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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 润 庭 山 的 果树 栽培 坏 声 
一 、 自然 环境 

ie 太 油 位 于 江苏 省 南部 , 与 浙江 省 毗 速 , 当 北 入 81°~81°807, Jem 
120° ~ 120°80! +H, 面积 移 2,250 平方 公里 ， 是 长 江 下 游 最 大 的 湖泊 。 太 湖 东 距 
海岸 不 过 100 公里 , 西 与 天 目 了 山脉 的 高 丘陵 紧 相 邻接 , 北 去 长 江 、 南 至 钱塘 江都 不 
i 60 BB, 实际 上 被 来 持 在 这 两 条 大 江 的 天 然 担 之 间 。 据 地 质 学 家 的 研究 , 太湖 
SHAE LS AROSE PS TTA WES 
成 为 湖泊 。 

太湖 四 围 河 流 稚 横 交 错 , 湖 泊 星 罗 棋 布 ,构成 了 水 网 密 和 万 的 太湖 平原 。 在 这 个 
TPB LARD BE, SE EDEMA A MER 200 ~ 800 米 ,不 成 腺 萎 

“地 散布 在 平原 上 或 湖 中 。 洞 庭 山 就 属于 这 一 类 的 丘陵 ,位 于 太湖 内 。 
“洞庭 山 包 括 东 洞庭 山 和 西 洞庭 山 两 部 分 。 西 洞庭 山 是 四 面 环 水 的 一 个 湖 岛 ， 

- 东 洞 庭 山 在 它 的 东南 方 , 两 地 隔 水 相 望 ,距离 不 遮 5 公里。 东 洞 庭 山 原来 是 湖 岛 ， 
近 百 年 内 ,地 形变 化 ,三 面临 湖 , 东 北端 连接 长 江 冲 积 大 平原 , 呈 丫 岛 状 。 清 代 中 时 
时 ， 西 洞庭 山东 洞庭 山 和 局 迹 山 同 烈 为 “ 湖 中 山 ” 之 首 , 是 太湖 中 三 个 最 大 的 岛屿 
oe 

东 洞 庭 山 面积 63 AFB, HARES Ee 山腰 自 东北 
走向 西南 ,全 境 大 体 可 据 以 划分 为 前 山 和 后 山 两 部 分 ,在 南端 有 一 个 深入 山 腹 地 的 

东南 向 孟 谷 一 一 俞 西 雹 。 最 高 的 莫 厘 峰 (俗称 大 尖顶 ) 偏 在 东北 端 , 海 撤 292.4 3K, 
EB DH AAS BEA TIER 

西 洞庭 山 较 大 ,面积 70.25 平方 公里 ,全 形 东北 狭 而 西南 寅 ,港湾 很 多 ， ,地 形 复 
条。 从 卉 重 岗 复 岭 ， 最 高 的 丢 渺 峰 海 撤 884.8 米 , 200 米 以 上 的 山峰 有 五 峰山 刻 
Pel ERNE, 四 周 山峰 较 低 。 岗 入 起 伏 较 大 ， 制 切 较 烈 ， 四 周 有 不 少 深浅 不 
”等 . 坐 向 不 一 的 山谷 (图 3) 。 

| 1 A/S SN SHE A I Bk 
中 符 代 石灰 岩 所 构成 。 RUIN, LEARN, JC HT ERIC 
AW, 再 稳 坡 积 物 、 洪 积 物 十 充 而 成 为 较 平 坦 的 谷地 , PATIL. KASUGA 
有 水 ,数目 很 多 ,东山 计 有 72 个 ,西山 更 多 ;是 经 济 果树 主要 的 分 布 所 在 。 

洞庭 山 的 湖 淤 处 都 有 平坦 的 演 湖 低地 , 秋 深 自 数 十 米 乃 至 数 公里 不 等 。 由 于 
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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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太湖 洞庭 山 古 地 图 (注意 东 洞 庭 山 倚 未 成 为 千岛 ) 



3 图 3 太 测 洞庭 山地 形 图 Rss 

地 形 和 湖 流 泪 积 的 关系 ,东西 两 山 一 般 都 是 西北 面 演 湖 低地 较 狂 , 东南 面 较 寅 , 东 
. 山 工 以 东南 蓄 的 宽 间 的 演 湖 低地 连接 冲积 大 平原 。 滨 湖 低地 是 水 稻 栽 培 区 , 柑 桔 

类 果树 也 主要 分 布 在 这 些 地 带 的 较 高 的 部 分 。 

太 漳 湖底 极 盏 注 ， 湖水 一 般 深 2~8 米 , 最 深 处 攀 5 米 左右 ， 枯水期 具有 工 ~2 
Kk, 太湖 的 来 水 姜 港 达 一 百 数 十 余 条 之 多 。 主要 水 源 可 分 为 两 大 支 : SK 
KEK Bi, 由 吴兴 长 兴 西 南面 一 带 太湖 ; 另 一 是 南 次 水 系 , 求 自 江苏 

。 省 昔 山 和 江苏 安徽 界 山 , 由 西 面 注入 太湖 。 二 路 总 计 洪 水 流量 狗 为 了 ,100 HI 
米 。 虽 然 数 量 不 大 , 但 因 太 湖水 面 高 出 吴淞 海面 不 多 ( 仅 1.2 米 ) ,入 海路 线 地 势 平 
4H, 轴 以 浅 潮 倒灌 ,泪水 量 远 不 及 来 水 量 多 。 太 湖 湖水 出 口 集 中 于 东南 岸 ,整个 水 

二 访 趋 势 是 自 西北 向 东南 。 估 计 在 湖 东南 以 黄浦 江 为 主流 的 大 小 数 十 条 汪 港 的 泄洪 “ 

总 量 不 过 200 秒 立方 米 。 这 就 是 就 在 洪水 腔 然 到 来 时 , 狗 有 每 秒 900 立方 米 的 来 
水 无 法 下 泄 , 需 要 留 凡 湖 中 ,每 县 夜 攀 使 水 位 增高 8.5 厘米 。 傈 然 环 湖 一 带 同时 大 
Fi, 水 位 会 泼 得 更 快 。 这 种 情况 在 湖水 低落 时 还 可 以 容 业 ,如果 湖 水 原来 就 已 充 
A, HUET ADSIEA ERIE, 太湖 附近 家 地 一 般 高 度 不 超过 吴 沾 口 基 面 以 
上 所 米 , 普 通 只 有 3~4 米 ,太湖 水 位 到 达 3.5 线 左右 时 便 要 局 部 成 灾 , 深 湖 地 区 的 
果树 就 要 受到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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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方面, AWE BARE GF, MERULA AARP, WP i ashi Sea Qe 
FG SEL HYSRSE, PRA AA ae a ha TM eS RT , VIA ae 5 4 TE 
前 190 年 ) 到 清光 糙 29 年 (公元 1908 年 ) 的 2,000 多 年 间 , 湖 水 于 酒 成 突 证 有 11 
次 , 泛 泪 成 实 计 有 4 区 ,说 明 水 灾 是 远 多 于 旱灾 的 。 虽 然 旱 实 较 少 ,但 是 由 于 山顶 、 
植被 破坏 ,地 下 水 源 极 少 , 一 般 干旱 季节 , 水 位 下 落 ， Walia 
难 ,仍然 是 很 严重 的 。 
(二 ) 气 俐 “洞庭 帅 的 气温 受到 太湖 和 复杂 地 形 的 影响 特别 显著 。 这 些 影响 允 

于 果树 的 裁 培 分 布 ,尤其 是 常 乡 果树 在 这 一 地 区 的 轻 济 栽培 ,有 着 决定 性 的 意义 。 
1. (REE: 太湖 对 洞庭 山 气 温 的 主要 影响 之 一 是 在 冬季 起 着 显著 的 调节 作用 ， 

使 温度 变化 较为 平 级 , 气温 的 日 较 差 饭 致 年 较 差 都 较 小 。 洞庭 山 过 去 缺乏 完整 可 
SEAN RAR, 最 近 几 年 虽 有 让 录 但 年 数 太 少 , 特别 是 其 中 的 1954~ 1905 年 是 数 “ 
十 年 一 遇 的 大 塞 ,平均 值 的 意义 不 大 ,但 也 可 以 看 出 一 些 问 题 ( 超 了 。 

#1 洞庭 西山 各 月 平均 罗 度 pane 
i Ses (1954~ 1956 年 ) 

alia 2.4 | 6.0 | 8.4 15.2 | 19.6 

TE 1 B42 EAH 15.5~16.5°O, 44eh i BAT A, BY 

28.4°O; 最 低 的 是 月 ,平均 2.1"0 。 霜 期 75 日 , 初 霜 期 在 12 月 10 A, ee 2 
月 28 日 ,生长 期 达 290 日 。 

由 于 洞庭 出 的 位 置 偏 于 太湖 的 东南 隅 , 当 塞 潮 从 西北 或 正 北方 缆 来 时 , 必然 先 
PET Wik 80~40 公里 的 太湖 湖面 ,湖水 绥 和 了 寒潮 的 欠 势 。 因 此 同样 在 寒潮 的 敢 
击 下 ,洞庭 出 的 气温 要 比 太湖 沿岸 其 他 地 方 的 气温 高 些 。 世 严寒 的 1955 4 1 Ay 
例 , 记 的 月 平均 温度 、 平 均 最 低 和 攀 对 最 低温 度 都 较 沿 岸 各 地 的 高 ， 甚至 高 过 比 它 
een (#2), 

H2 ie SLAW | 
(1955 年 工 月 份 ) ne 

. 

* 1954, 1955 年 平均 1 



此 外 ， 计 哗 洞 庭 山 的 气温 ， 特别 是 它 对 果树 分 布 的 影响 时 ， RAR ZL AS 
2 ‘ RTE RRR, 洞庭 山地 形 复杂 , URE PT , 在 不 同 高 度 . 坡度 和 坡 向 
”的 地 方 ， 气温 方面 有 着 相当 大 的 差异 。 LPM ER, DRA Th HS 

BBE ra Tae, 东 向 和 东南 向 的 阳 坡 由 于 受 太阳 直接 照射 的 时 间 长 ， 特别 在 冬季 日 

ERSTE, SIRI TM PLL TERETE, 因此 温度 较 高 。 象 西山 的 大 埠 里 、 

| pets esr ene ASS URAL 
比较 好 ; 西北 向 的 阴 坡 和 山 坊 , 受 日 光照 身 的 时 间 短 ,温度 较 低 , 塞 毅 改 来 时 又 首 当 

洪 街 ,容易 使 果树 受到 冻害 ,至 于 山 止 冷 空 气 沉积 的 谷地 自然 更 不 用 说 了 。 丁 山 的 

”池村 钨 水 月 坞 栽培 的 果树 往往 冻害 较 严 重 , 就 是 这 个 乡 故 。 
由 于 上 述 气温 条 件 的 特点 ,洞庭 山 除 了 有 长 江 下 游 的 一 般 落 叶 果树 的 栽培 外 ， 

”还 有 需要 温度 条 件 较 高 的 常 稍 果树 一 一 柑 桔 、 枇 杷 和 杨梅 的 分 布 。 

“， 边 柑 桔 和 枇杷 之 类 的 耐寒 性 较 差 ， 作 为 一 般 沟 济 栽培 , 要 求 年 平均 温度 在 
16 ~16°O 以 上 , 工 月 平均 温度 在 5*0 以 上 ,而 最 低 平均 温度 不 低 于 一 5?"0 的 气温 ， 
“条 件 。 从 洞庭 的 气温 情况 可 以 看 出 冬季 低温 是 很 值得 注意 的 问题 。 一 般 年 份 出 

现在 这 一 地 区 的 寒潮 , 虽说 时 间 比 较 短 蜀 ,变化 幅度 也 不 很 大 ,但 对 于 果树 生产 , 特 

二 别 在 稳定 产量 和 保证 收获 上 都 是 不 容 忽 视 的 ; 至 于 在 大 塞 的 年 份 ,往往 对 模 桔 植株 
”有 致命 的 损害 。 历 史上 大 塞 年 份 柑 桔 受到 毁灭 性 打击 的 也 不 乏 其 例 。 有 记载 可 考 

BRAT FBI (BE 3) 。 从 宋 政 和 元 年 (公元 1111 年 ) HPI HH 29 4 (公元 1908 

#3 洞庭 山 历 代 冻 害 发 生 情 况 

Xt At Aa Ay He au i HY Xb 

案 , 政 和 元 年 (111) | AAS, Hts meu “ 具 区 志 
Fo, KG 246 (1329) 冬天 雪 , 太 湖 冰 厚 数 尺 AEEARUESE ~ 具 区 志 
明 ,景泰 5 年 (1454) AKMS, RSLS BBR 三 吴县 志 
成 化 12 年 (1476) AW JRA A | 具 区 志 : 

1646 (1479) KS 有 具 区 志 

164% (1480) KS, RG ER APR SBTC Fh 具 区 志 
正德 8 年 (1513) 太湖 冰 , 行 人 懂 冰 往来 a 具 区 志 
万 历 8 年 (1580) 冬天 雪 , 太 湖 冰 … 人 些 履 六 而 行 具 区 志 

清 , 顺 治 了 年 (1654) AS, AWAKEN 吴江 志 : 
康 趴 4 和 车 (1665) BRAS, AWA 无 锡 志 

22 年 (1683) 太湖 冰冻 月 佘 , 人 有 履 冰 而 行 Ai 
394 (1700) 大 赛 ,太湖 六, 月 佘 始 解 HRI SRG 

BiFii4e (1861) 

同治 元 年 (1862) 
光 辣 18 年 (1892) 

KS, A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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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的 近 800 年 间 , 有 严重 冻 嘎 16 次, 平均 50~60 年 1 坎 。 其 中 有 5 次 使 模 桔 公 
部 冻 死 ,平均 200 2 1 Fe, 至 于 二 般 冻 损 梳 、 叶 和 果树 的 情况 自然 就 更 是 常见 了 。 
村 杷 植株 虽然 耐寒 力 较 强 ， 但 它 在 冬季 开花 ， 磋 到 严寒 的 岁月 也 有 产量 锐 减 甚至 
于 完全 没有 收成 的 情况 。 所 以 冬季 低温 对 洞庭 山 某 些 果树 轻 游 栽培 的 威胁 是 很 
大 的 。 

2. 降雨: 洞庭 山 的 年 雨量 构 在 1,000~1,500 毫米 之 间 。 双 年 降雨 晶 数 为 ， 
120 天 左右 (#4). 

RA 下 ace 

AR 8.8 | 8.3 | 9.0 12.4 | 8.8 | 12.5 | 8.0 | 11.0 | 10.3 | 7.8 | 10.0 | 11.0 118.0 

rT | 47.4 | 98.0 1119.2 | 97.4 | 63.5 {129.7 | 72.7 [129.6 120.5 | 49.9 | 39.5 | 34.3 | 991.4 

西 a 10.8 | 9.4 | 10.3 | 11.6 | 11.9 | 12.9| 9.1| 10.3 | 11.7 | 7.6 | 7.1| 8.6 | 120.6 
os 

量 61.5 | 61.7 | 86.5 | 88.9 jos.o 1173.9 1128.0 174.8 129.3-| 41.8 | 89.5 | 40.5 

观测 时 期 : 东山 1926 ~1987 年 ,西山 1923 ~1986 年 ( 录 自 中 国之 气候 ) 。 

洞庭 山 年 降雨 量 可 称 充沛 。 特 别 是 夏季 6 了 7 月 间 ; 热 带 太 平 洋气 团 和 变性 极地 二 
Alii UAE TL HERR, FALMER, 发 生 许多 小 型 渴 旋 ,并 受 东海 高 气压 的 阻 撞 ) 
形成 持久 的 梅雨 。 梅 雨 期 一 般 在 6 月 中 下旬 到 7 月 上 中旬。 这 时 正 是 石榴 和 球 

“ 子 的 开花 期 , 枇杷 和 杨梅 也 在 这 时 节 先 后 成 熟 。, 梅 雨 期 的 早 迟 、 久 暂 ， 对 这 些 果树 
的 产量 有 很 大 的 影响 。 入 雨 除 造成 大 量 落 果 外 , 枇杷 容易 裂果 , 杨梅 每 多 霉烂 , 宏 

芒 有 “枇杷 哈哈 笑 ,杨梅 着 皮 认 的 说 法 ,损失 后 大 。8、9 月 间 多 训 风 暴雨 , 9 月 以 
后 则 雨量 稀少 。 雨 量 的 分 布 情况 对 于 一 般 落 叶 果树 来 说 , 生长 季节 中 雨量 充足 , 9 
月 久 后 果实 大 部 采 收 完毕 ,果树 逐渐 进入 休眠 , 水 分 供 答 上 没有 什么 问题 , 但 是 对 
于 柑 桔 的 生长 和 千 实 就 有 不 利 的 影响 。 秋季 少雨 , 在 洞庭 山 山 项 森林 植被 遭 到 破 

二 环 , 王 琅 彤 水 力 差 风速 大 、 蒸 发 量 高 的 情况 下 ,常常 造成 秋 旱 。 这 种 情 刀 在 洞庭 出 
二 是 常见 的 , 如 1954 和 1955 两 年 都 因 秋季 雨水 过 少 而 形成 早 象 \ 才 下 。 这 对 于 柑 

“ 精 和 枇杷 的 栽培 有 很 大 影响 , 灌溉 所 必需 的 水 源 和 劳动 力 , 就 大 大 地 限制 了 它们 的 
5 年 份 9~ 12 5 洞庭 西山 干旱 年 份 RR 革 ae 

