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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区发展大理红雪梨种植助推产业扶贫 

胡涛
1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梨是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之一，它不仅汁水多，而且味道酸甜可口，在众多的水果中，梨的价格也

一直都是比较平稳的。喜欢吃这种水果的人都知道，梨也是分为很多品种的，而针对不同地区种植出来的梨，味道

也是有差别的。说到大理红雪梨，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也被称之为巍山红雪梨，不仅汁多、无渣、酸甜适中，而

且色泽也是非常鲜艳的，特别美观，因此市场上的销量一直比较高。本文向大家介绍了大理红雪梨种植技术，同时

也向大家阐述了云南地区是如何通过发展大理红雪梨种植产业，助推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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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理红雪梨的特点 

和其他品种的梨树相比，大理红雪梨的树体相对是比较矮的，大理红雪梨成年果树的高度一般在 1.5m左右，当然，高度之

所以会控制在 1.5m左右，主要还是因为后期修剪而成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管理以及后期采摘。大理红雪梨是一种晚熟的优质

水果品种，大约每年 2月底和 3月初开花，果实成熟期在 10～12月份左右，因此也被大家称之为“冬雪梨”。这种梨是非常耐

贮藏的，采摘之后，一直可以贮藏到翌年梨花盛开的时候。大理红雪梨之所以在市面上特别受欢迎，主要也是因为其品质特别

好，果实呈现圆形，大小也是非常整齐的，平均单果大概在 200 克左右，表皮的底色有些轻微发黄，整个果实大约 2/3 的面积

都呈现出鲜红色，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红雪梨之称，果子整体看起来色泽是非常鲜艳的，与其它品种梨相比，特别美观，

里面的果肉呈现出白色，肉质是非常细的，而且特别脆、汁多无渣、酸甜可口。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不仅大理红雪梨的种植

面积在不断扩大，而且整个云南地区都在大力发展红雪梨种植技术，以助力精准扶贫。 

2 培育方式 

(1)钻木培育： 

这是大理红雪梨比较常见的一种培育方式。在育苗之前一定要为苗木选择适宜的栽植地，最好是选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

土层深厚、灌水、排水方便的沙壤土或壤土，并且还要满足周围环境无污染的条件。其次，就是对苗木进行培育，在培育苗木

时最好是选择本地比较优良的品种，如川梨作为钻木，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要选择那些种性比较纯正的，而且能达到丰产、

抗逆性强、抗病性强的，这样不仅能提高成活率，而且也方便后期管理，能有效地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2)嫁接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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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培育方式应该是大部分果树都很适合的，而且我国现在嫁接技术也是非常成熟的。大理红雪梨的嫁接主要是以枝接为

主，嫁接一般可在初春树叶开始流动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了，大概在立春前后的 20天左右。选择嫁接繁殖一定要合理的掌握技术，

不然非常容易导致嫁接失败或者是影响后期生长，而嫁接繁殖也有五个要领，分别是快、平、净、齐、紧。这五个要领的简单

意思就是嫁接时操作时间一定要短、速度要快、钻木和接穗的切面一定要平滑、接穗和钻木的切面要保持干净、钻木和接穗的

形成层必须要对齐、包扎完好、不漏气，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嫁接的成活率。 

3 种植技术 

(1)选地： 

种植大理红雪梨一般要选择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大概在 1700米～2400米左右，之所以选择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是因为昼夜

温差比较大，有利于红雪梨糖分的积累，使果实更加甘甜。至于土壤，最好是以紫色土和红壤土为主，ph 值大约在 6.5 左右即

可，年平均气候最好是控制在 16度左右，土壤里面应该要富含有机质，而且疏松、透气、排灌性能良好，在种植地的周围不要

有柏树或泡桐种植，否则会影响红雪梨的生长。 

(2)整地： 

选好合适的耕地之后就是要合理整地，第一次整地主要以深耕为主，这样可以让种植地达到疏松、透气的目的，而深耕最

好是在开春时进行，这样还能有效地消灭越冬的病虫害，减少后期病虫害的出现。在种植时还要再次进行整地，如果选择的是

坡地种植，那么应该合理的修筑梯地或是鱼鳞台，然后再按照宽 80cm，深 60cm来挖定植穴。在挖定植穴时，一定要注意把表面

的土和心土要分开堆放，而且定植穴的上下宽度最好是保持一致。在种植之前先往穴里回填 35cm左右的作物秸秆或者是绿肥，

把表土盖在上面踏紧实，之后再用足量的腐熟有机肥与少量的化肥混合在土壤中，就可以把树苗放在定植穴里，然后把混合肥

料的土再回填。在栽种时也是需要讲究一定方式方法的，首先要将梨苗主根给剪除 3cm 左右，除去嫁接口出的薄膜，要把嫁接

口漏在地面上 8cm左右，埋上根部土壤之后再踏紧实，之后培上 50cm左右的树盘，最好是高出地面 30cm，接着浇足定根水，然

后用塑料薄膜进行覆盖，这样可以起到保温保湿的作用。而且根据不同的地形，种植密度也是有讲究的，常规的种植密度，株

行距为 4m×5m，而密植株行距大概在4m×3m 左右。种植密度不能过密，否则会影响后期成年树的生长，还会降低果树的产量。

然而也不能种植的太过稀疏，不然就会造成土地浪费。 

(3)合理配置授粉树： 

因为红雪梨是属于异花授粉的树种，所以在种植这种梨树的时候还必须要配置花一致的授粉梨树，这样才可以保证后期的

结果率。授粉树的品种选择也是比较多的，比如用黄梨、大理蛮梨、火把梨等都可以。而红雪梨与授粉树的配置大概为 8:1 即

可，为了方便后期授粉，授粉树最好是安置在上风口的方向。 

4 田间管理 

(1)土壤管理： 

虽然红雪梨是一种比较容易栽种的果树，但是对于土壤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在种植之前要进行合理的整地之外，

