱西市榛子沟村周边果

园雹灾达到极重度，冰雹密度大、树体危害严重；此外，淄博的沂

源县和临沂的沂水县受害也较重，尤其是沂源县的燕崖、中庄苹果

主产乡镇，重者果园减产一半以上。经统计，全省极重度灾害果园

约占 2%，重度灾害果园约占 13%，中度灾害果园约占 30%，轻度危害

果园为 55%左右。

表 2 山东省冰雹受灾情况统计表

地区 受灾面积（万亩） 受灾区域

青岛 5.3 平度、莱西、即墨

威海 4.6 文登、南海新区、乳山、荣成

烟台 7.5 莱州、莱阳、栖霞、招远、牟平

淄博 3.7 沂源

临沂 2.5 沂水、费县、平邑、莒南

潍坊 0.3 诸城、安丘、临朐

三、灾后应急管理技术

1、清理果园，减少病原

雹灾发生后，及时清除残枝落叶、落果，疏除伤口较多、树皮

破损严重的枝条，并集中销毁，减少传染源；对于雹灾过后有积水

的果园，要及时排水，防治涝害。此外，由于雹灾后树体伤口多、

树势弱、抗病能力下降，要加强防控措施，隔 10～15 天喷施一次杀

菌剂，如 70%甲基硫菌灵 800～1000 倍或苯醚甲环唑 2500 倍，连喷

2～3 次。

2、伤口保护

对于雹灾重度危害的果树主干、主枝和一些较大侧枝的皮层被

冰雹打伤后，应及时剪除翘起的破皮，涂抹果树康、波尔多浆或腐

必清等保护性药剂，提高伤口的愈合能力；对一些较大的主枝，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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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面积在 1cm
2
以上的伤疤，涂抹药剂的同时，用塑料膜包扎伤口，

促进伤口的愈合。

3、整形修剪

对于极重度危害的枝条，由于雹伤密度大、破皮重导致无法恢

复。此类枝条需从基部或完好处剪掉，促使其重新萌发新的枝条，

尽快恢复生产。

4、疏果定果、套袋

此次雹灾跨度时间较长，且又发生在果实套袋前，各产区疏果

定果工作进度不一。对于未完成疏果定果的产区，严格进行精细疏

果定果，最大限度减少产量损失。对于未完成疏果定果的产区，特

别是重度危害的果园，充分利用轻伤和中度受伤果坐果，在避免病

害的基础上尽量做到多留果，以压树势，避免旺长。对于创伤程度

较轻的果实，根据受伤程度及时套纸袋或膜袋，以增加果品商品率，

降低损失。

5、补充营养、恢复树势

由于枝叶受伤甚至被打落，果树合成有机营养受阻，会造成树

势衰弱。因此，应及时进行树体追肥。可选择叶面喷施氨基酸叶面

肥或 0.2%-0.3%磷酸二氢钾，每隔 10 天一次，连喷 2-3 次；也可趁

土壤潮湿及时追施果树专用肥和复合肥等速效肥，每株 0.5-1 公斤，

浅沟施入。

四、冰雹灾害的防御措施

雹灾是近年来我国苹果产业面临的多发、频发的重要气象灾害

之一，雹灾防控是保障产业高效、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现

提出冰雹灾害防御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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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划种植，适地适树

冰雹灾害具有局地性强、历时短、受地形影响显著、年际变化

大、发生区域广、季节性、时间性等特点。一般冰雹灾害的影响范

围宽至数千米，一次降雹时间只有 2-10 分钟，且越复杂的地形，

冰雹越容易发生，在同一地区会连续发生多次冰雹灾害。一般出现

在 4-10 月冷暖空气活动频繁时期。苹果属多年生植物，具有相对

长期的固定生长地的特点。因此，发展果树产业时尽力避开易雹地

带。

2、加强预测预报

对于冰雹灾害，需要气象部门不断提高对强对流天气的跟踪监

测能力，在发现云层变化剧烈时要提前做好准备，充分借助网络、

媒体、电视平台发布预警信息，以便广大果农采取 防御措施，避免

或减轻损害。

3、人工防雹

架设防雹网。可根据果园地形选平面式搭架，架高 4m，管距

15-20m，45°下地牛(拉斜线牵引)，管底焊十字架，并用混凝土固

定，管与管之间用 8#铁丝连接，再用 10#铁丝拉网。如果是新建矮

砧密植果园，建园时就搭建有果园支架系统，可配合支架加盖果园

多功能网，不仅能防雹，还兼具防鸟、防霜等作用，一网多用。

高炮或化学催化剂法防雹。利用高炮携带适量干冰或碘化银等

催化剂进入云层，通过化学作用抑制冰雹的形成；或是在积雨云形

成之前便把催化剂送入气流中，增加雹胚数量，减小冰雹体积。

优化果园生态，改善微域环境。建园时在果园四周营造防护林，

通过改善地形地貌来破坏冰雹的形成条件，达到预防冰雹灾害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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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提高农业保险服务能力

一方面在准确把握农业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风险保障需求基础

上，加快形成广覆盖、差异化、个性化的涵盖财政补贴基本险、商

业险和附加险等品种的农业保险产品和包含事前风险防预、事中风

险控制、事后理赔服务的全流程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要协调好地

方龙头企业、农业大户和社会群众组织，拓宽融资渠道，成立防雹

协会，增强群众的防灾抗灾意识。确保防雹工作朝着正规化、高效

化的方向发展。

图 1 专家实地考察受灾果园 图 2 专家对雹灾情况进行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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