: : = a 9 | 10 11 | “12 | 
al 要 所 

1954 10.7 26.7 34,1 115.9 

19565 2.9 10.0 48.9 43.5 

ws 

"ee ‘a 



Ba ~ 

栽培 分 布 。 所 以 从 栽培 环境 方面 来 说 ,消除 早 害 威胁 ， 成 为 扩大 洞庭 山 果树 面积 的 
”主要 关键 之 一 。 
8. 风 : 洞庭 山 处 于 我 国 台 风 地 带 , EAM, 每 年 7 月 下 旬 到 9 
月 中 名 有 多 次 台风 攻 击 ,同时 带 来 台风 雨 。 每 年 彼 吾 风 吹 倒 的 果树 很 多 ,至 于 损 及 
枝叶 、 花 . 果 的 情况 更 是 常见 。 1956 4 pF EME, 东山 生化 社 一 个 队 有 60% 

的 楷 杷 树 丢 吹 倒 , 西 山 园 艺 场 水 密 桃 成 熟 期 损失 果实 亦 达 60% 
WAT TR, 对 风 没 有 阻挡 ,因此 风速 较 太 湖 沿 岸 各 地 为 大 ( 表 6), 与 风 

速 有 密切 关系 的 蒸发 量 也 有 同样 情况 ( 才 7) ， 这 样 就 更 增加 了 洞庭 山 秋季 干旱 的 
程度 。 

26 PR SAMRAT RE A FER 
(1954, 1955 年 平均 ) 

(单位 : 米 / 秘 ) 

RT WP SARIS BARES ARR 
(1954 年 ) 

(单位 : 毫米 ) 

x 兴 86.1 151 8 120.1 67.0 | 46.0 25.8 787.6 

wi 州 85.3 163.3 127.5 62.6 | 42.3 28.0 828.3 

苏 州 91.8 176.0 142.1 80.3 55.8 24.7 931.1 

Fc % 94.1 154.4 | 126.6 71.4 56.8 30.2 867 .8 

宜 兴 88.3 152.0 130.1 64.0 48.2 21.3 863.5 

Ya He we wh 96.2 aly oa 156 2 86 5 68.2 30.9 982 2 

a 一 一 

洞庭 由 在 不 同 地 形 和 不 同 植被 的 情况 下 , 风速 也 有 显著 的 差别 。 这 些 差别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影响 到 果树 的 分 布 。 从 1955 年 10 月 流动 观察 记录 KS) 可 以 看 出 

WR FHL RE. 山 的 两 面 形 成 了 能 风 区 域 , 背风 坡 的 风速 比 

向 风 坡 的 更 小 ,村 庄 和 果园 所 在 的 山 雹 地 无 风速 最 小 ,而 气流 在 通过 通道 和 沿 湖 拐 

滚 地 方 时 ， 由 于 单位 面积 内 气流 线 的 寺 加 而 加 强 了 风速 。 这 种 情况 说 明 有 必要 在 

栽培 果树 的 地 区 建造 防风 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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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RR Le SEL 
a aN (1954 年 10 A 4~7 日 平均 ) 

(单位 : 米 / 秒 ) 

= i RGR TE ER A EOL, Pe RT A, PL ER 
品种 的 选择 上 也 有 一 定 影响 。 例 如 在 西山 大 量 栽培 那些 成 就 期 相同 、 不 耐 峙 藏 . 采 
收 后 亚 需 腹 售 的 水 密 桃 ,就 必须 惯 重 考虑 。 
。 伍 ) 土 壤 洞庭 山 主要 由 五 通 系 硬 质 的 石英 砂岩 及 此 云母 砂岩 所 构成 ; 仅 在 
西 出 东部 和 南部 丘陵 CASAS AL PRB, ESA, AVRIL VES TELA SS) 
WRIA, 通常 山地 的 母 盾 层 的 厚薄 不 一 ,山坡 的 下 部 则 有 上 比较 
厚 的 坡 积 层 。 山谷 地 近 湖 部 分 是 最 近 的 灰 棕 色 粘 质 湖 积 物 , 演 湖 低 地 出 全部 是 最 
近 的 粘 质 或 砂 质 湖 积 物 。 
”洞庭 山 土 壤 属于 棕色 土壤 区 , 只 是 在 个 别 地 方 (如 属 石 山下 ) 有 秆 培 和 洪 育 性 

REA. AFH ai, Bes B 7k ICH. LIE RRA aE 

不 同 , WARE AOE LEAK Fy GK (A 4): 
1. REMBD REL: HARARE BURL OR, 

ZH TH ATA AES BS 1 WOE, EB BE RITE 60 JDK AAS 这 种 土壤 所 在 
位 置 的 坡度 较 大 ,从 15~85", 一 般 说 受 人 类 劳动 条 件 的 影响 比较 其 他 三 类 土壤 小 
些 ,大 多 作为 林地 ,也 有 部 分 应 用 客 二 法 栽培 果树 的 。 
2. ARERR: 由 石英 砂岩 及 云母 砂岩 的 风化 体 码 过 运 积 而 来 的 
坡 积 层 发 至 而 成 。 土 层 深厚 ,上 部 有 人 工 堆积 的 \ 厚 浅 不 等 的 湖 泥 。 判 面 中 央 间 或 
卖 有 少量 的 砾石 。 这 种 土壤 所 处 位 置 的 坡度 稍 平 缓 , 六 部 在 3~20?” ZR 
和 谷地 。 这 类 土壤 主要 是 用 来 栽培 果树 。 在 坡度 比较 大 的 地 方 往往 利用 石 块 砌 戌 
榜 田 。 

。 8. PREBLE OREL: PRIOR ATR, bie Ae RA 
壳 , 土 层 深厚 。 这 类 土壤 一 般 平 坦 , 分 布 于 演 湖 低地 及 其 附近 , 潜水 面 都 在 1 米 长 
下 , 下 部 有 轻 度 油 育 现象 , 利用 为 果园 、 桑 地 , 是 裁 培 柑 桔 和 部 分 落叶 果树 的 主要 

4. 碳酸 盐 母 质 瞳 棕色 砾 质 下 粘土 : 由 石灰 岩 风 化 体 发 育 而 成 ,全 剖面 夹 有 大 
小 下 一 的 多 棱角 的 片 状 石 块 , 土 层 厚薄 不 等 ,土质 粘 重 。 这 类 士 壤 所 在 位 置 的 坡度 
LEA — iE BARI PBUH D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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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E 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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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beer PEMA, tot | RCM, & 和 桔 \ 石 榴 、 
| ee ro 高 和 米 母 质 砾石 , pH Hata, pl 5.5 

us | Hts ater, | Wey | cate, sor | 棕色 粘 士 , PH 6.0 
st» #8 | BE 高 20 米 SEAT HRA, PH | - , 

us | AA Be | WNT | HER | DUAR NRO As | ebeee ta RRK 4, 要 
Ke | 石榴 积 物 , PH6.5 | 有 砂岩 俯 砾 , DHE.O 

Bie aero | iuaeRon gem, Ue | me RIA, fit 
a AE MBH, PH | SRE, P 

本 "坡地 梯 ，| WR 全 区 全 信守 二 WAX | RRA, = 
堆积 物 , pH 5.6 | TK-F HReEBE, eae 5 

10* 坡 地 ， | 石灰 岩 风 化 Lee aa ae 暗 棕色 粘土 ， 夹 有 多 量 
高 Be, pH_7.5 

ae «| Re iM Dele 8 ere EH Ee, | ee +, pH 

办 

TE | KE 

ot 

ee 灰 棕 色 粘 土 , PH6.0 — pH 6.0 

ees | 谷地 谷地 堆积 物 at pee Be oe, pH tg HOM RL, pH 

i eke takes seta 
a, BERG 

Hoy 30 KUT Ati 
=H x a 7 下 

洞庭 山 果 园 土壤 最 常见 的 是 粘 质 计 土 至 壤 质 粘土 , 上 部 是 多 孔隙 的 团 粒状 及 
FEDS, Tah REDS, 但 孔隙 也 较 多 , 而 且 都 相当 松 脆 。 这 些 土壤 的 空气 

”的 交换 条 件 一 般 说 来 是 优良 的 。 从 水 分 的 条 件 来 说 , 由 于 孔隙 的 形状 .大 小 和 分 布 

具有 良好 的 透水 性 能 ,同时 土壤 质地 一 般 偏 粘 , 且 有 上 比较 好 的 团 粒状 至 碎 块 状 的 构 

造形 态 , 具 有 上 比较 好 的 保水 性 能 ,所 以 物理 性 质 良 好 ,有 较 高 的 肥沃 性 。 

洞庭 山 的 土地 利用 非常 集 狗 。 大 部 分 的 果园 地 都 数 有 一 层 客 士 ， 邹 一 般 所 称 

的 湖 泥 -"。 灰 棕色 赫 性 土 的 本 身 移 大 多 数 是 湖 积 物 ， 而 棕色 耕 性 士 的 上 部 则 往往 

e 9 e ; 

Oe. B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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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LT — BW, EMBER A, 自 几 厘 米 以 至 20 余 厘米 , DRA, BA 
3k 60~ 100 厘米 左右 的 。 这 种 情况 在 东山 和 西山 都 很 普 逼 。 通 常 在 匀 坡 地 段 都 用 
石英 砂岩 的 大 碎 块 砌 成 梯田 , 挑 来 的 湖 泥 保存 在 梯田 里 不 致 枝 种 刷 掉 ,而 由 于 每 年 
培 肥 的 车 果 , 湖 泥 也 就 总 积 仿 厚 了 。 

关于 士 壤 利 用 、 土 壤 类 型 及 地 形 部 位 的 相互 联系 ,也 是 非常 明显 的 ;出 地 的 上 上 
部 和 大 部 分 的 中 坡 是 林木 分 布 的 地 段 ， 多 供 权 采 。 山 的 下 坡 和 谷地 是 果树 分 布 的 
主要 地 段 , 演 湖 低地 的 较 高 地 段 最 为 肥沃 , 也 是 果树 分 布 的 主要 地 眉 , 大 部 从 柑 桔 
ADAH CEE, WWE RAUBER HES, 主要 是 水 稻 区 , 其 中 也 夹 有 一 些 旱 
dh RARE, UMS. ESHA WMATA 
成 池塘 , 将 控 出 的 泥土 堆积 在 四 周 筑 成 高 出 水 面 1 ~ 2 AR ASE , CEES BCHEUL 
ATE HE RUSE RAE 

(四 ) 植 被 ”洞庭 东 \ 西 山 两 地 的 植物 种 类 和 它们 的 分 布 情况 基本 上 是 相同 的 ， 
但 由 于 人 为 因素 的 关系 ;, 东 由 植物 种 类 和 生长 密 茂 程度 都 不 如 西山 。 

洞庭 山 植物 种 类 丰富 ,生长 繁茂 ,有 多 种 常生 关 叶 树种 如 石 柠 、 苦 档 、 香 樟 等 的 
分 布 。 | 

| WARE BEARS 800 Fok (AREER . ARB Se 
” 上 部 是 草山 HE PES ES EO AT as RH PE EAA, LL ER 

培 区 , 湖 湾 地 区 是 果树 和 水 稻 栽 培 区 。 所 以 有 这 样 情况 是 由 于 洞庭 山居 于 湖 岛 地 

位 , 狂 技 高 度 对 风力 、 气 温 等 影响 , 远 较 同 区 的 其 他 山 丘 为 显著 。 就 至 区 来 说 ,东北 
坡 因 一 般 面 对 气流 方向 ,风力 大 ,地 面 蒸 发 快 , 冲印 烈 , 土 层 薄 而 干燥 , 所 以 植物 分 
布 比较 稀疏 ,西南 坡 就 正 相反 。 
洞庭 山 常 见 的 植物 中 , 乔木 有 马尾 松 A RE EEE; 灌木 有 算盘 珠 、 

BA ES BO LL Re ESP a AN ESS: 草本 有 和 白 黄 苦 、 刺 野 十 
草 EL A BY EES 18 Hh Bok AE AOA PE IKE EPR 7k TEE 

AS WAL AL BE KK LE SESE, ; 
FENG BY BITE 5 VRE LL ATHY LF S AREA (PA 5) = 
1) Bes WSS ARM (Themeda triandra var. japonica+ Ar- 

undinella setosa+Capillipedium parviflorum Association) 。 

(2) BBR. 白桦 群 从 (Pimus massoniana+Quereus fabri Association) , 

(8) RER. ZH. BRM (Pos massoniana-+- Ilex chinensis+ Myrica 

rubra Association) , 

(4) 淘 游 果树 群 从 (The Fruit-tree Association) 。 

(5) BAR, Foe. KBB AR REE M$ (Bothriochloa ischaemum-+ Setaria 

© 10 。 







—s wiridis+ Kummerowia stipulacea Association) 。 

(6) (ELH LAH HR BEM (Jumiperus chinensis + Lindera glauca + Photinia 

_-serrulata Association) 。 

(7) 水 稻田 杂 草 群 从 (The Weeds-Association in the Rice fields) 。 

(8) WISER (The Plant-Association along lake-side in the gullies 

and streaims) 。 res 

这 些 植物 群 从 之 间 , GUA ETE BOO SERA HSER, 这 种 
关系 ,在 邻接 的 植物 群 从 之 问 , 表 现 得 最 为 显著 。 例 如 马尾 松 、 冬 青 、 杨 梅 群 从 和 克 
游 果 树 群 从 之 间 的 生长 条 件 , 构 成 密切 的 相互 过 系 : 当 马尾 松 \ 冬 青 、 杨 梅 群 从 生长 
繁茂 的 时 候 , 地 下 水 源 充 容 , 因而 其 下 方 的 经 济 果 树 群 从 也 具备 了 必要 的 生长 条 
件 ,能 够 生长 繁茂 ;反之 当 马 尾 松 、 冬 青 、 杨 梅 群 从 破坏 殖 尽 ,水 源 发 生 问 题 时 , 纸 洲 
果树 不 仅 生长 不 良 , 甚 至 不 能 生长 。 
作为 人 工 植被 来 说 , 纸 济 果树 在 洞庭 山 有 它 的 特殊 地 位 。 淘 济 果树 的 种 类 繁 

多 。 它 们 主要 分 布 在 级 坡 、 谷 地 和 演 湖 低地 , 自 海 披 5 米 至 150 米 都 有 分 布 。 其 中 
柑 桔 主要 分 布 在 沙 湖 低地 , 山 鞋 级 坡 较 少 ;枇杷 板栗 主要 分 布 在 山 芳 缓 坡 的 下 眉 ， 
少数 与 槛 梅 和 茶树 泥 合 分 布 至 上 段 , 但 在 演 湖 高 地 很 少 ; 其 他 果树 大 多 分 布 在 谷地 
和 滨 湖 高 地 。 除 枇杷 和 柑 桔 有 少数 面积 不 大 的 纯 果 园 外 , 其 余 都 是 两 种 以 上 果树 

” 混 栽 , 也 常常 和 其 他 克 济 植物 如 茶 、 桑 等 混 栽 。 
洞庭 出 种 植 经 济 果 树 及 其 栽培 地 的 选择 , 是 符合 植物 生长 规律 而 进行 的 人 为 

演 蔡 。 从 常 称 的 枇杷 杨梅 和 部 分 析 桔 ,都 种 在 原来 野生 常 季 关 叶 树 繁茂 的 山 坞 谷 

HAG BARRE, me RES, EDI ER (公元 1600 
$e 7A) BREESE WES Poi, Sri SF aE BP , 数 百 亩 疗 殖 无 杂 树 "”。 如 今 

梯田 形迹 虽 依稀 可 辨 ,但 橙 桔 极 少 ,而 重新 分 布 着 马尾 松 、 冬 青 、 杨 梅 群 从 。 

必须 了 解 , 象 洞庭 山 这 样 长 久 以 来 就 是 人 烟 稠密 的 地 区 ,植被 受 人 为 因素 的 影 

响 是 很 大 的 。 原 生 植 被 早 已 破坏 殖 尽 ,不 用 说 太 远 , 就 是 把 今天 的 情况 与 不 很 久之 

前 来 比 也 是 很 明显 的 。 不 论 根 据 文献 记载 ,或 是 从 现在 雪 星 散 存 在 山 坞 和 寺院 前 

的 大 树 来 看 ,都 可 以 很 清楚 地 看 到 这 一 点 。 人 为 破坏 植 守 的 影响 ,不 仅 改变 了 原 有 

” 粮 物 的 分 布 , 也 转 而 影响 生态 环境 。 最 明显 的 例子 , An REL MATE RPE, 1 

MRS, 自从 山顶 树林 被 砍伐 后 , 造成 雨 后 积 水 一 泻 无 余 , RHEE SD KRG 

ADAH, AAMT RA, FRA BS EA, 湖 潍 的 不 断 外 延 ， 也 都 

在 果树 的 分 布 上 起 了 很 大 影响 。 

至 于 经 济 果 树 一 一 人 工 植被 的 演 奉 , 受到 各 种 撩 嘎 以 及 其 他 和 社会 经 济 因 素 的 

左右 就 更 为 显著 。 桑 树 和 果树 的 分 布 就 是 很 好 的 例证 。 

elle 



=. AAA 
洞庭 山 向 隶 苏 州 ( 现 属 震 滩 县 ) , 距 城 50 RB, 是 苏州 附近 有 名 的 风景 胜 

地 之 一 。 洞庭 山 虽 然 与 苏州 关系 密切 ， 但 其 社会 沟 济 情况 与 苏州 附近 安村 有 些 地 

方 不 尽 相同 ,大 致 有 以 下 一 些 特 点 : 

(一 ) ADAS 洞庭 山 处 于 我 国人 口 密度 最 大 的 长 江 三 角 洲 , 所 以 虽然 在 家 
村 而 人 口 却 很 稠密 , 胡 焕 良 氏 列 之 为 江苏 省 人 口 密度 的 第 2 级 ， 每 平方 下 里 4 
人 人 。 据 1958 年 调查 , 洞庭 山 共 有 居民 14,878 户 , 共 54,798 A, SRB 

产 ;, 宏 业 人 口 占 82.9%; 东西 山 情况 略 有 不 同 , 东 山 人 口 较 多 ,但 其 中 非 宏 业 人 日 

所 占 比 重 较 大 , 马 农 业 人 口 在 总 人 口中 所 占 百 分 数 看 , 西山 (90.9%) ae Be AR 

(76.1%) 为 多 (#10), 

#10 铜 庭 山 的 农业 人 和 人 口 PRET 
(1953 年 ) 

30,075 
24,718 

6,813 
6,023 

22,965 76.1 2,053 
22,468 90.9 4,972 

me 

西 ”四 

合 it | 14,878 | 54,793 | 12,836 | 45,438 | 82.9 | 7,025 | 27,125 | 59.7 

— KARR, BDF SSE IRS RA HHE a TB EEE 
(=) HS WE AAME, 但 耕地 面积 不 大 , 震 泽 全 县 土地 总 面积 共 

419,052 亩 ,而 山地 总 面积 ( 罗 大 部 分 在 洞庭 山 ) 为 224,888 亩 ,为 总 面积 的 58.6 匈 ， 
其 中 林山 和 轻 济 作 由 的 栽培 面积 为 124,414 亩 。 但 耕地 面积 所 占 比重 不 很 大 , 据 
1956 年 统计 , 洞庭 山 共 有 耕地 面积 34,178 亩 , 锡 为 全 县 耕地 面积 的 22.8%, BI 
州 专区 9 个 县 的 情况 说 ,平均 每 人 只 有 耕地 工 .8 亩 , 震 泽 县 更 少 ,只 有 工 .4 亩 许 , 而 

洞庭 山 每 人 平均 耕地 不 足 工 亩 ,地 少 人 多 的 情况 表现 极为 突出 ( 表 芋 )。 

Zl Meee 
(1956 年 ) (单位 : Hi) 

耕地 面积 | 其 中 稻田 面积 每 人 平 ® 
东 由 14,399 9,603 0.57 
西 出 19,799 10,293 0.83 

+ at | 34,198 | 19,896 | ie 

12. 



