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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攀枝花市水利局提出。

本文件由攀枝花市水利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攀枝花市水利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董丽艳、彭洪恩、尧美英、朱军保、范洪梅、杨德文、晏军、叶小胜、陈开

荣。

本文件首次制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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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桃渗灌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雪桃渗灌的术语和定义、栽培、灌溉和病虫害防治。

本文件适用于雪桃渗灌的运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T 50363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

GB/T 50485 微灌工程技术标准

GB/T 8321.6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六）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3.1

渗灌技术 Infiltration irrigation technology

借助工程设施将水送入地面以下，并从缝隙或孔洞渗出，以浸润根层土壤的灌水方法。

3.2

灌水定额 Irrigation water quota for one time

生长期内，单位灌溉面积上的一次灌溉水量，单位为 m³/667m2。

3.3

灌溉定额 Totle Irrigation water quota for one season

作物生育期内单位面积上的各次田间净灌溉用水量之和，单位 m3/667m2。

3.4

灌溉制度 Iirrig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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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作物需水特性和当地气候、土壤、农业技术及灌水等因素，按作物生长期的需水要求所制定的

灌水次数、灌水时间、灌水定额及灌溉定额。

3.5

灌水周期 Irrigation Cycle

指在灌水定额和日耗水量的条件下，能满足作物需要，两次灌水之间的时间间隔。

3.6

轮灌 Rotational Irrigation

同一级管道在一次灌水延续时间内轮流输水的工作方式。

3.7

萌芽期 Budding stage

每年结束休眠，叶芽、花芽开始萌发至花序将要露出的时期。

3.8

座果期 Fruiting stage

座果指经授粉受精形成的幼果能正常生长发育而不脱落。

3.9

基肥 Basalfertilizer

每年果树的生长季末，结合土壤耕作所施用的肥料。

3.10

追肥 Additional fertilizer

在作物生育期内结合作物生长发育需要所施用的肥料。

4 栽培

4.1 建园与定植要求

4.1.1 建园

在海拔 1800～2600m区域，雨量较少，相对湿度较低，阳光充足，土层深厚，pH值 5.5~6.5之间，

排水良好的沙壤土建园为宜。

4.1.2 4 定植

选择生长健壮、顶芽饱满、根系发达、无机械损伤和无病虫害危害的苗定植。株行距2.5ｍ~3.0ｍ
×3.0ｍ～3.5ｍ。

4.2 幼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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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整形

幼树的整形原则是随树做形和轻剪。主要有定干、中心枝的选留、主枝的选留、侧枝的选留和辅养

枝的利用等。

4.2.2 灌水

每年1月~6月根据土壤墒情每月灌水1～2次，灌水定额3～5m3/667m2，灌水定额根据树龄逐年增加。

4.2.3 施肥

每年1月~9月根据树势施肥不少于3次，施肥以有机肥为主，适当加入复合肥，施肥量根据树龄逐年

增加。注意施肥离树干不小于0.3m。

4.3 成年树的管理

4.3.1 整形修剪

修剪分为夏季修剪（生长期修剪）与冬季修剪（休眠期修剪），夏季修剪在芽萌动后到停梢都可以

进行，其间以 5～8 月为主。早摘芯，发枝部位低，新梢形成早，芽充实饱满，易控制徒长，内膛光照

状况。桃树休眠期修剪一般在初冬 11 月～12 月进行，对桃树伤害最小，无树叶遮挡。

4.3.2 采后管理

达到采收标准时适时采收。采收后需要及时进行修剪、清园、施肥、喷药、树干涂白等。

5 灌溉

5.1 灌溉水要求

水质应符合GB 5084的规定，供水量应符合GB 50288的规定。

5.2 灌溉系统安装

灌溉系统设计、施工、安装、验收、运行除应符合GB/T 50485和GB/T 50363的规定，并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2.1 首部枢纽

采用水肥一体化设计，主要由施肥装置、过滤器和进排气阀组成。施肥器应安装于过滤器前，进排

气阀安装于过滤器后。

5.2.2 田间管网

主要由干管、支管和毛管组成，根据灌溉面积的大小和灌水压力的要求，选择满足灌溉水量相对应

的管径和压力等级要求的管道。田间管网可采用四级管网（主干管、分干管、支管和毛管）或三级管网

（干管、支管和毛管）布置。

5.2.3 灌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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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渗灌管。渗灌管出水口间距0.25～0.30m，出水口流量2L/h，环状地埋式安装，距离树干不低

于0.5m，埋入深度不低于0.2m。

5.2.4 管道埋设

微灌系统的干管、支管均须埋设，埋深不低于 0.5m。裸露在外的管道，应采用两油一布或 C15 砼

包裹。

5.3 运行管理

5.3.1 严格按照灌溉系统设计的轮灌方式灌水，当一个轮灌小区灌溉结束后，先开启下一个轮灌小区，

再关闭当前轮灌小区。

5.3.2 渗灌系统工作压力应不低于 0.1MPa，可通过开闭支管上的球阀来调节。

5.3.3 为防止系统出现堵塞，应及时清洗过滤器。

5.3.4 施肥时，应先灌 15min 左右的清水，施肥结束时，再继续灌 15min 清水，避免肥料在管道中沉

淀、堵塞灌溉系统。

5.3.5 每年在使用微灌系统前，应先将系统干、支管道上的排污阀依次打开，将管道冲洗一遍。系统

如出现跑、冒、漏等现象时，及时进行维修。

5.4 灌溉制度

渗灌灌溉制度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雪桃渗灌灌溉制度

生育期 灌水时间 灌水次数（次） 灌水定额(m
3
/667m

2
) 灌溉定额(m

3
/667m

2
)

萌芽期 2 月中下旬 1 7

28～42座果期 4月中旬 1～2 7

果实膨大期 5月～6月 2～3 7

注：本灌溉制度适用于砂壤土，壤土可适当减小灌水定额。

5.5 施肥

施肥采用有机、无机相结合的原则，重视水肥调控，坚持以有机肥为主，氮、磷、钾、微肥配合施

用。追肥采用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追肥不少于3次，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雪桃渗灌追肥

次数 追肥作用 追肥时间 追肥种类

1 促进花芽分化 萌芽到花蕾出现 滴灌专用高氮型复合肥

2 降低落果率、促进果实膨大 大部分花朵凋谢后 滴灌专用平衡型复合肥

3 果实继续膨大，使色泽鲜亮 7月下旬～8月上旬 滴灌专用高钾型复合肥

6 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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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主要病虫害

6.1.1 主要病害有流胶病、穿孔病、褐腐病、白粉病、桃褐绣病等。

6.1.2 主要虫害有蚜虫、桃小食心虫、桑白蚧、桃蛀螟、梨小食心虫、康氏粉蚧等。

6.1.3 主要地下害虫有天牛、吉丁。

6.2 病虫害防治的方法

6.2.1 预防为主、及时防治，采用农业综合防治、物理防治等措施。根据病虫害发生特点、轻重程度，

合理选择农药种类、施用时间和施用方法。

6.2.2 禁止使用高毒、剧毒、高残留农药，提倡使用低毒、低残留的生物源农药。

6.2.3 严格按照施药用量、使用次数和安全间隔期要求施用，采摘前 30 天内禁止用药。

6.2.4 农药的使用应符合 GB/T 8321.6 和 NY/T 127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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