在果树生长的期间也是要对土壤进行合理管理的。对于幼年果园，每年需要深翻扩穴两次，而对于成年的果园，每年应该要全

园进行深翻或者是隔行深翻一到两次，而深翻的深度一般在 35cm左右，深翻扩穴的时间最好是在冬季落叶前进行。 

(2)肥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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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肥料管理就是做好基础肥，可以结合土壤深翻，基础肥主要是以有机肥为主，然后再少量的混合氮、磷、钾素化肥。

在果树生长时期，一定要注意及时追肥，第一次追肥大概在萌芽前后进行，此时主要是以氮肥为主，每株成年树大概使用 2.2kg。

第二次追肥则是在花芽分化以及果实膨大时期，在此时主要是以速效氮钾肥为主，然后再适当地搭配磷肥使用，施肥量应该略

微高于第一次追肥。而第三次追肥就是在果实生长后期，此时主要是以钾肥为主，目的是为了提高果实的品质以及产量。而至

于其他的时间，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或者是根据自己的种植经验来适当的进行追肥，而追肥量主要也是根据土壤的条件以及施

肥的特点来进行判断的。大理红雪梨施肥方法一般是采用沟施，在树体的周围，挖放射状的沟穴，深度大概在 17cm左右即可。

如果是选择根外施肥，那么可以结合喷药进行全年四次左右，一般在生长期前两次，以氮肥为主，在后期两到三次，主要是以

磷钾肥为主。 

(3)水分管理： 

水分管理主要是结合施肥来进行的，一般每次追肥都要结合浇水，这样可以让肥料更好的渗入到地下，被果树所吸收。至

于其他的时间，可以根据土壤的保墒情况以及降水量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需要浇水，一般大理红雪梨全年大概需要浇水 3～4次左

右。分别是在冬季以及春季梨花开花前和开花后，另外就是夏季果实生长期，还必须注意水分充足，防止出现裂果的现象。 

(4)整形修剪和疏果： 

整形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种植目的来判断的，一般有主干疏散分层形和自然开心形。主干疏散分层形一般定干的高度大概在

80cm 左右，下端 50cm 做主干，上端 30cm 可以用来做整形带，整体树高可以控制在 3.2m 左右。而自然开心型一般干高在 45cm

左右，整体树高可以控制在 2～3m。 

疏果则一般是在落果高峰期过后再进行，幼果间距 33cm左右。在留果时最好是选留第三个果或是第四个果，在开花量比较

少的年份则应该进行保花保果处理，不仅要加强水分以及肥料的管理，同时还应该要做好果园放蜂，在盛花期可以采用对全树

适当地喷洒混合药液，以此来提高座果率。 

(5)病虫害防治： 

大理红雪梨主要的病虫害包括黑星病、褐斑病、梨食心虫、蚜虫、红蜘蛛等。针对这一问题，主要是以预防为主，首先在

种植时就应该选择优质的品种，其次要加强田间管理，做好施肥，浇水工作，同时还要做好整形修剪，提高果园的通风透气性，

在病虫害高发时期，可以结合自己的经验采取药物防治。日常一定要做好果园巡视工作，一旦发现病虫害就应及时进行治疗，

以防病虫害蔓延，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整片果树死亡。 

5 助推产业扶贫 

随着大理红雪梨的种植技术越来越成熟，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带动农民致富，不仅仅是大理在大面

积地种植红雪梨，在整个云南地区红雪梨的种植也非常广泛。为了能让更多的农民走向致富之路，云南地区有关政府大力推广

红雪梨的种植技术，不仅免费开设了大量红雪梨技术培训课程，而且还有很多的种植专家实地进行指导，让技术不再纸上谈兵。

为了能够更好的提高农民的收入，云南地区有关政府也是积极的引进红雪梨先进种植技术，与前期相比，不仅品质有所提高，

而且产量也有所提高，因此在市场上的价格自然也是有所提高的。为了让种植户们没有后顾之忧，云南地区政府不仅仅大力推

广种植技术，同时还为农民找好了销路，在各个种植地区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不仅为种植户找到销路，而且还向有困难的种

植户免费提供有机肥料，切实地为红雪梨种植户们解决了各种困难。特别是在近几年，云南地区围绕着优质红雪梨种植基地的

目标，不断的加大对红雪梨种植产业的扶持力度，并积极地开展了红雪梨标准化示范种植。此外，为了能更好的增加种植户的

收入，还举办了梨花节、红雪梨商品交流会、绿色食品认证等活动，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而且也大大提升了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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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雪梨的品牌知名度。大理红雪梨的种植不仅得到了云南地区政府的帮扶，通过不断的发展，甚至还可以享受到国家的补助政

策，不仅能够切实解决果农的资金问题，而且极大地推动了红雪梨产业的发展。人们经常说要想富，先修路，所以云南地区为

了能够更好地发展大理红雪梨的种植来助推精准扶贫，在修路建设上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由于云南地区大多是以山地为主，

而红雪梨的种植对海拔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在果实成熟期，如果没有办法顺利将果实运输出去，那么对种植户造成的损失是无

法估量的，所以为了真正让种植户无后顾之忧，云南地区政府为许多种植基地打通了道路，让销售一路畅通。近几年，在云南

地区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云南地区也开始以种植大理红雪梨为主，真正实现了精准扶贫的目标，不仅提

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而且随着后期的发展，将使更多的农民真正走上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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