在 耕地 少 的 情况 下 ， 士 地 用 于 栽培 经 济 价值 较 高 的 果树 作物 ， 便 是 很 自然 的 

伍 ) 水 稻 生 产 不 居 重 要 地 位 “太湖 流域 虽 是 我 国 著名 的 水 稻 产 区 , 但 洞庭 山 
PIS HA, 水 稻 生 产 井 不 占 重要 地 位 。 洞庭 山 稻 田 面积 不 壹 万 亩 , 1955 年 
粮食 作 电 产 量 共 计 为 170,878 担 (东山 为 75,718 担 , 西 山 为 94,660 担 ) ; 仅 占 同年 “ 

。 公 县 粮食 作物 总 产量 977,809 担 的 7.4 多 。 
洞庭 出 没有 象 浙 江 ,广东 某 些 地 方 柑 桔 裁 在 稻田 的 习惯 ,因而 果树 栽培 和 水 稳 

生产 在 土地 利用 方面 没有 什么 了 矛盾。 但 在 肥料 和 劳动 力 方面 却 有 一 定 影响 。 水 舟 

ARAMA , 肥料 不 足 的 问题 格外 严重 , 过 去 水 稻 地 区 对 果树 施肥 多 不 足 ， 如 果 

_ 同时 栽培 水 稻 和 果树 , 通常 肥料 首先 满足 稻田 的 需要 ， 因为 水 稻 是 一 年 生 作物 , JIE 

料 不 足 时 ,减产 的 现象 很 严重 ,而 果树 缺 肥 的 危害 一 般 讨 座 还 不 足 。 其 次 水 稻 裁 培 
的 季节 性 劳动 很 突出 ,生产 上 不 失 农时 特别 重要 ,这 对 于 同时 栽培 那些 需要 长 年 

精 耕 壮 作 的 果树 ,在 劳力 支配 上 有 矛盾。 稻田 较 多 的 地 方 ， 果树 栽培 一 般 比 较 粗 

放 ， ee een Sheen 

栽培 分 布 。 

(四 ) 农 副业 罗 营 的 多 样 化 ”洞庭 山 农 村 中 农 副 业 的 多 种 经 营 是 个 特点 , 和 单 

POURRA HRA), RASH. TPR. HAE . ARIS. 培植 果树 、 茶 树 、 林 

本、 开山 采 石 驴 及 农 副 产品 的 加 工 粗 制 都 很 普 吾 。 副业 生产 在 农村 淘 游 中 占 着 极 

重要 的 地 位 。 据 震 泽 县 供销 合作 总 社 1956 年 宏 副 土 特 产品 采购 航 计 ,共有 商品 品 

种 829 个 ,价值 8,057 5444 元 ,超过 粮食 产值 好 几 倍 。 

洞庭 册 各 地 主 业 、 副 业 的 情况 不 很 一 致 ， 和 集体 化 己 前 个 体 沟 营 时 更 各 不 相同 ， 

， 但 大 多 数 以 果树 栽培 为 主 业 。 据 入 计 洞庭 山 从 事 果 树 生产 的 农家 有 7;025 户 ， 人 

_ FB 27,000 余 , 几乎 占 农业 人 口 的 60% ( 表 10) 。 1956 年 县 供销 合作 和 社 收 购 果品 

82 种 (商品 品种 ) , 共 值 1,407,798 元 , 占 同 年 访 县 宏 副 土 特 产品 收购 总 值 的 46 % 
而 居 第 一 位 。 

从 具有 代表 性 的 洞庭 东山 后 山 乡 石 丰 、 新 四 、 贷 宗 和 西 雹 四 个 村 的 调查 杭 计 套 
料 , 可 以 看 到 果树 产 区 经 济 情况 的 梗概 。 这 四 个 村 子 共有 447 户 , 2,182 A, A 
地 4,674.86 亩 ,除了 莞 山 久 外 ,果园 几乎 占 已 经 利用 土地 的 全 部 , 刍 池 、 稻 田 、 桑 园 
所 占 面 积极 有 限 ( 表 12). HEMRPMES, 但 只 出 产 柴草 , 农民 主要 生活 来源 依靠 
果园 。 由 于 地 少 人 多 ,四 个 村 每 人 平均 使 用 果园 土地 面积 只 有 0.56 亩 。 但 果园 收 
ABE, 以 桔子 为 主 的 果园 , 每 雷 最 高 的 能 产 果 品 80 担 , 一 般 巧 担 。 解 放 前 每 雷 
果园 所 产 可 抵 米 10 石 左右 ,除去 开支 可 以 维持 两 个 人 最 低 生活 所 需 费 用 。 

据 1950 年 新 四 村 的 典型 调查 ,该 村 群众 收入 有 三 个 方面 : (1) 果树 生产 收 
e 18 + 

; 7 

人 



Se 

3612 MRE AT PSA 
(1950 年 ) 

a 中 
*# wis 轩 | 和 包 池 | 和- 本 天 有 
3,387.50 | 1,229.16 

72.46 26 .30 

ff 

面 积 (Hh) 
所 着 :百分数 

4,674.86 
100 

A, 是 主要 部 分 。 年 产 果 品 5,000~6,000 HH, ffi 2,600~8,000 五 , MARS 
80% 左右 。(2) 副业 生产 收入 ,包括 茶叶 .柴草 、 稻 谷 三 种 ;茶叶 年 产 690 FF, PRK 
207 石 ; 柴草 年 产 8,600 担 左 右 , 折 米 91.6 A; FAB 424, HHA; AH 

819.9 石 , 占 总 收入 的 10% 左右 。 (8) 淘 营 商业 的 收入 , 当时 在 外 地 共有 93 A, 
AMAR 776 人 的 12% , 大 都 是 学 徒 或 牢 学 徒 ,解放 前 的 收入 不 过 稚 持 本 身 生 
活 , 锡 占 总 收入 10% 左右 。 

， 果 园 开 星 很 费 人 工 ,每 雷 生 莞 地 开 成 果园 ,一 般 狗 需 600~700 ATL BEA 
SHH 105 PAL, 一 般 果树 如 桔子 、 枇 杷 和 杨梅 都 要 15 年 左右 才能 开始 收 
获 。 开 园 困难 , 栽培 不 易 和 成 园 需 时 较 久 , 使 农民 特别 珍 受 园地 , 过 去 十 地 买卖 极 
少 , 租 个 关系 极 少 ,阶级 成 分 比较 单 印 , 契 大 多 数 是 自 田 自 耕 的 分 散 的 小 农 轻 营 , 溃 

成 片 的 果 田 也 很 少 , 大 多 是 雾 星 分 布 的 。 

副业 经 营 除 果树 外 ,其 他 如 私 桑 .茶叶 、 养 鱼 等 方面 的 情况 , 简 述 如 下 。 
1. LAV: 太湖 流域 是 我 国 著名 的 和 桑 区。 等 桑 业 在 洞庭 山 有 悠久 的 历 喝 

和 特殊 的 地 位 ,居民 在 屋 前 屋 后 、 隙 地 和 山坡 ,都 有 培植 桑树 自家 蚀 矢 的 习惯 。 抗 “ 
日 战 征 以 前 , 蛋 桑 业 在 洞庭 山居 第 一 位 。 多 过 日 伪 盘 蹈 期 间 严 重 的 摊 玖 , 委 桑 栽培 
面积 巴 不 及 果树 而 退 居 第 二 位 。 现 有 桑田 11,000 亩 , Fz 18,896 HR, EHR 
7,782 担 。 1956 年 县 供销 总 社 收 购 鲜 昔 价值 618,878 sc, 占 全 县 农 副 证 产品 收购 
总 值 的 20.08 匈 ， 居 第 二 位 。 果 品 和 午 草 两 项 的 产值 序 占 到 公 部 家 副 王 产 总 值 的 
三 分 之 二 。 

RAL HIE SB Ae oy, 在 洞庭 山 St 

有 密切 关系 , BAY RMULPRANY, 桑田 逐渐 为 果园 所 代替 , 桑田 面积 减少 
而 果园 面积 增加 。 反之 如 果 柑 桔 遭 到 大 塞 成 片头 死 后 , 桔 园 又 常 为 桑田 所 代替 。 
明王 鳌 的 桔 荒 叹 , 讲 成 化 十 五 (公元 1479 年 )、 十 六 年 (公元 1480 年 ) 和 
柑 桔 尽 冻 死 的 事 ,未 有 “和 途 售 洞庭 人 ,为 计 恨 不 早 ,从 此 原 限 间 , 只 种 桑 与 谈 "。 
KM kK GHIA, HS RIE. nem ay 交合 | 

PEFR BAIA , AFR Wel BE LL HOA PAR Ah AL) i AT BS LL AER 
ESE , TSR Se, EF EL A A, ECE Pe I HA , BRM BE 

elde 



SRT, SAT ER I, AR I LAR, OR 
RUS HR i a PETE ABH SETS UD ELL 4S OHA P= AN Fe A eB Ap 

”耕地 有 限 , 桑 园 的 恢复 和 发 展 受到 一 定 限制 。 而 且 茎 济 收 丛 不 及 经营 果树 ,因此 群 
。” 雁 对 于 发 展 桑树 的 兴趣 不 如 对 果树 省 厚 。 

2. 茶 时 : 茶叶 在 洞庭 山 为 果园 副业 生产 ,未 有 单独 殊 营 茶园 的 。 茶 树 都 栽 在 

”果园 内 ,茶叶 成 为 果农 收入 中 主要 项 目 之 一 , 狗 计 可 达 1,942 亩 。 洞 庭 山 向 以 制造 

炉 茶 碧螺春 著名 ,解放 后 才 开 始 制 竹 茶 ,现年 产 红 茶 1,260 48 , HIE 500 48 , SAHRA 
292 担 。 近 年 政府 加 强 了 技术 指导 、 推 广 了 和 红茶 制造 , 并 提高 了 茶叶 收购 价格 , 3 
加 了 安民 收入 。 茶 树 栽培 面积 也 在 有 计划 地 扩大 中 。 

洞庭 山茶 叶 虽 然 早 负 盛名 ,但 产量 不 多 ,过 去 栽培 管理 很 粗放 。 多 数 栽 在 果园 
石 菩 附近 或 果 夭 行 间 。 除 及 时 采摘 外 几乎 无 所 谓 管 理 。 惟 其 如 此 , 所 以 生产 潜力 
很 大 。 茶 树 和 果树 混 作 ,在 土地 利用 上 很 经 济 。 果 树 对 茶树 起 了 很 好 的 蓝 项 作用 。 
采 茶 时 多 利用 宇 劳 动力 , 通常 每 人 每 天 可 采 青 叶 I.5 斤 , 3.5 斤 青 叶 可 制 茶 工 斤 。 
茶叶 生产 和 果树 在 劳动 力 上 没有 什么 冲突 , 茶叶 通常 在 清明 前 后 采制 出 卖 。 这 时 
果 宏 正 没有 什么 其 他 收入 ;在 径 济 上 很 有 帮助 。 也 许 正 因为 劳力 充沛 ,所 以 才 盛 行 
RRR A, 今后 增加 茶叶 生产 , 与 果树 混 作 在 洞庭 山 仍然 是 主要 泛 
径 , 但 必须 充分 补 欠 肥料 ,以 如 与 果树 定夺 养分 。 

8. FA: 这 也 是 洞庭 山 有 悠久 历史 的 生产 事业 。 农 民 在 湖滨 开辟 鱼池 ,放养 
草包 TERE TA .鲤鱼 、 久 刍 等 ,运销 上 海 ,苏州 ,太仓 \ 南 沽 等 地 。 拓 池 面 积 28,000 
$18, DARE. 

| RUBE, DUBE. — ALARA 60~70% , SSH i 
80~40% , SESE A Fil AAR RAL, TT Ph FE RL A I 
业 有 着 密切 的 关系 。 AURMSE A E LER, BS ES BPH 
HE, POET EOL, HAR MEE, AMT MRMHBRD AT Lemme 
HOG, 而 老 池 清 理 时 , SVP LARA LIER, 相互 之 间 有 着 
相辅相成 的 关系 。 | 

4. RAM: TAME URS MIE KAA MW RAE EB T MRE 
料 问题 。 山地 肥料 搬运 不 便 ,家 家 包养 家 畜 对 增加 肥 源 是 有 其 重要 意义 的 。 ital 
”家畜 以 羊 和 猪 为 主 。 洞 寿山 过 去 以 蚀 湖 羊 为 最 多 ,集体 化 后 大 力 发 展 养 猪 , 现 有 猪 、 

羊 各 狗 16,000 头 , 概 行 圈 蚀 而 不 放牧 ,每 年 羊 栏 出 清 2 KAT 4K RIE 

WIFE PSE RE 25 担 ; 每 头 猪 年 产 猪 肛 肥 60~ 100 担 。 果 树 地 区 几乎 全部 依 地 这 些 

肥料 , 所 以 果树 生产 的 发 展 和 家 畜 蚀 养 有 密切 关系 。 此 外 还 有 家 更 , 全 县 共有 

”60,000 只 , 久 肉 用 更 为 主 , 杂种 长 毛 更 较 少 。 BARAT IA. RAAB 

e。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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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也 盛 , 1906 ASM AIA 1B 万 只 , 19 万 只 , TR, 以 水 稻 地 区 为 
主 , 洞 庭 山 不 过 占 其 中 20~~309% 而 已 。 目 前 发 展 家 畜 蚀 养 方 面 亚 须 解决 的 是 馈 料 
EM. 
除了 以 上 各 种 副业 外 , 在 山地 有 榴 采 柴草 出售 的 ;在 湖 游 地方 落 田 还 有 栽培 

夭 、 奖 白 、 磷 等 水 生 植 物 , 以 及 捞 采 茧 荣 等 作为 副业 的 ;元 山 一 带 石灰 兰 区 更 有 副业 

烃 营 开山 采 石 的 ,有 名 的 太湖 石 就 产 在 西山 。 这 些 地 区 对 果树 生产 不 太 重视 ,大 多 
栽 说 一 些 不 很 需要 特别 管理 的 种 类 , 淘 营 也 极 粗放 。 

人 五) 农民 收入 比较 多 “洞庭 山 宏 村 因为 副业 的 多 种 经营 ， WeAMIE. 4% 1956 
NRE, 震 泽 县 是 江苏 省 农民 平均 收入 最 高 的 县 份 。 比 有 灾情 的 某 些 县 份 的 家 : 

民 和 平均 收入 要 高 出 三 倍 之 多 。 无 疑 的 , 这 与 洞庭 山 的 果树 、 秋 桑 、 茶 叶 以 及 其 他 的 

多 种 轰 营 是 有 密切 关系 的 。 这 种 情况 就 是 以 洞庭 山 单 辣 水 稻 生 产地 区 和 果树 生产 

地 区 的 农民 收入 来 比较 ,也 是 非常 明显 的 。 

(xs) 交通 便利 ”洞庭 山水 路 四 通 八 达 ，, 交通 极 方 便 。 东山 距 苏州 儿 公 里 , 有 

汽车 直达 ,水 路 有 输 船 通航 。 东 西山 之 问 每 日 也 有 轮船 往返 。 此 外 各 个 港 潜 都 靠 

木船 交通 。 洞 庭 山 各 个 口岸 去 沿 湖 各 城市 村 钱 虽 然 路 程 远近 不 等 , 但 去 苏州 、 无 

锡 、 湖 州 各 地 , 一 般 顺 风 只 有 一 天 的 航程 , 去 上 海 也 不 过 两 居 夜 。 这 对 于 二 特产 交 

流 ,特别 是 果品 运销 上 极其 有 利 。 洞 庭 山 果树 栽培 事业 有 今天 的 规模 ,靠近 消费 市 

场 , 交 通 便利 也 是 主要 因素 之 一 。 

(七 ) 居民 外 出 从 事 商 业 的 很 普 逼 “洞庭 山 人 多 地 少 ,加 以 交通 方便 ,过 去 居民 

往外 地 上 径 商 的 很 多 。 即 以 前 举 后 山 乡 四 个 村 的 情况 为 例 , 共 有 828 个 劳动 力 , 一 般 
情况 ,每 一 个 劳动 力 平均 照顾 果园 8.5 亩 计 ( 山 脚 演 湖 的 果园 ,每 人 可 以 照 闻 5 亩 ， 
总 往 高 处 去 ,照顾 意 困 难 ,每 人 只 能 照 硕 工 雷 ) ，1,229 雷 果园 只 需要 347 个 劳动 
力 ,还 有 定数 以 上 的 劳动 力 有 剩余 , 除 一 部 分 从 事 开 莞 、 砍 柴 \ 采 制 春 茶 及 其 他 副业 
外 ,其 余 就 得 向 外 发 展 , 统计 在 外 谋生 的 有 187 人 , 狗 占 总 人 数 的 28 多。 近 百年 来 
附近 工商 业 城市 勃兴 , 居民 在 上 海 经 营 商业 的 很 多 。 这 种 关系 在 过 去 对 果品 销售 
方式 方面 是 起 作用 的 , 而 洞庭 山 果 树 栽培 业 对 市 场 情况 反应 比较 敏感 与 这 一 点 也 
不 无 关系 , 表现 在 树种 .品种 的 选择 和 淘汰 上 很 明显 , 所 以 对 果树 生产 是 有 相当 影 

响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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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 各 种 果树 生产 概况 
Te 

和 品种 述 要 

洞庭 而 现 有 果树 的 种 类 很 多 , 据 调 查 计 有 以 下 60 Ap: 

(—) RRR 
1. 42% Myrica rubra Sieb. et Zucc. 

BEAL Eriobotrya japonica Lindl. 

BY Fortunella margarita Swingle 

. Ai Citrus grandis Osbeck 

. ABi%ej hh Citrus paradist Macf. 

KEE Citrus auranitum var. amara Engl. 

FE Citrus sinensis Osbeck 

ke Citrus gunos Tanaka 

. AA Citrus wilsontt Tanaka 

. ATR Céirus reticulata Blanco 

. BFE Citrus subcompressa Tanaka 

12. jae Citrus tangerina Tanaka 

18. E47 Citrus benikoji Tanaka 

«14. 本 地 早 Cetrus succosa Tanaka 

15. FLAG Citrus kinokuni Tanaka 

16. RFE Citrus erythrosa Tanaka 

17. FRG Citrus sp. 

(二 ) 落 叶 果 树 
1. #4; Ginkgo biloba L. 

WFC LE Carya pecan Eng]. et Graeb. 

核桃 Juglans regia L.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Bl. 

FEAES? Ficus carica L. 

he 

ao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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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 Morus alba L. 

7. AERC Malus asiatica Nakai 

8. 2532 Malus pumila Mill. 

9. 3 Pyrus serotina Rehd. 

10. Paes! Pyrus communis L. 

11. AJ Chaenomeles sinensis Koehne. 

12. 4 Prunus salicina Lindl. 

13. 梅 Prunus mume Sieb. et Zuce. 

14. 4 Prunus armeniaca lL. | 

15. 杰 Prunus persica Stokes. 

16. BERK Prunus pseudocerasus Lindl. 

17. KE Zizyphus jujuba Mill. 

18.= 刺 葡 萄 Vitis davidé Foex. 

19. #k#j% Vitis romonctt Poman. 

20. .葡萄 Vitis vinifera L. 

21. 石榴 Punica granatum L, 

22. Fit Diospyros kaka 工 . 

23. Whit Diospyros olei fera Cheng | 

(SORT ELE AURIS REO eA A oh FR 
. HERR Castanea henryi Rehd. 

. #3 Castanea seguint Dode. 

， 昔 机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Schott. 

. BE Licus pumila Li 

. Ah Akebia quinata Decne. 

RE, Holboellia coriacea Diels. 

EXE Rives fasciculatum Sieb. et Zuce. 

FF yt Crataegus cuneata Sieb. 

. WEE Malus hwpehensis Rehd. 

石楠 Photinia serrulata Lindl. 

. [ya Rubus corchorifolius L. 

12. aE Rubus parvifolwus L. 

. Bee Rubus lamhertianus Sex. 

14. #€ia% Rubus hirsius Thunb. 

e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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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485¢ Poncirus trifoliata Raf. 

16. ANKLE Citrus awrantium L. 

17. #248 Hovenia dulcis Thunb. 

18. SR Vitis flecuosa Thunb. 

19. AAAS Elacagnus pungens Thunb. 

20. 牛奶 子 Elacagnus wmbellata Thunb. 
21. 篇 饭 树 Vaccinium bracieatum Thunb. 

22. A3IEF Diospyros lotus L. 

23. #98hh Diospyros rhombifolia Hemsl. 

=. RMN RAT 

前 节 所 列 栽 培 果 树种 类 虽 多 ,各 种 果树 的 栽培 情况 却 有 不 同 。 有 些 果树 株数 

很 少 ,不 成 其 为 沟 济 栽培 ,例如 罗浮 、 柚 、 葡 萄 柚 、 甜 橙 ` 核 桃 等 。 有 些 种 类 引进 时 间 

不 久 , 现 有 植株 还 没有 达到 和 结果 年 龄 或 者 刚刚 开始 千 果 ， 象 薄 壳 山 核桃 、 萃 果 \ 西 洋 

梨 等 。 有 些 种 类 过 去 栽培 较 劈 ,近年 已 趋 误 落 甚 至 近 于 契 灭 , 象 香 贺 无花果、 梨 \、 樱 

桃 \ 葡 萄 等 。 现 在 盛行 栽培 的 构 济 果树 多 有 20 多 个 种 。 

这 些 主 要 作为 经 济 栽培 的 果树 的 生产 情况 ,过 去 没有 精确 的 调查 。 据 1956 年 

PtH, 洞庭 山 果 树 栽培 面积 为 16,258 亩 ,年 产 果品 166,800 担 , 占 同 年 江苏 

省 果树 栽培 面积 的 巧 多 ,果品 总 产量 的 20 双 ， 因 此 震 泽 县 果树 生产 居 江 苏 省 各 县 

的 第 一 位 。 这 些 果树 中 以 常 入 性 果树 较 多 , 柑 桔 、 枇 杷 和 杨梅 三 种 果树 的 栽培 面积 

占 洞庭 册 果 树 总 面积 的 三 .5 多 ,产量 占 果品 总 产量 的 66 多 以 上 。 江苏 全 省 tite! 

ROBE, 90% 的 枇杷 和 几乎 是 100% 的 柑 桔 都 出 自 这 一 产 区 。 
目前 各 种 主要 果树 栽培 面积 多 少 的 顺序 是 : 1. BEM, 2. 柑 桔 , 3. BEAR, 4. 板 

HL, 56. HE, 6. hii, 7. 银杏 ,8. 桃 ，9. GAM, 10. WW, 11. 李 ,， 12. HST, 18. 
如果 依 果品 产量 排列 妈 是 : 1. ENE, 2. AEE, 8. HE, 4. 枇杷 ，5. 柿 ,6. Hb, 

TH, 8. Fa, 9. HK, 10. 李 , 11. BA, 12. HEAL, 18. 45 (HE 13)。 
果树 生产 在 洞庭 山 农 村 经 济 中 的 地 位 已 如 前 章 所 述 。 以 栽培 面积 而 论 , 西山 

REA HI 60% 以 上 。 在 果树 种 类 间 有 所 不 同 , 大 抵 枇 杷 、 石 榴 、 谈 是 东山 较 多 ,而 
梅 . 柑 桔 、 板 栗 、 梅 、 桃 旭 以 西山 为 多 (图 6, 7)。 

经 济 果 树 的 分 布 主要 在 山 雹 平地 和 滨 湖 地 区 ， 高度 自 数 米 至 50 OK, FER, 
出 的 外 围 ( 图 5,， 8) 。 果树 分 布 于 沿 湖 以 及 湖 湾 附近 的 主要 的 原因 是 , 这 些 地 方 一 
般 士 层 深 厚 肥沃 、. 气 候 条 件 较 好 ,特别 是 象 柑 桔 和 枇杷 这 类 常 将 果树 在 洞庭 山 往 往 

e 19 。 



R18 RAR AS Beat 
(1955 ~~ 1956 年 平均 ). : 全 

ma 32 2 <BR - 年 P=. & 

| % a 数 | % 

1 19.0 51,323 | 20.7 
2 # 13.9 25,436 / 15.3 

3 Bt 5.0 17,982 10.8 
4 Rt 17.6 16,033 9.6 
5 板 14.1 6,227 “8.7 
6 oe 73 Gaul ~ 18,417 i 
7 柿 5.5 . 115838 6.8 
8 oi 5.1 2,708 -1.6% 
9 BE 5.0 6,719 368 

10 4.7 4,740 2.9 
1 we 1.4 2,957 1.8 
12 李 1.2- 2,785 1.6. 
138 ae 6 
14 花 0.2 wh 0.1 
15 其 Ot 

合 100.0 166,809 100.0 

0 

AMG 枇杷 ete 板栗 SS PE 石榴 me 梅 = 其 他 

图 6 ZG Tele py BOS tat 

受到 秋 旱 的 威胁 ， 距离 水 源 过 远 , 灌 浙 就 成 问题 ， 同时 作为 主要 肥料 的 湖 泥 以 及 作 

为 羊 栏 垫 草 的 眼 子 荣 都 仰 给 于 湖 中 ,因而 果树 栽培 不 能 离 湖 太 远 。 此 外 ,果品 交通 ， 

运输 也 是 原因 之 一 。 沿 湖 的 果树 带 通常 东南 面 较 宽 、 西 北面 较 狂 , 这 与 地 形 有 关 ， 

如 前 所 述 , 东 西山 由 于 湖 流 关系 , 东南 面 的 冲积 带 较 宽 , 西北 面 演 湖 平地 很 窄 , HE 

树 上 山 受 到 种 种 限制 , 除了 山 雹 地 外 分 布 很 难 深 入 。 在 果树 种 类 方面 分 布 也 稍 有 

不 同 , 一 般 情 驶 枇杷 多 分 布 在 东南 面 , 而 柑 桔 往往 以 西北 面 较 多 。 如 东山 模 桔 集中 

es 20 。 



g “于 后 山 占 60% Dk BLA 80% 在 东南 面 ;西山 在 西北 面 柑 桔 分 布 占 70% 以 上 ; 除 
“了 自然 条 件 外 ,土地 ,劳力 是 很 主要 的 原因 (图 9) 。 

an 

| | 

of (INE a i Se 1h | i 
pats J Bi ABS = = ie rar 

i a WW B&B wW 

FAT AR Pa ER APR eR pat 

=. 各 种 林 树 榄 光 和 品种 不 要 

(一 ) 柑 桔 ， 洞 庭 山 是 我 国 北 称 的 柑 桔 经 济 栽 培 区 域 之 一 ,栽培 的 历史 极 悠久 。 
唐 书 地 理 志 载 “ 苏 州 、 杭 州 、 温 州 土 页 柑 桔 "。 其 他 文献 也 记 有 唐 代 已 烃 以 柑 桔 进 
A, AES RE, 可见 其 栽培 历史 当 在 唐 以 前 。 宋 苏 轼 洞庭 春色 赋 中 
BREMEN, 名 洞庭 春色 ; WC RAB AS 
塘 南 桔 、 肌 花 早 红 桔 等 十 余 个 柑 桔 品种 。 柑 桔 用 以 酿酒 ， 并 有 这 样 多 品种 , 可 以 想 
RY RISE, BEI ARISES ek, AREER EL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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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MT NEE ANSE, ZENRERPL DUG WEE a eR 
要 原因 WRAP WA wa a HRM, RN BE ATER AM 4 
Hy kbs BAT, a, BE, 补 植 者 少 , 品 亦 稍 下 , PRR”, ae fe 
年 来 ， 由 于 附近 有 无 锡 、 上 海 等 工业 城市 的 兴起 ,对 柑 桔 的 栽培 ， 虽 起 了 一 定 的 刺激 

作用 , (AE ORME, 加 以 清朝 及 国民 党 的 反动 弥 治 , 果树 栽培 并 没 有 获得 应 
有 的 发 展 ,生产 技术 落后 ,生产 情 糙 低 落 , 即 或 有 个 别 优良 的 技术 ,也 没有 得 到 提高 
和 推广 。 解 放 以 后 在 党 和 政府 的 领导 和 大 力 扶助 下 , 采取 了 一 系列 的 措施 ,群众 4 
AFUE, 在 克服 大 小 年 方面 , 个 别 桔 农 已 经 获得 初步 成 就 ， 在 病 虫 嘎 方 - 到 

面 ,群众 已 由 哲 猛 将 名 二 为 莉 械 防治 ,并 已 初步 掌握 了 防治 锈 避 和 \ 吹 粮 介 壳 虫 、 so 
性 叶 虫 的 技术 。 

洞庭 山 柑 桔 栽 培 总 面积 计 3,000 多 亩 ,西山 稍 多 于 东山 ,主要 分 布 在 西北 坡 以 

及 东南 坡 湖 滩 面 积 狭小 的 地 方 。 西 山西 北 坡 占 西山 柑 桔 栽培 总 面积 67%, 主要 在 
建设 乡 。 东山 占 62 和 %， 主 要 在 后 山 乡 。 垂直 分 布 最 高 达 120 米 GUL 
内 ) ,一 般 多 在 50 米 以 下 ,而 以 10 米 以 下 的 湖 滩 高 地 为 最 多 , 占 总 面积 80 多 以上。 、 
这 是 由 于 受 劳动 力 \ 水 源 与 肥 源 等 综合 影响 的 千 果 。 

洞庭 山 的 柑 桔 ,通常 一 年 抽 梢 三 坎 , 也 有 抽 四 次 或 五 次 的 。 洗 梢 一 般 发 生 于 5 

月 初 (立夏 前 后 ), 所 占 比 重 最 大 ,一 般 长 度 1.5~5 厘米 , 亦 有 达 9~ 10 KAY, 
梢 多 数 抽 生 于 去 年 生 春 梢 及 夏 梢 上 , 枝条 生长 较 强壮 , 多 数 可 以 成 为 结果 母 枝 ; 也 
有 抽 生 于 树冠 内 部 老 枝 上 的 ,但 多 针 弱 。 秋 梢 也 能 抽 春 梢 ,但 数量 不 多 。 夏 梢 的 抽 
4, 依 其 早晚 ,可 分 为 早 夏 梢 及 晚 夏 梢 两 种 。 PRN 6~T 月 以 前 发 生 ， 生长 强 
健 , 叶片 色 省 而 大 , 一 般 长 度 在 8 厘米 左右 ， 最 长 可 达 10 余 厘 米 , 可 以 成 为 良好 的 
结果 母 枝 。 早 夏 梢 主要 抽 生 于 去 年 生 春 夏 梢 上 ，, 其 次 是 从 去 年 生 秋 梢 或 短 截 后 的 
夏 梢 上 发 生 。 晚 夏 梢 大 部 分 生 于 当年 生 春 梢 及 早 夏 梢 顶部 , 在 7~8 月 开始 发 生 ， 
SW, 抽 生 多 少 视 植株 肥料 的 多 少 , 结果 的 多 少 , 以 及 夏 旱 的 情况 而 有 不 同 。 
晚 夏 梢 一 般 趋向 徒长 , 生长 弱 , 能 成 为 结果 母 枝 的 不 多 。 秋 梢 往往 在 9 月 底 至 10 
月 间 大 量 发 生 ,这 与 当地 家 民 习惯 在 8 月 采用 淘 族 施肥 有 关 。 秋 梢 生长 势 极 强 ,多 
策 中 树冠 顶部 , 抽 生 于 当年 生 春 夏 梢 上 ， 当地 叫 "鸡毛 条 ”, 最 长 可 达 工 米 。 这 类 枝 
条 ,徒长 而 不 充实 , 易 受 冻 嘎 , 不 能 成 为 良好 的 结果 母 枝 。 
洞庭 山 柑 桔 在 清明 时 现 蓄 , 4 月 底 至 5 月初 立夏 时 开花 , 开放 后 7~8 天 多 至 

10 RAMA, 由 于 种 类 不 同 , 开 花 时 间 亦 异 , 早 和 、 朱 桔 等 较 楼 子 、 香 圆 早 数 天 。 
洞庭 山 栽 培 其 他 果树 ， SORORITIES A DIR SE AL 

其 实 洞庭 山 在 末 时 即 已 有 人 采用 媒 接 , 为 什么 后 来 没有 和 容 广泛 采用 ， GEE Eo 
柑 桔 由 于 采用 实生 繁殖 ,自然 杂交 种 很 多 ,这 些 杂 交 种 ,不 是 完全 没有 价值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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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a 
. a - ; Ma ‘ ay and 

时 ’ oe 4 i , : gs iS oes is 

‘ r es  * yy, 
a : x ; 

和 me » See # 

= errr res Bes ALC a TO, PARE, ae 
S wenn. HEPA ELBE BEBO SBE HE DCA ET AY IE LA ES DARE) 
Re ee le a ee eee 
多 , A TAL EF (SES ME) HK, 其 他 多 雳 星 裁 植 。 现 将 各 主要 

品种 分 壕 如 下 
工时 fr: MOR RUT, ev, AREAL, 是 目前 栽培 最 多 的 一 
> 种 。 早 秆 在 洞庭 山 的 裁 培 历史 ,无 法 查考 。 韩 产 直 桔 录 载 < 调 许 柑 , 皮 灿 而 味美 , 比 
& AA A, EISNER, ME SED 
RAL A TE NA A BE = Oe, 
过 秆 同属 一 种 , 如 果 光 桔 即 韩 产 直 所 指 的 洞庭 柑 , 旭 其 栽培 历史 ,至少 起 于 宋代 。 里 
“” 竹 是 上 海 市 场 上 最 先 出 现 的 柑 桔 品种 ,一 般 中 秋 以 后 便 开 始 转 黄 ,10 月 初 便 成 熟 ， 
PERK, 产品 容易 胸 售 , 价格 也 很 高 , 不 象 当地 栽培 的 了 秆 、 朱 桔 等 品种 , 采 收 时 
”黄岩 等 地 品种 , 已 大 量 上 市 , 必须 及 藏 至 隔年 2~3 月 出 售 。 早 红 产 量 占 当地 柑 桔 
BAH 80~40% 左右 。 早 半 与 朱 桔 很 近似 ,很 容易 与 朱 桔 ̀  了 科 相 混 ; 但 早 红 树冠 

RF PIR ETALK Pt HR IE, 叶 称 锯 齿 明 显 , 叶 着 生 
与 枝条 的 角度 大 而 下 披 , 果实 栖 红 色 ，, 果 面 平滑 光亮 , 油 胞 平生 ,新 吉 8~9 办 。 这 

“ 些 特 性 ,可 与 朱 桔 、 了 和 红 区 别 。 
| SRE: 早 和 本 势 强健， 桶 形 整 齐 ， 旺 尖 轩 头 形 ，20 WEBER 4~6 米 ， 枝 二 
开展 , RAB, METHANE, 两 端 尖 , PGR: 长 6~9 厘米 , 实 
2.5~3.5 厘米 , 叶 色 淡 , SETTER , 侧 豚 不 明显 , 背面 黄 称 色 , 侧 肘 凸 出 ; PR ELL 

”波状 句 元 ;时 略 有 下 披 性 , 叶 尖 向 下 弯 答 ;叶柄 长 1.2~1.8 厘米 , 叶 辟 不 发 达 。 花 
ADM, BRIEF PUTT ERR BL, 分 裂 不 其 整齐, MRT HE 

| WERE At IRIE 0.9~1.1 厘米 , 寅 0.4~ .0.5 KS EADIE DS EPH 
Ses AEE BERT Ae. RCE, HS 2.5~4.5 DK, 3.0~5.5 厘米 ， 
PERC, 果 面 平滑 而 光亮 ; 油 胞 密 , 平生 或 凹 入 ; SRT A, OFLA ICE BEB 
离 , 皮 厚 0.2~0.3 厘米 ; ME 8~9 ME, 寡 脏 形 , 排列 不 甚 整齐 ; 中 心 柱 空虚 , HL 
1.1~1.8 厘米 ;果汁 橙黄 色 , 风 味 淡 泊 。 RAMS T~ 19 粒 , 卵 形 ,大 小 中 等 , 顶 
都 有 网 状 楼 起 ,底部 局 平 , 外 种 皮 仿 白色 ,内 种 皮 淡 棕 色 , 合 点 紫 褐色 ,多 胚 ,子叶 洲 
#6. TEM 4 AS 月 初 。 

FLAC CEASE A LCP ACS ALT A, RR RTT MBE, 
BUR, WES RARBG, TD, 味 甜 。 后 者 果 型 较 小 ， FREE, BE 

~ GRR, US DRMAR ABE MRR ALAS. 
RGR: ALENT Dh TAHT. ALATA AS S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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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 ARHTRGIRA:, Be oop 2 Hh te, 老 枝 及 强健 的 秋 梢 上 亦 ， 
A, 但 数量 很 少 。 春 梢 的 长 、 短 、 强 、 能 相差 很 大 , 树冠 内 部 的 , ARMM, 有 

的 极 短小 , 这 种 枝条 , 不 能 成 为 结果 母 枝 ;树冠 外 部 的 , 一 般 比 较 强壮 , 长 度 多 在 

8~4.5 厘米 之 间 , 也 有 更 长 的 。 早 夏 梢 的 数量 较 少 ,主要 发 生 于 去 年 的 春 梢 上 ,其 

次 是 去 年 的 夏 梢 上 。 早 夏 梢 较 粗 壮 , 枝 条 楼 角 显著 , 叶片 大 , 色泽 省 。 晚 夏 梢 的 数 

量 更 少 , 主要 发 生 于 去 年 生 夏 梭 及 春 梢 的 顶端 , 轩 弱 短小 或 区 长 而 不 充实 , 枝条 呈 

“局 形 。 秋 梢 主要 发 生 于 树冠 顶部 及 外 园 , 大 多 为 徒长 性 , 发生 的 多 少 , 视 当 年 十 水、 
肥料 及 结果 丰 攻 而 异 。 早 红 的 千 果 母 枝 以 早 夏 梢 及 春 梢 为 主 , 老 枝 及 秋 梢 千 果 不 
多 。 春 梢 千 果 母 枝 长 度 在 1.5~.4.5 厘米 之 间 , 径 粗 0.27~0.34 厘米 。 eR 

BEARER E 7 ~ 12 厘米 , 径 粗 0.45 厘米 。 
FAT BRR URS, ih BPRS, BORER, 但 由 于 早熟 , 仍然 很 受 市 

场 欢 迎 , 且 大 小 年 现象 不 显著 。 早 红 中 品质 优良 的 单 株 还 不 少 ,如 果 通 过 群众 性 的 
选 种 ;采取 优良 的 单 株 进行 繁殖 , 早 红 在 这 一 地 区 还 是 极 有 前 途 的 。 

2. ARE: 当地 又 名 朱 竹 桔 , 其 他 地 区 有 时 衢 桔 , 朱 砂 桔 ,大 秆 袍 的 。 朱 桔 在 洞 
庭 山 有 两 个 品种 , 即 了 和 红 和 朱 桔 。 前 者 裁 培 面积 占 第 二 位 , 后 者 栽培 面积 占 第 三 
位 。 朱 桔 原 产 我 国 , 栽培 历史 极 悠久 , 洞庭 山 在 唐 时 已 经 栽培 , to BE Ey 
曹 新 桔 苦 中 ( 按 韦 便 作 苏州 刺史 ) 有 “分 君 病 后 思 新 桔 , 冯 摘 狭 酸 亦 未 黄 ,， 溃 后 欲 是 
三 百 旺 , 洞 庭 须 待 满 林 霜 ” 之 句 , 韦 虽 未 指名 朱 桔 ,但 按 朱 桔 在 洞庭 山 晚熟 的 特性 推 
测 ,所 指 似 属 朱 桔 。 朱 桔 的 分 布 广泛 ,主要 产 于 浙江 ,江西 、 湖 南 、 湖 北 猪 省 ,其 北 称 
分 布 直到 汉中 盆地 ,在 苏 南 地 区 除 洞 庭 山 外 ,太湖 中 的 马 距 山体 有 少数 。 朱 桔 树 冠 “ 

AREF PAL, ERE, Hy SRE, SEAS BB HS 
45 5 5 RAR Att J BE, 特别 在 树冠 顶部 的 枝条 上 ， 最 为 明显 , LAR HE 
将 结合 成 简 状 。 果 实 朱 和 红色， WEB, 果皮 粗 , 果 顶 往往 有 乳头 状 的 小 突起 。 这 些 特 
性 ,可 与 当地 其 他 品种 区 别 。 

PAE: 朱 桔 树 势 强健 , 树 形 不 整 , 树冠 呈 不 规则 拓 贺 头 形 ，20 龄 树 一 般 高 
4.5~5.5 米 。 树 干 强劲 ,枝条 粗壮 , 直立 硬挺 ,多利 生 于 树冠 外 部 ， 上 具 短 刺 。 叶 
片 为 卵 状 长 枯 圆 形 ,长 6~9.5 厘米 , 宽 2.5~3.5 厘米, 先端 渐 尖 , JERR) BIE: 两 
便 易 向 内 知 , 叶 缘 名 齿 不 明显 ; 叶 质 厚 硬 ,表面 降生 色 ,背面 黄 稼 色 ; 叶柄 长 TI~ 工 .4 
厘米 , 叶 翼 不 明显 ; 叶 着 生 与 枝条 所 呈 的 角度 狭小 , 尤 以 树冠 上 部 枝条 顶端 的 叶片 
最 显著 , 几 呈 直立 状 。 花 丛生 或 单 生 于 叶腋 , 张 开 度 1.2~1.5 厘 米 ; 葛 五 片 , 狭 小 六 

23 Se, Pew BPR, 与 柱头 平 或 高 出 于 柱头 。 果 实 局 圆 形 , A 8.6 厘米 ， AE 

4.95 厘米 , RAL, 果 面 较 粗 糙 , WMA AE, ARES FLA 

es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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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a 
SRA IRS 0.8: REL 7 ~ 8 瓣 ,排列 较 整齐 ;中 心 杜 空虚 , 实 1.2 J 
米 ; 果 计 栖 黄 色 , 酸 甜 而 无 香气 。 每 果 合 种 子 13~16 MSIE, aR ABER, HE 
部 短 嘴 常 向 一 面 弯曲 ;外 种 皮 扎 白色 ,内 种 皮 淡 棕 色 , 合 点 淡 玫 现 红 色 , 多 胚 , 子 叶 
REE, ioe 5 

AMUSE SE: 朱 桔 春 梢 主要 发 生 于 去 年 的 夏 梢 上 (IN) ,数量 极 多 ,但 能 成 为 
芋 果 母 枝 的 较 少 。 早 夏 梢 主要 发 生 于 去 年 的 春 梢 及 夏 梢 上 ,数量 不 多 , 生长 很 强 
健 , 多 数 能 成 为 结果 母 枝 , 这 -一点 与 其 他 品种 不 同 。 在 和 结果 数量 方面 ,也 以 早 夏 梢 
的 结果 母 枝 为 多 。 在 洞庭 山 , 群众 修剪 整枝 , 有 留 上 不 留 下 , 留 外 不 留 内 的 习惯 。 
朱 桔 又 有 顶端 生长 优势 的 习性 , 果实 多 集中 于 树冠 上 部 或 枝条 顶端 , 结果 面 很 小 。 
全 后 改善 当地 的 修剪 方法 , 增 大 千 果 面 ,是 提高 朱 桔 产 量 的 重要 措施 之 一 。 

” 朱 桔 树 性 强健 ,耐寒 ,大 小 年 差异 较 小 , 果实 耐 赃 运 ， 寿命 长 (在 浙江 黄岩 及 御 
州 均 有 百 禹 大 树 ) 等 为 其 优点 。 但 果 小 , 味 酸 , HS, 计 少 , 无 香气 等 为 其 缺点 。 洞 
庭 山 的 朱 桔 , 11 月 中 旬 以 后 方 采 收 , 是 当地 最 晚熟 的 一 种 。 由 于 采 收 迟 , 树 势 不 易 
RE BASSE BBL, 南方 各 地 优良 品种 源源 上 市 , 故 当 地 群众 , 在 朱 
桔 采 收 后 ,多肉 藏 至 次 年 1~2 AWG, 这 是 群众 不 大 欢喜 栽培 朱 桔 的 原因 。 今 后 
必须 着 重 从 选择 早 见 种 着 手 。 洞 庭 山 朱 桔 一 直 是 沿用 实生 繁殖 ,其 中 变异 较 多 ,在 
成 永 期 上 , 单 株 与 单 株 间 相 差 很 大 , 选 出 品质 优良 的 早 东 种 的 希望 是 很 大 的 。 

8. Yar: 了 秆 是 朱 桔 中 的 一 个 品种 , 可 能 有 系 自 朱 桔 实生 变异 而 来 , 其 他 地 方 
RARE, WWE. TRA, LAF RA. TH Peet, 采 
收 期 10 月 下 旬 至 11 ey, ER AGRA RIURS, BY RR AE, RAE 
REE, TAN BRIE Ee ARE EO, TALS RHE 
的 性 状 极 近 似 , SPAR BEI. 12 RAL THAR DURA ZO 
HE; PR DARK, IA EVRA, WRAL, RARER BD 

«SEs 叶柄 着 生 与 枝条 的 角度 , 没有 朱 桔 的 狭 , BORLA FBR SESE ACRES, IB 
面 较 朱 桔 条 致 ,而 不 及 早 红 的 平滑 光亮 。 

WRRAE: “了 氏 树 形 不 整 ,下 部 枝条 较 少 ;树冠 呈 杯 状 尖 圆 头 形 ,20 龄 树 高 和 ~5 

米 。 枝条 粗壮 直立 ， Fab, BASHA. MARIE, 长 6~9 厘米 ， 寅 2.7 

一 3.6 厘米 ,先端 渐 尖 , 基部 广 枢 形 ; 叶 篆 锯齿 不 明显 ; 叶 质 硬 ,表面 深 称 色 , 较 朱 

桔 略 淡 , 背 面 和 绿色 ;叶柄 长 0.9~1 4 ROK PP RADA—, 寅 0.2~0.5 厘米 , 即 同 

一 枝条 上 ,有 的 显著 ,有 的 不 显著 ,而 朱 桔 、 早 红 无 此 现象 ;叶柄 着 生 与 枝条 的 角度 ， 

较 大 于 朱 桔 。 花 丛生 或 单 生 于 叶腋 , 牢 张 开 , 张 开 度 1~1.1 厘 米 ; 葡 片 黄白 色 , 五 裂 ， 

分 裂 整齐 , 呈 等 腰 三 角形 ;花瓣 五 片 , 冯 有 六 片 者 , 白色 , 长 1 工 厘米 , 寅 0.6 厘米 ; 

花 符 彼此 和 结合, 与 柱头 等 长 ; 柱头 比 朱 桔 大 而 比 早 红 小 。 果 实 局 圆 形 , 一 般 高 

ea 25 。 



3.4~ 4 厘米 , 寅 5~5.5 ROK MEAL, RIES, TR RR PADERS, While 
MWA; 顶端 无 乳头 状 凸 起 ; EBA BRIS , 皮 厚 0.24 厘米 ;新 吉 8 瓣 ,排列 整齐 ;中 
心 柱 空虚 , 袖 工 .36 厘米 ;果汁 鲜 栓 色 , 味 较 朱 桔 甜 。 每 果 含 种子 15~ 26 粒 ,长 卵 图 
形 ;顶部 圆 钝 ,基部 长 而 狭 ; 外 种 皮 肪 和 白色 ,内 种 皮 淡 褐色 , ARE, 多 胚 , 子 叶 
KE, ; 

AKERS: TARE e-A ITM AREA, 以 春 梢 数量 最 多 。 奏 梢 主要 发 
” 生 于 去 年 的 春 梢 上 ，, 和 粘 果 母 枝 也 以 春 梢 形成 较 多 。 春 梢 千 果 母 枝 , 一 般 长 3~6 厘 

HK, 一 个 枝条 仅 能 千 1~2 个 果 , 果 多 着 生 于 枝条 上 部 。 早 夏 梢 发 生 较 少 , 主要 发 

生 于 去 年 生 的 春 梢 上 , 也 有 发 生 于 落花 落果 枝 上 的 (去 年 或 当年 的 ) 。 晚 夏 梢 发 生 
较 多 ,这 与 其 他 品种 不 同 , 晚 夏 梢 发 生 于 去 年 生 相 壮 的 夏 梢 及 老 枝 上 。 夏 梢 千 果 母 ， 
枝 , 一 般 长 8~11 厘米 , 一 个 枝条 上 有 千 2~ 4 个 果 的 , 枝条 中 部 及 顶部 都 能 结果 。 
Aki TAL, SAT RARE, 大 多 系 从 生花 所 产生 。 这 种 现象 在 了 
MARAT AM ERLE 

了 和 生长 亦 很 强健 , 且 较 早 红 丰产 ,果实 皮 薄 , 味 甜 , MNS, Rb {AIP 
少 , 渣 多 , 核 多 ;, 且 成 熟 期 仍 嫌 晚 , 采 收 后 , 仍 需 赃 藏 方 可 出 售 。 因 此 ,选择 早熟 的 了 
SLAP, PRB, FET ALPE SN, HATA HERES 

4. AGRE: WR ESCA MIS AT BS EJ HE RE, 
AF He WAL VG) TL, Zee, WEA, RAAB. IME, AL 
WARE ARIS, ER TET RS Oe, TE LL ORS APE 
Ro ATEREAC EAD AAR, SIDA aR BRA, HSE APL SEE IE 
文 为 “ 赴 桔 生 西 山 , 得 自 影 侈 家 , 云 此 接 活 根 ,是 岁 当 着 花 , 俯 仰 乃 十 霜 , 垂 豆 粉 相 和 中 
ee "”。 由 此 可 知 , 洞 庭 山 在 宋代 不 但 已 经 栽培 驻 桔 ,而 且 当时 已 进行 了 嫁接 工作 。 

WAME: 树冠 整齐 , SII, 20 4.5~5 米 。 枝 于 开展 , 枝条 密生 ,上 
BUN), HARB, 长 5~8.5 厘米 , 实 2.5~ 4 厘米 ， 两 端 穴 , 四 边 近 

于 对 称 ; 叶 质 肥厚 ,表面 深 称 色 , 油 胞 明显 , PRR, 侧 肪 上 下 均 不 明显 ; OR 
BLUE IRSE TE, 不 甚 明显 ; 叶柄 短 , KO.5~1.1 厘米 , 叶 虱 不 发 达 。 花 单 生 或 从 生 ， 
中 等 大 小 , 牢 张 开 或 公 张 开 , 蕊 开 度 1.5~ 2.5 厘米 ; A, 黄白 色 ; 花 轩 五 片 ， 
白色 ,长 1.2~1.3 厘米 , 宽 0.4~0. 拓 厘米 ; TER 15~18 HK, 当 8.5 条 彼此 和 结合 ， 
与 柱头 平 或 略 高 于 柱头 。 果 局 转 形 , 饼 秆 橙色 , 魂 朱 桔 、 早 桔 大 ,一 般 高 4.09 厘米 ， 
寅 5.85 厘米 , 角 有 比 此 更 大 的 ; 果 面具 光泽 , 油 胞 密 , 平 生 或 四 入 ; 止 点 圆 大 ,明显 ， 
以 果实 顶部 较 多 ; 果皮 易 闽 离 , 厚 0.29 厘米 ; WARE 9~10 Sar, BERLE, Het ee 
ji, 80 0.8~1.4 JK, 果 计 橙黄 色 ，, 甜 而 带 酸 。 每 果 合 种 子 27 粒 左右 ,中 等 天 小 ， 
孵 形 ,顶部 有 小 尖 突 起 ,基部 局 长 ;外 种 皮 乳 白色 ,内 利 皮 淡 棕色 ，, 合 点 紫色 ,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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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s EGE ATR aS A a aT oP, LA RIE BR hn Mb TB 

IE ETSI RE ES BOR ht, BSE, RE 
Fe RE FRIES, AIL WE SIR OREM, 中 心 柱 大 , 果汁 少 。 采 果 期 10 A 

£3 11 月 中 名 。 
生 正人 引 性 : 笨 桔 以 春 梢 发 生 最 多 , 占 枝条 的 60% 以 上 。 春 梢 主要 发 生 于 去 年 

ARSE Me, 其 次 是 二 年 生 的 老 枝 上 , 再 坎 是 去 年 生 的 夏 梢 上 。 结 果 母 枝 , 也 以 春 
WBS, 占 70 匈 ， 和 结果 总 数 也 多 ，, 而 且 果实 较 夏 梢 上 果 大 , 果实 在 春 梢 上 着 生 的 部 
位 多 在 枝条 上 部 。 早 夏 梢 不 多 , 但 生长 中 良 , 枝条 充实 , 大 多 能 成 为 结果 母 枝 。 晚 
夏 梢 数量 较 多 ,生长 势 很 强 ,主要 发 生 于 当年 及 去 年 的 春 档 上 ,枝条 长 而 不 充实 ,能 
成 为 辕 果 母 枝 的 很 少 ; 少数 果农 , 将 此 种 枝条 短 截 , 让 其 抽 生 春 梢 或 早 夏 梢 。 夏 梢 
的 千 果 母 枝 较 春 梢 少 , 千 果 总 数 也 少 ,而 果实 在 夏 梢 上 着 生 的 部 位 , 除 上 部 外 ,中 部 、 

”十 能 千 果 。 往 桔 糙 果 , SRE TRO, MERE KK 68% 左右 。 
福 桔 果 大 ,美观 , 耐 崇 运 ,品质 较 朱 桔 . 了 秆 、. 早 用 为 佳 ; 当 地 群众 也 认为 “ 卖 相 ” 

好 ,价格 高 ,容易 腹 售 。 但 往 桔 在 洞庭 山 裁 培 也 存在 不 少 问 题 : (1) RRR 
ALI ABBR, (2) 枝条 繁茂 ,修剪 费 工 。(3) 大 小 年 显著 , 生产 上 没有 

”保障 。(4) 生长 维 慢 ,容易 衰老 ,老年 树 千 果 少 。 因 此 ， 虽然 坟 培 历 喝 很 里, 一 直 未 
”能 发 展 ; 栽 培 面积 仍 居 早 征 . 了 有 红 之 下 。 

5. GF: 洞庭 山 是 我 国 栖 类 栽培 最 策 中 的 地 区 , ROSH, 栽培 面积 为 
8148, 占 柑 桔 总 面积 四 分 之 一 以 上 。 权 为 我 国 原 产 , 古 名 柚 , 栽培 历史 锡 在 二 千 
年 以 上 , 古人 一 直 以 橙 入 项。 橙 分 布 很 广泛 , BRAK. EP RARHRABA. 
在 我 国 最 北 分 布 到 甘肃 的 西 固 ( 北 疆 83°44’), 为 我 国 柑 桔 属 中 分 布 最 北 的 一 种 。 
苏 南 地 区 除 洞庭 山 外 , 无 锡 、 常 熟 、 镇 江南 京 、 南 汇 、 苏 州 、 上 海 等 地 , 从 有 零星 生 
Ke, WHMIS, AIH, SRL, BREWERS RE, 
APRA ES BR 

形态 特征 : 

(1) BF: 当地 叫 野 杰 子 。 树 冠 呈 尖 圆 头 形 ,， 20 te 4.5~5.5 ok; SEF 
Hy , RO, REM PE, LASER, PH MRE, K 3.3~8.1 厘米 ， 
寅 1.5~3.3 BK, EHR RE AED, 表面 省 绝色 , URES, 背面 
黄 入 色 , 便 肪 明显 而 凸 出 , 叶 精 句 此 不 明显 ;叶柄 长 1.8~2.5 厘米 , 叶 恤 发 达 , 心 脏 
形 , 寅 0.6~1.3 厘米 。 花 从 生 或 单 生 于 叶腋 , SERRE, RRIF EE AY 1.5 厘米 ; BHR 
稍 色 ,五 裂 ; 花 瓣 五 片 ,白色 ,长 1.0 EDK, HK 0.4 JK; ERR 24~28 条 ,基部 互相 千 
合 ,而 在 二 分 之 一 长 度 处 开始 彼此 分 离 ;柱头 长 圆 形 , 低 于 雄蕊 。 果 实 局 圆 形 ; 棒 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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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 ,高 4.94 厘米 , 寅 5.8 JR TE Sh, BOT RERE, TAK, PEM eA 
放射 沟 ; WOE MLAs MR ATHE: EC BA O.4~0.5 JK, RE 
O~ 11 $8, FE RETE , PERMA; HA FEZ HE, FE O.92~1.3 BK; RUE, VER 
酸 , HEAR. IRA AEF 20~25 Ar, URI, 肥大 鲁 满 , 长 1.4 OK, 0.9 
Kk, RI WAP RIL, APE, 合 点 极 大 , ER: 多 胚 ,子叶 自 色 。 
花期 4 月 下 旬 至 5 月 上 旬 , 果 实 中 秋 以 后 开始 转 黄 ,至 10 月 底 方 始 成 熟 。 

(2) REE: A BIH, 最 早 见 于 林 洪 山 家 清 供 , ZU. Ea “Re 
SHEL, BOR, VRE, 仍 以 带 枝 顶 复 之 , ARE, ES 
ACH RB’ Oo MALS, TRE, RAHEEM RAR AK 

(DE RAP” ALATA AR AS RE, RAY AT REDE, HEE DE PERL REL eR 
BASSE, MSR EEA LANA: 树干 强劲 粗壮 , 树冠 呈 杯 状 尖 园 头 
形 , 枝条 粗壮 , WILE, 上 具 长 针 刺 。 叶片 纺 弘 状 枯 圆 形 , 两 端 尖 ;长 6.5~8.5 
厘米 , 寅 2.8~4 厘米 ; 叶 质 柔软 , eR, Ms 叶 栖 长 1~1.8 厘米 , HRA 

明显。 雄蕊 19~20 枚 ,彼此 和 结合 无 分 离 现象 。 与 柱头 平 或 略 高 于 柱头 ,果实 最 大 ， 

高 4.8~5.2 厘米 , 袖 6.7~7 厘米 , 鲜 栓 黄色 ; 果 顶 有 一 小 环 , 顶 点 呈 乳 状 突 由 ; 蓄 
部 四 周 有 有 明显 的 放射 沟 ;' 有 时 直至 顶部 ,而 使 果实 呈 不 规 居 的 斩 形 ; 果 面 极 不 平整 ， 
A WEBE ; KL 0.65~.0.72 厘米 ,中 心 柱 寅 工 .6 厘米 ; 果 味 酸 甜 , 并 有 特殊 香气 ,向 可 
食 。 种 子 小 ,四 形 而 略 局 ,天 小 极 不 整齐 ;长 工 厘米 , 寅 0.6 厘米 ,表面 有 棱 起 。 AE 
权 除 洞庭 山大 面积 栽培 外 ,并 分 布 于 浙江 的 衢州 \ 塘 栖 , 江苏 的 南京 、 上 海 .苏州 , 陕 
西 的 安康 等 地 ， 品系 很 多 ， Yel ELL) — HbA BI BEE Fa (CES. seataiainine ni 

BGS Lee Hh ee RS , TEAR AT ADs BETA. 
(3) SRE: SEM SREB, TOR ASR A PR EM 

AAG SHOES ESS , ARE Ha PETIA, PEEL ALIS, AA Ae 
AEE LR BIE PBB, BB TAG ARR LE BK, EAS) ER, 
KMPER , FEMME FE: 叶柄 长 1.2~2 厘米 , PERRI, 花 小 , 张 开 度 ， 
#9 1.3 厘米 ; 花 竺 自 基 部 开始 彼此 分 离 , 与 柱头 等 长 或 略 低 于 柱头 。 果 考 最 小 , 紧 
实 , 高 8.7 厘米 , 寅 4.6 厘米 , AS EIR, REA BT LE BSE 果 
皮 厚 03~0.4 厘米 ; 产 吉 9~10 ME; FEZ, 寅 0.8 OK, APES, 比 橙子 
的 较 小 ; HB RI, 长 1.2 厘米 , 袖 0.8 厘米 。 香 权 在 南京 、 塘 栖 等 地 都 有 分 
布 ,但 仅 洞庭 山 有 大 面积 栽培 ,主要 作 攻 用 和 密 甬 。 当 地 群众 也 有 将 少数 大 树 高 接 
甜 栖 及 其 他 柑 桔 的 ,嫁接 成 活 率 较 蟹 橙 差 , 且 果 实 味 较 酸 (FE 14) 。 

自古 今 图 书 集成 博物 条 篇 草木 典 第 230 AEE 549 册 33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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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ye PER 

eS leg | ee | aes. | at 

形 头 形 | RWS |. 标 状 尖 加 头 形 
枝条 | ua | HL, aha | LHL, WL 

叶 | 时 要 发 达 | 叶 要 不 显著 | oP REL 
re | 花 穆 基 部 糙 合 ,在 1/? 处 | HEBD BS «| LEO SEAR 

开始 分 离 条 
My, 紧 实 , BREE , 果皮 
ne i 果 项 有 金 

中 等 大 ， TTC 。 
KEBAB 

RAB, (RB REE 

A. RCE, 果皮 粗 而 有 
—_ RAW Rea 

as | ES | 中 等 小 

橙子 的 分 布 在 我 国 虽 很 广泛 ， 目 前 倚 上 共有 洞庭 山 一 地 有 大 面积 栽培 。 二 十 年 、 

BH WARE ET, 由 于 销路 好 , 价格 高 群众 竞相 栽植 , 栽培 面积 为 其 他 柑 桔 品种 

”之 冠 。 近 十 年 来 虽 未 发 展 , Me PRES IRA, (AAR, 大 都 任 其 自 

RAK, DECK BEAL, 严重 地 影响 到 其 他 的 模 桔 品种 。 因 此 ， FIT 
目前 洞庭 而 柑 桔 栽培 事业 中 存在 的 一 个 问题 。 BEAM, 我 们 认为 还 
是 很 有 前 途 的 。 权 子 在 过 去 主要 是 作 莉 用 和 蜜 全 。 另 外 ; 橙 皮 的 含油 量 , 根 据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中 山 植物 园 的 初步 分 析 , 高 出 有 柑 和 甜 权 二 、 三 倍 。 权 油 国内 外 都 很 需 
要 ;为 食品 工业 和 医 攻 方 面 所 需要 , 橙 皮 提 油 后 , 产 吉 还 可 加 工 。 随 着 祖国 新 兴 的 芳 
香油 事业 的 发 展 , 杰 子 一 定 会 被 有 关 部 门 所 重视 。 其 次 ,橙子 在 日 本 主要 作为 柑 桔 
的 砧木 ,或 作 酸 果 以 代替 榨 檬 。 用 作 砧 木 抗 塞 , 抗 病 虫 , 寿命 长 , 耐 旱 , 丰产 等 优 
点 。 特别 在 气候 寒冷 地 带 的 山地 栽培 柑 桔 , 权 子 是 一 个 良好 的 砧木 品种 。 我 国 过 
SAAT EAA S, 胡 昌 烽 氏 二 十 余年 前 (公元 1934 年 ) 在 洞庭 山 调 
#, SERGE ME ERA O, 但 近年 洞庭 出 少数 群众 , 采用 老年 或 壮年 的 
FES SUE, ERS SLA EE, SORA OE 
BRSORAS EL USE PEF IE— PPR PENOHELD , BADR, HE 
子 由 于 是 深 根 性 而 不 耐 湿 ,菊池 秋雄 报导 , 如 果 发 挥 了 它 的 深 根性 特点 , 对 夏 早 冬 

” 赛 的 抵抗 力 比 可 壳 还 强 。 而 洞庭 山 的 生产 实践 上 , 亦 证 实 了 此 点 ,在 洞庭 山 湖 边 高 
3h FREER AR AY BIR, CE 1955 年 寺 月 储 部 冻 死 ,用 要 壳 作 砧木 的 膀 栖 ,十 二 株 冻 
PEPE AB FEL HE HEE ka, BOARS, SE ARTE. AY 
耐寒 性 , 由 于 品种 不 同 , 亦 有 差别 ,根据 南京 中 山 植物 园 播种 的 二 年 生 幼 苗 观 察 ,楼 

O WAM: 中 国 柑 桔 栽培 之 历史 与 分 布 , 中 华农 学 会 报 126~127 $8 47 页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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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H , MEK, SRE , ge ae 
6. SH: SUARER, CRA Re, A A 

作为 柑 桔 的 砧木 , RADE RE, HAASE, 主要 作 砧 木 , BRIAR 
替 棒 样 。 香 圆 在 我 国 栽培 历史 悠久 ,分 布 又 广 , 且 系 实生 繁殖 ,因此 品种 品 柔 很 多 。 ， 
香 圆 的 和 名称 ,在 我 国 古代 文献 中 , 常 与 另 一 种 香 相 相 混 。 香 机 (Citrus medica L.) , 
RA HK, FEET, PTR OK A SHAS ARMS 
HEAR, PAS PT FE, ERLE TS 

香 圆 的 品种 , RE LARS RTM, ERE Re 
SAAS, 而 没有 记载 。 洞 庭 山 栽培 的 香 圆 , AK. MR, MR=TRM, 
这 些 品 种 之 间 ; 枝 、 叶 、 花 . 果 都 有 区 别 。 现 将 各 品种 主要 性 状 分 还 如 次 : 

(1) ARGH: WEE BR, SEDC, 上 大 而 下 小 , 206 RRS 

米 ;于 具 粗 针 刺 ， 刺 长 4.5 厘米 。 枝 条 密 茂 , 杂乱 ,和 粗 短 硬 挺 , TOME, ASH, 长 
2.5~7.5 厘米 。 叶 卵 状 长 权 圆 形 ,长 5~.8 厘米 , 实 2~3.2 厘米 ,基部 卵 加 ,先端 洒 
尖 ; 叶 质 厚 硬 , 玫 面 深 缘 色 ,无 光泽 ,背面 油 缚 色 , 两 面 侧 豚 不 明显 , 叶柄 长 1~2 厘 
米 , 叶 村 心 脏 形 , 寅 1.2~1.5 厘米 。 花 众生 或 单 生 于 叶腋 , SH Ta ee 
ahs Se RE, HB, LAME: ERY, a, 2.45 厘米 , 寅 工 厘米 , 厚 
0.12 厘米 ; FER QT 条 , K1.85~1.5 厘米 , he 3~T Kpebet es, MH. R 
BE, i 9.15 厘米 , 寅 10 厘米 , 樟 榜 黄色 ,有 光泽 , 果 面 粗糙 ;果实 顶部 具 一 金色 
状 淡 环 ,顶点 下 凹 无 乳头 状 突出 ;果皮 不 易 剑 离 , 厚 1.8 厘米 , 黄 皮 厚 0.2 厘米 ; 新 
圳 11 瓣 , 排 烈 不 整齐 , 产 壁 厚 硬 , 桔 攻 极 少 ;中 心 柱 充实 , FC 0.9 厘米 ; Tee 

, 形 , 果 汁 灰 黄色 , 味 酸 ,不堪 食用 。 每 果 售 种子 通 常 80 余 粒 以 上 , 发 育 不 充实 者 占 
三 分 之 一 ,长 卵 圆 形 ,上 具 网 纹 ; 外 种 皮 淡 黄色 ,内 种 皮 褐色 , SARE, SI, F 
叶 白色 。 花 期 5 Art), SRAM 11 月 初 。 本 种 多 作 莉 用 ， 往往 在 幼 果 时 采摘 。 除 
洞庭 山 外 ,浙江 的 杭州 亦 有 分 布 。 吴 郡 志 上 所 指 春 构 朗 此 种 。 

(2) PRBA: MRSA SMRS ARE, 不 同 的 是 : ERT KG Ize 
{HARP AB, ABE DEM A 5 AEN, AEE 2.6 厘米 , 寅 0.85 厘米 , 厚 0.07 JK 2B RR 
27~30 条 。 果 面 粗糙 , MAERPRAVIE, RAS ROB, 顶点 深 四 如 漏斗 
Rs EAA, HAR PF Meas 果皮 厚 1.5 BK, BME 10 HF, 本 种 仅 洞庭 山 有 
生长 , 幼 果 作 莉 用 。 

(3) MRBH: 树冠 呈 伞 状 回头 形 ,， 20 MPH 5.5 米 ; 主干 黄 褐色 , Kee 
Hl. WEI RE BA MERI, 并 具 下 披 性 , 上 少 人 针 刺 ; 幼 刺 不 被 柔 毛 。 叶 片 

O REE, AM: 1956 HREM BWA (AT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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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E, He 6.5 ~12 厘米 , 8 ~6 厘米 ; 叶 质 肥厚 柔软 , PTT RS, TTT RR 
Gy 两 面 侧 豚 均 明显 ; ORS BEV MA Ke 2.1~8.2 BK, RE, 袖 
了 2.9 厘 米 。 ERED REE EN SRS ME, RE Ee, 
ABBE, 3 2.5 LAK, BE 0.95 厘米 , 厚 0.05 [ER AERA 27 ~ 28 条 ,长 短 不 整齐 ,高 出 于 
BE, RAE, FG 9.28 厘米 , 宽 9.65 厘米 , 淡 黄色 而 鲜亮 ,具有 芳香 , 果 面 平滑 , 油 

“ 胞 平 生 或 凹 入 ,顶部 有 乳头 状 突出 , 蒂 部 平 或 徽 四 , 四 周 有 放 射 沟 ; 果皮 不 易 闽 离 ， 
JE 1.0 Fs NRE 10 瓣 ,排列 整齐 ;中 心 柱 充实 , 袖 0.7 厘米 , 果 计 灰白 色 , 味 酸 苦 ，， 
但 香气 极 省 。 种 子 多 在 90 BULL, RISENER, BK, BOE, SEY AL 
稍 有 棱 竹 ; 外 种 皮 灰 黄色 ,内 种 皮 褐色 , 合 点 鲜 紫 红色 ,多 胚 ,子叶 自 色 。 分 布 很 广 ， 
淹 南 、 湖 北 、 安 徽 . 浙 江 均 有 少量 栽培 , RLS, 主要 作 观 党 。 早熟 , 10 月 初 邹 可 
采 收 。 

7. BURGERS: 粗 皮 黄 皮 桔 在 当地 又 名 忆 塘 头 或 廊 渴 粳 , SUSUR REE, 
布 于 广西 、 湖 南 、 江 西 、 湖 北 猪 省 ,广西 叫 泡 桔 , 湖 南 名 南 桔 。 果 实 局 圆 形 ,高 3.8 厘 
KOS BK BE, RM AT BABY. SEO ME, FI 
20~25 1, 2 FARE, BAERS, RARSR— RTE, ASD 

冻伤 ,洞庭 山 是 本 种 最 北 的 栽培 地 区 。 
8. 细 皮 黄 皮 桔 : 壮 皮 黄 皮 桔 在 当地 常 与 粗 皮 黄 皮 桔 同 称 黄 皮 桔 , 裁 培 历史 不 

_ 群 ,与 广东 的 冬 红 桔 、 广 西 的 广 桔 系 同 属 一 种 ,可 能 是 由 广东 传人 。 果 实 鲜 黄 权 色 ， 
光亮 ; 油 胞 点 平生 或 目 人 ,类 圳 9~10 办。 品质 中 等 , RMR RE. 
庭 册 是 本 种 最 北 的 栽培 地 区 。 
马上 两 种 栽培 虽 不 多 ,群众 从 喜爱 , 虽 有 不 耐寒 的 缺点 , 但 果 黄色 , 美观 , 收获 

期 与 了 红 同 时 ,品质 较 好 , 较 了 和 红 受 人 欢迎 。 
9. HE: 洞庭 山 有 少数 圆 橙 与 脐橙 栽培 。 圆 权 来 源 极 乱 , 按 其 形态 特征 , 初 

步 可 分 为 两 个 系 航 。 ~HAWRBA, 其 特性 是 叶枝 大 , 生长 强健 , FRE, AS 

刺 , 果 天 , 味 酸 , 果 面 油 胞 大 而 明显 , KI, 有 圆 形 和 局 形 两 种 果实 。 此 类 与 广东 的 
BKEROA EWI. BHA RE, MRSA BE, 生长 弱 , BULB 
FF, BA, MM, RAGA, ROM ALA, WR RNS AL ， 

eh. AREAL 10 Seb, SSF MEADE ORO 原 为 89 kk, 目前 只 剩 6 
” 株 ;, 其 余 公 部 冻 死 。 

吞 杰 在 洞庭 山 ,无 论 是 圆 橙 和 脐 权 ,生长 都 不 很 好 ,生长 能, 易 受 寒 害 , 果 小 , 味 

酸 ,成 熟 迟 ,1955 年 1 AAV, UR. MEARE ERA, 表现 有 
显著 的 耐寒 力 , 树 势 生长 也 较 强 健 , 果实 体积 加 大 。 权 子 作为 甜 橙 砧木 的 优点 , 工 
不 意味 着 洞庭 山 目 前 能 发 展 甜 橙 而 大 量 的 栽培 ,从 待 作 话 租 的 观察 , 提 需 精 合 和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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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EE: PERU RARE, 为 黄岩 特产 ， 洞庭 出 也 有 少数 生长 ， RR 

少数 几 株 , 却 提 供 了 今后 改换 洞庭 山 柑 桔 品种 的 材料 , Fe Sd BE A PES 

的 一 株 ， 当地 巴西 山大 桔 , 植 株 生长 强健 ,冻害 也 不 显著 ,丰产 , 果 大 美观 ,最 天 的 达 

PRT, 一 般 一 斤 四 个 , 象 这 样 大 的 果实 , 就 是 在 黄岩 也 还 少见 。 旱 桔 是 我 国外 
销 的 柑 桔 品种 之 一 , 品质 较 朱 桔 、 了 竹 为 佳 。 洞 庭 出 所 生长 的 早 桔 ， RED 

严重 。 如 果 采 用 西山 大 桔 作 母 本 株 , 大 量 繁殖 和 推广 , 逐步 代替 品质 差 、 成 熟 晚 的 

了 秆 \ 朱 桔 ; 以 及 不 耐寒 的 黄 皮 桔 ,对 洞庭 山 的 柑 桔 栽培 事业 ,是 很 有 经 济 价 值 的 。 

11. 其 他 : PREAH an PPA, Wel BELL fer A Ba ARH OL KG A SE A) 

(Citrus succosa Tanaka) , 人 扎 桔 (又 和 名 芒 桔 ; 南 丰 蜜 桔 ) (Citrus kinokuni Tanaka) , 

ATH (RAW A EE, PAE) (Citrus reticulata Blanes.) , fiz (Citrus grandis 

Osbeck) , -h#LHE (Citrus aurantium L.), RARAGAE (Citrus awrantium yar. amara 

Engl.) 的 生长 。 这 些 品 种 因 受 冻 害 严重 ， 栽培 很 少 。 此 外 还 有 一 种 叫 青 肛 桔 , 果 

SALE 载 培 很 少 , 大 小 年 显著 。 

1 花序 总 状 ;果皮 与 果 内 不易 分 离 …p 了 人 

IT. 花 单 生 或 从 生 ; 果 皮 与 果 央 易 分 亢 间 pe 5 

2. Shee RH pee; 子 房 外 被 柔 毛 ;种 子音 胚 .， cicdasvaee Cecepenaedns (1) AT 

2. 蕊 枝 及 叶柄 不 被 柔 毛 ; FBC REE PAT GB eee cee eeetececeseeceesesereensesrenees 3 

”3 果实 表面 油 胞 凸 册 , 味 甜 ; 时 必 较 小 人 ee (2) te 

3. HLSCSS THE ADR A, BRP HEB eeceeeeeeeeeeecencneececgecesceenenseenennnees 4 

4. SRICRABIG, PEALE SRB 0.8 DIF HDS HE +o eeeeeeeees …(3) KLEE 
4, 果实 圆 形 , 黄 色 , 果 皮 厚 1.0 RD bg FREESE Eee reer eee ren ee eteosneeee 4) SA 

5. 果实 味 酸 ; AFAIK, HEX; LN = | ee ee eeerereecensccceseeceegers +++ (5) 橙子 

5. 果实 味 甜 ;种 子 扇 卵 圆 形 ， i) ER, 有 aE 6 

6. 果 面 朱 类 色 或 橙 红 多 ee ee 7 

6. pie kiki is. atec ect cn. aa 和 10 

7. 单 花 多 于 从 生花， 果 大 皮 松 ， 高 局 圆 形 , 高 5~6 BOR, 寅 5.93~8 DK, Re 

附 ” 洞 庭 山 柑 桔 类 种 的 检索 表 

0.6~0.9 厘米 , 桥 和 红色 ;种 子 多 在 10 REDIF ee (6) 4TH 

。 丛 生花 多 于 单 花 ; 果 较 小 , 局 圆 形 , 高 3~5 BOK, Tf 3.5~6.5 EK, ee 0.6 is 
米 以 下 , 梅 红 色 或 朱 和 并 色 ; 种 子 和 多 在 10 粒 基 上 上 ee 8 

大 ， 花 为 寅 0.55~0*65 厘米 ,长 1.2~1.4 DK TERR re Rs RSC ALES 
点 较 少 ; 果 顶 往往 有 乳头 状 的 脐 西 出 或 无 之 (7) ee 

» BEPIFE EAA s HGR SER K IE, BAS HOR Ss T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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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TERE 0.4~0. 5 DK, 长 0. wea, 35 JOR FERMI ES 5 SSCA EL SET 
FEL SR IPB IY Hc eceeceet rece eee eteeteesteeeeeeseeeernesnecaeeseeuseateaesanenteaesetersegenenens 9 

9. BERD; 花瓣 长 0.9~1.1 DK, H0.4~0. “5 BD TERRIA BS 果 小 , 果 面 光 
温 而 亮 ;四 点 不 明显 站 ee (8) 早 相 

9. $e AVE; TEMEE 1.2~1.35 厘米 , BH 0.4~0.45 厘米 ; TERI 3~5 条 千 合 ; 果 
天 ; 果 面 粗糙 ,四 点 圆 大 而 明显 9)】 和 福村 

10. FEATS BS 5 ESC PERE C6.» SRT , MLE S~9 fe veeeereereerennee C0) 本 地 早 - 
10， 花 条 结合 为 简 状 ;果实 鲜 黄 色 或 栖 黄 色 , 果 面 直 致 靳 囊 10~ 11 Hp …… u 
11. 7E#R18~21 2; RA, HH, I its ih He, A Ti 2 2; 种 子 15~17 

PAL cseesvecccnsccevecnesessccessescsenssesesseseaieedecnenceeceesseeseeeseesenensnceens (11) 早 桔 

1. 花生 12~14 条 ; 果 小 , 鲜 黄 色 , 才 面 油 阳 粗大 ;种 子 极 少 或 无 et (12) SLA 

(=) 枇杷 ”洞庭 出 枇杷 栽培 从 何 时 起 始 无 法 查考 。 ORME CHibiep 
叶 ) Pk “BEDRMS TL DEWALT”, 明王 世 昂 学 转 杂 疏 (公元 1587 年 ) 
刀 有 “枇杷 出 东 洞 庭 者 大 ”, 足 见 枇 杷 在 调 庭 由 栽培 极 早 。 现 在 栽培 面积 共有 2,854 
Hi ALCP, HS, 居 第 三 位 , 年 产 2 eA, ARUP Ly, 
“ 西 出 宜 梨 , 东 由 宣 枇杷 "之 说 。 东 出 主要 集中 于 东南 部 杨 湾 少 的 西 坞 、. 润 桥 、 楼 淤 、 
Bi AREAL ORO ET, AE IC 
(GAY) Baz, AL AAI TE BE (ARI ) WB HA , HEA a A RE BL 
较 零 星 (图 6) 。 ya 

枇杷 大 多 分 布 于 山 坞 坡地, PRT AER BEE 50 KAR ik, 栽培 

”可 以 直达 山顶。 就 垂直 分 布 看 ,一 般 位 置 低 于 杨梅 而 在 柑 桔 之 上 。 两 山 枇 杷 园 中 

”大 多 杂 有 其 他 果树 , AiR Ae bates, 园 内 栽培 茶树 的 更 是 普 逼 , 除 西山 东 河 

乡 前 淤 外 ,几乎 所 有 的 桩 杷 园 都 以 茶树 为 间作 物 , 秉 汇 \ 杨 注 等 地 以 辟 产 枇杷 闭 名 ， 
同时 也 是 名 茶 “ 瑞 螺 春 "的 名 产地 。 

枇 枢 的 纸 济 价值 较 高 ,所 以 在 栽培 管理 方面 比较 精 和 ， TESTBED Ze Fat 
fi 但 各 地 区 也 有 不 同 , PHEROMONE RE 
离 较 密 ,每 亩 常 在 40 株 以 上 , 杂 树 也 多 , 株 行 间 无 一 定 距离 。 棍 游 枇杷 园 栽培 距离 
稍 寅 ,水 二 保持 (梯田 构筑 ) 方面 也 较 西 山 更 胜 一 筹 。 东 山 的 后 山 乡 和 西山 东 河 乡 
的 枇杷 栽培 管理 比较 粗放 , 尤 久 东 河 乡 因 驾 营 采 石 , 对 果园 管理 多 放任 。 品 种 以 和 
沙 枇杷 为 主 ,但 由 于 土质 相宜 ,栽培 距离 大 ,又 是 实生 树 , 生 长 却 很 强健 。 

洞庭 由 枇杷 稻 大 部 分 供 鲜 食 ; 每 年 比 樱桃 迟 十 数 天 , 在 小 满 节 边 , 差不多 和 梅 
子 同时 应 市 。 在 初夏 果品 中 , 樱桃 供应 期 太 短 ,一瞬 序 逝 , 梅子 太 酸 , 生食 的 人 不 
多 , 惟有 枇杷 甜 酸 适口 , 是 初夏 唯一 佳 果 。 杜 杷 在 端午 节 前 后 上 市 , 当 售 时 间 只 有 
一 个 月 左右 ,但 这 时 候 正 是 市 场 最 缺乏 果品 的 季节 ,很 受 人 欢迎 。 

e 83 。 



EAD TBE RIG BP A AAA A BERL, ATM 
EERE A. 康熙 版 的 苏州 府 志 〈 公 元 1691 年 ) SARE RAR AR, 
乾隆 版 苏州 府 志 ( 公 元 1748 年 ) 记 东山 “有 金 稻 、 银 能 白沙 之 称 , 肉 厚 味 甘 , 苦 佳品 
4”, BABI (7G 1928 年 ) 调 查 江 苏 、 浙 江 的 果树 , BN ee LA A A 

Dy RSD SEAS. Ha PK (Asc 1987 年 ) 全 经 对 洞庭 出 的 竹 

毛 和 白沙 、 铀 皮 、 AER BPP ANTS, FAW BED, AHLALYD, DORN IRA $m 

VES UA A A CEs 16 PARNER, BE 
TARE ESA RL PAET 30 多 个 ,实际 上 可 能 还 不 止 此 数 , (HIErpa we AE 
不 很 多 。 目 前 东山 驴 照 种 最 多 ， 西山 以 青 种 为 主 。 近年 受到 市 场 和 收购 价格 的 影 
响 , 凡 新 婷 接 的 多 牢 限 于 少数 几 个 品种 , 极 少 繁殖 其 他 品种 ,甚至 其 他 品种 的 大 树 ， 
也 有 换 接 照 种 或 青 种 的 , 因而 经 济 栽 培 品 种 有 日 趋 单 范 的 借 向 。 肪 东 田 而 花 , 照 种 

HERES S AG LAB BA BLAS 95% ， Re BI Dy AR ws (REL A BS HR 
的 的 学 蘑 种 ) 关 系 , OAT Ae RE, 一 般 品 种 在 主 产 地 存留 的 植株 

都 已 寥寥 无 几 。 西 山 情况 也 相仿 ,而 以 青 种 为 主 ,其 灵 是 小 白沙 ,其 他 品种 二 少数 ， 
只 是 在 东 河 乡 仍 包 红 沙 居多 , 狗 占 三 分 之 二 ,近年 幼 树 已 开始 婷 接 青 种 。 

WENA, 习惯 上 大 别 为 白沙 、 秆 沙 两 类 。 按 和 白沙 是 东 了 的 一 个 二 名， 
明代 以 前 便 经 以 语 产 枇杷 著名 ,现在 白沙 是 用 来 概括 白肉 和 黄 肉 系 丢 的 枇杷 品种 ， 
ALU HSE CORAL, WARE WELL ese, 主要 的 经 济 品种 象 照 种 . 青 ， 
种 、 小 和 白沙 等 都 属于 白沙 系统 ; 红 沙 枇杷 的 生产 不 占 主 要 地 位 , 只 是 在 经 营 粗 放 的 “ 是 
HDA ORS, RRM, ALU PERE APRA, 变异 很 大 , RI 
AF, SPA PLA BARA EA, BARES, 

FRAT TP ERA, AT i PEE. PAVE Saya 

照 种 、 青 种 、 早 黄白 沙 等 , UAE, WARE A Pe Ee Se SP 

含混 不 清 , 如 早 黄 、 章 莹 种 、 竹 种 .大 种 等 在 不 同 地 区 并 非 完全 指 同一 品种 。 例 如 旱 ， 
黄 用 来 代 才 当地 早 训 的 品种 ; 境 善 种 往往 泛 指 当地 果 形 局 围 的 品种 ;和 壮 迄 在 后 而 乡 
指 照 种 以 外 的 品质 较 好 的 枇杷 , 以 别 于 一 般 粗 劣 的 品种 ; 至 于 直 脚 自 . 自 来 自 沙 不 
过 衣 明 是 从 实生 而 得 的 白沙 枇杷 ,其 中 品类 更 加 复杂 。 

。 现 将 洞庭 山 枇杷 的 品种 分 述 如 下 : 
1. FRAP: 这 是 洞庭 山 最 著名 的 佳 种 。 树 势 中 良 , 在 白沙 系 芍 中 吉 一 般 老 种 为 

强 , 枝条 开展 , 繁 密 而 整齐 , 树冠 呈 轩 头 形 。 叶 大 ,长 酉 圆 形 或 酉 圆 形 , 先端 较 夫 或 
SelB, 基部 钢 模 形 , SEVERE, AT EER BAYER, 叶脉 间 叶 肉 不 其 平整 , 毛 昔 中 等 “ 

SARC. 花序 疏松 ,花梗 彼 有 深 赤 铜 色 毛 茜 ， 花瓣 在 各 主要 品种 中 最 小 不 过 ， 
1.0x0.6 厘米 , 可 以 为 品种 忧 别 一 助 。 果 实 通常 挺 生 , 中 等 大 ,平均 重 30 Fe, BRR 

oO a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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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稍 局 ,顶端 在 广 ,基部 钝 圆 , 模 径 3.95 JES, LAE 8.40 厘米 ,果实 大 小 一 致 ; 果 
EE TIL Uh. RAEN TTT, Te ES EI 
OE EUS AA TTI PTR ALTE, ET RC, BN 
x or iy 

oe WRT. 12k, HAE, 汁 多 , MAU, 总 糖 量 10.94%, MMe 0.46%, FE 

RTBU, 品质 极 佳 。 种 子 较 小 ,每 果 8~4 RL, 平均 每 粒 重 1.4 ve NDE a 
WE EG, TE, ARB, ARS ie, IEE, TN 
SAS ARG, RRM AR BRT EL TS eae 

未 种 依 果 柄 舍 可 分 为 短 栖 照 种 , IRAE RAPS AR, 短 栖 昭 种 果 
。 梗 较 短 , 平 均 2.6 厘米 ,树冠 枝条 较 际 。 长 柄 照 种 枉 长 3.7 厘米 左右 ,枝条 稍 密 , 果 
WARE, 谭 爪 照 种 以 果 枉 下垂 略 似 谭 爪 而 得 名 ， AIEEE IAL TA HH It 
Ha. KR AAR, EER, A EE 

”本 种 在 洞庭 东山 栽培 最 多 。 狗 在 距 今 130 年 前 (4924 Z5E 1827 4F) BIE 
” 民 餐 照 山 偶然 发 现 加 意 培育 而 得 , 故 名 照 种 , 因 品 质 优异 ,逐步 取代 旧 有 品种 , 称 为 
新 种 。 本 种 盛行 栽培 已 有 70 年 之 久 , 东山 枇杷 中 占 90% 以 上 。 照 种 以 成 长 速 、 

时 形 整齐 、 风 味 鲜 甜 、 不 易 裂果 、 比较 耐 冻 、 大 小 年 不 甚 显著 、 产量 高 等 种 种 优点 而 
风行 一 时 , 备 受 栽培 者 欢迎 , 惟 种 子 俯 嫌 太 多 。 

2. 青 种 : 本 种 树 势 较 强 , HEIRS HSI, 枝条 较 长 。 叶 大 ， Sa 
基部 模 形 ,叶挺 立 , 叶 炉 句 齿 极 不 显著 , 叶脉 较 密 而 整齐 , 叶肉 微 然 , 背面 被 有 淡色 
长 而 密 的 毛 昔 。 花 序 疏 官 中庸, 花 瓣 较 其 他 品种 为 大 。 果 形 大 ,平均 重 33.2 克 ， 
BIE RIB), SCANS LB, HERE 3.97 JR, PME 3.51 厘米 ,一 树 上 果实 大 小 镁 整 ; 
果 面 淡 权 黄 色 , 皮 薄 易 剑 离 , 毛 昔 与 果 粉 均 少 , 果 面 斑点 集中 于 向 阳 面 果 户 部 ; 莹 

”上 西 起 ; 常 企 开 或 于 合 ,果实 成 熟 时 蒂 部 仍 呈 青 炮 色 , 是 本 种 最 易 辩 认 的 特征 , 青 种 的 
命名 也 由 此 而 来 ;果肉 淡 黄 色 , 厚 6.8 毫米 , US, 总 糖 量 9.6 匈 ， 总 酸 量 0.58%, 

| ARIE, 是 西山 枇杷 中 品质 最 佳 的 品种 。. 种子 形 大 , 每 果 3 一 和 粒 , 平均 每 粒 重 
1.8 克 , 转 形 或 广 卵 形 ,表面 粗糙 ; 班 点 极 少 , 嘴 部 不 明显 , 基 套 将 色 而 小 。 
“本 种 已 有 七 、 作 十 年 的 栽培 历史 ， 原 为 西山 建设 少 王 成 才 家 实生 苗 变异 所 得 ， 
当时 由 上 秉 村 谢 姓 农民 发 现 其 口味 好 采 回 接穗 进行 繁殖 ,逐步 推广 , 现 已 为 西山 最 
盛行 的 品种 。 BUBALH 1937 年 调查 时 即 认为 这 是 极 有 前 途 的 品种 , 当时 栽培 
还 不 很 多 , 现 已 占 西山 枇杷 产 区 的 90% ,主要 分 布 在 秉 汇 一 还 。 本 种 产量 高 ,品质 

BE, NEBR BEUR , 对 土壤 要 求 稍 高 , 在 肥力 较 差 地 方 生长 不 良 而 易 衰 败 。 
本 种 有 长 柄 青 种 与 短 柄 青 种 二 个 品系 ,前 者 果 柄 较 租 , 果 形 略 小 ;后 者 果 柄 粗 , 果 大 

2 目前 栽培 以 短 柄 青 种 为 多 。 

. NEL: 本 种 树 势 中 良 , 树 冠 呈 局 贺 头 形 ;枝条 站 长 而 软 , OR, 分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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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MCh i EE OH RTA, STB, See 
RK, RAG MTR, 背面 有 短 而 密 的 毛 昔 。 花 序 疏 松 ， ZEA RELEA IMR, 
果实 中 等 大 ,平均 重 31.2 克 , BIE, 果 顶 平 广 , 基部 钝 圆 , WEE 3.91 JK, Bee 
8.57 厘米 , 大 小 均匀 ; RHR, Ki, ERPS, 斑点 稀少 而 不 明显 ，、 
BHA, BLP, RRM: RARE, 汁液 多 , 总 糖 量 9.95 和 ,总 酸 量 ， 
0.85%. HEA, WILE 3~5 粒 ,平均 重 1.7 克 , 外形 ,种 皮 深 幸 黄 色 ; 雪 面糊 
粗糙 ,无 斑点 ; 嘴 部 不 明显 , SEAS HR STD, 

本 种 原 产 西山 秉 场 里 , 由 实生 变异 所 得 ,已 有 三 、 四 十 年 历史 ， 除 品质 稍 浆 于 青 
种 外 ， 由 于 花期 较 其 他 品种 晚 , 耐 冻 性 强 , 产量 高 且 稳定 , 不 易 裂果 等 主要 优点 ， 是 
笠 度 较 北 地 方 引 种 白沙 枇杷 可 外 # 性 较 大 的 品种 。 但 本 种 在 肥力 较 差 的 地 方 生长 发 
BAER, ARMADA, URES EH, 

| 4， 早 黄白 沙 : 本 种 树 势 强健 ,生长 旺盛, 枝条 粗壮 , 中 度 开展 , BREE S 

圆 头 形 。 叶 大 , 格 形 ,先端 渐 尖 ,基部 锐 枕 形 , 叶 色 较 省 , 句 齿 密 而 显著 , 叶 背 有 灰 
褐色 短 而 稀 的 毛 昔 ， 叶 面 平 整 。 花 序 紧 密 , ESA ATK. PER, 
平均 重 27.5 克 ,局 圆 球形 , 横 径 3.84 JK, BE 3.21 厘米 , 果 顶 盏 广 , 果 基 钝 圆 ， 
果 梗 较 粗 ; 果 面 淡 权 黄 色 , 毛 昔 、 果 粉 均 少 , 果 面 有 白色 帮 竹 ,密集 于 果 梗 附近 , 莹 下 
展 , MILI; 果皮 薄 , 果肉 洁白 而 厚 , 达 7.81 SK, 计 多 而 肉 AAR, 总 糖 量 
9.67%, 总 酸 量 0,384 多 ， 味 甜 。 AFM TA, 每 果 含 2~ 3 ML, 平均 重工 .94 克 ， 
”种 皮 光 滑 , 赭 黄色 ,斑点 较 多 , 基 套 小 。 

本 种 是 东山 安民 汤 永 嘎 在 1910 年 左右 播种 所 得 , BACT ERE 9 BLA A, 
树龄 近 50 年 , 1956 年 产 果 100 斤 左 右 。 本 种 初 未 引起 人 们 注意 ,近年 发 现 该 树 果 
实 成 熟 较 早 ( 狗 比照 种 早 5~6 天 ) ,品质 好 且 能 耐 谊 薄 士 他 , HR, ABBR, 这 些 
优点 引起 了 果农 的 重视 。 现 有 开始 千 果 的 树 10 株 左右 ，1957 年 开始 大 量 繁殖 ,已 
WR ATR Vi, 锡 占 该 地 新 繁殖 苗木 的 30 和 多。 本 种 采 收 不 及 时 ， 果 实 易 “ 回 水 ”而 
失去 水 分 ,， 且 不 耐 崇 藏 为 其 缺点 。 但 其 早熟 及 耐 谊 的 优点 ,在 大 力 发 展 果树 事业 
中 ,对 采 果 劳动 力 调 配 和 果树 上 山 方面 有 重大 意义 ,是 一 个 极 有 前 途 的 新 兴 品 种 。 

5. BRAEMAR: 树 势 强盛 ,树冠 呈 围 锥 形 ;分 枝 众 多 , 枝条 粗 短 ; 分 楼 角度 
不 大 。 叶 中 等 大 , 枯 圆 形 , 先端 渐 尖 ,基部 模 形 ,叶柄 竹 长 ， 句 此 不 明显 , 叶肉 平整 ， 
HOARE EU. TPH, BN LR EI, 果实 挺 生 ,， 果 梗 中 等 
长 ;果实 大 而 整齐 ,平均 重 31.7 克 ; 果 项 及 基部 均 平 广 , 横 径 4.05 JDK, PME 3.26 
厘米 ;果皮 黄 权 色 , 皮 中 等 厚 易 闽 离 , 毛 昔 极 多 ,斑点 站 密 , 均 匀 分 布 于 果 面 ; 莹 片 平 
KE, SB PIER ES, WIRTH, TWA, 总 糖 量 10.88 多 ,总 酸 量 0.379%， 
味 甜 ,品质 佳 。 种 子 大 ,每 果 售 3~5 粒 ,平均 重 1.6 Ye, HHI RPL IE, Bh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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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Sema AR, Bah AS BH fo, BERS AZ , SEE AL, 

AAP RR IE fra BALM Ls TAZ Td EE LL Se APIA, ARP RY DLC I 

请 的 一 种 。 1887 年 ,西山 葛 家 雹 家 民 葛 文 乌 , 从 一 株 十 年 生 实 生 枇 杷 上 ,条 得 果实 

on EGR 1G, Ho AOE RET 1 FET BED, OD, 1897 年 开始 

: “采取 接穗 繁殖 , AE FUG AEG 80% , MERIAL GATT 
GAGS, HPP RRES, WAS] HK Bd OR we 1984 年 死去 ) 。 本 品 

种 树 寿 命 长 ,对 土壤 要 求 不 苘 , 易 成 长 ,通常 在 中 央 贪 导 干 自然 训 败 后 ,侧枝 发 青 迅 

。 速 扩 大 树冠 , 随后 又 有 替代 的 中 央 亿 导 干 向 土生 长 , 最 后 树冠 仍 发 展 成 为 圆锥 形 。 

果实 甜美 可 口 A Pi Sy Pr AY BE, 5s PP fe] FEF iit A AAA A 晒 伤 

RAM, 特别 值得 注意 的 是 办 藏 性 良好 , WIE RTE ABA, 
是 极 有 前 途 的 优良 品种 , 可 惜 目前 还 没有 引起 足够 的 重视 。 过 去 收购 分 级 时 将 昭 
A, HRMS SR, ERASMAS Ra A, 没有 从 贯彻 价格 政策 于 
起 到 鼓励 优良 品种 的 作用 。 

6. 灰 种 : 本 种 树 势 中 等 , WAIVE, RAL TAN, 树冠 不 甚 整齐 。 计 中 等 大 ， 
梯 力 形 ,先端 微 尖 ,基部 渐 兴 ,名 此 浅 而 密 , 叶 面 不 平整 , FPA EE, TEE 

- 较 紧 密 , 花 梗 上 和 被 有 省 栗色 昔 毛 。 果 实 挺 生 ,同一 穗 上 果 柄 长 度 相仿 ; 果 中 等 大 , 平 

HH 23.8 8, fm BI, RAMEE, ACAD SHIB] , 横 径 3.68 厘米 , WE 3.26 PEK; RI 

eee RPS SEAT, Bs ASAI, BIL EIP BIR RB 

AA we, Mma, RITZ, 味 甜 而 微 酸 , 种 子 2~4 粒 , 圆 形 或 林 圆 形 而 小 , 7 

均 每 粒 重 1.44 克 , 种 皮 宰 黄色、 粗糙 ,成 熟 后 种 皮 在 果 中 即 裂 开 ,斑点 较 多 ,类 套 中 

EK , HE ERE « 

ABA AP, AMER EE BSE, 便 纸 是 洞庭 山 珍品 ,东山 志 誉 为 “ 异 凡 品 ”。 

但 自 照 种 盛行 后 ,果农 因 其 果 小 且 有 灰 斑 ,不 受 市 场 欢 迎 ,加 以 最 不 耐 运 斑 , 双 易 裂 

果 , 多 不 繁殖 , 现 已 濒于 行将 绝种 境地 。 

7. AISA: 本 种 树 势 强盛 , 枝条 多 长 , HEM AI. MEK, Pee, K 

MAY, 叶 面 平整 , PRR CHE, BRAT BS. RRR 
庸 。 果 实 外 观 与 早 黄白 沙 极 相似 ,但 较 小 ,平均 重 22.2 RAR, ALARA, 

WARM, BHR, 13.66%, Wie 0.33%, AE 4~6 Ar, HAI ee PA 

形 而 小 ,平均 每 粒 重工 .31 Fe, AR, AA DER AEE PSK, 

AA is AE, 一 般 生长 强盛 , REMC, 大 小 年 不 显著 , 当年 全 有 局 

名 。 近 年 因果 形 小 ,产量 低 而 不 受 欢 迎 。 

8. 大 种 : 本 种 树 势 较 强 , EAL, 分 枝 角度 小 , HERA AI. MEK, 

梢 圆 形 或 略 呈 莞 形 , 令 齿 大 而 显著 ,叶肉 平整 ,背面 有 长 而 密 的 棕 初 色 昔 毛 , 侧 呈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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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 之 一 至 三 分 之 一 处 均 有 分 枝 可 见 。 果 形 大 , 平均 重 43.1 克 , RI, 横 径 
4.43 EK, WUE 3.92 厘米 , 果 梗 长 而 粗 ; 果 面 黄色 , 皮 厚 而 不 易 闽 离 ,白色 斑点 多 ， 
明显 而 均匀 地 分 布 于 果 面 各 部 ; 蔓 片 平展 , 莹 孔 于 合 ;果肉 黄白 色 , 厚 7~8 毫 米 , 味 
淡泊 , 可 溶性 固体 物 合 量 13.0%。 种 子 6~7 AL, MEX, 每 粒 重 1.7 克 , 黄 
褐色 ,表面 稍 粗糙 ,斑点 少 ;, 基 套 小 。 pie 

本 种 产 于 东山 ,因果 大 又 名 “ 构 头 种 "， 每 _ 果 各 可 以 窗 果 5 只 ,不 易 裂果 ,但 但 容 
易 落果 ,大 小 年 现象 严重 ;小 年 甚至 完全 不 千 果 , 耐 冻 性 能, 现 极 少 栽培 。 西 孟 元 下 
产 的 圆 种 白沙 与 本 种 极 近 似 , 惟 果 形 略 小 (平均 重 37.8 克 ) 。 
HAM RA RII, 果 面 斑点 不 显著 , 果 形 较 小 ， 品质 较 好 ,时 

色 较 其 他 品种 独 汉 , 亦 因 不 耐 冻 ,大 小 年 显著 ,及 叶片 易 受 病害 ,栽培 已 极 少 。 
9、 鸡 蛋白 : 树 势 强健 ,枝条 伸 长 常 下 垂 , 树 冠 呈 圆 头 形 。 叶 中 等 大 , 短 袜 图形 。 

花序 疏松 。 果 实 小 ,平均 重 22.2 克 , 圆 球 形 而 稍 局 , 横 径 8.54 JK, BU 3.16 fe 
米 ; 果 面 淡 橙 黄色 ,果皮 薄 而 易 剑 离 ,果肉 黄白 色 , Bowe, MMI, HIS, 味 
清 甜 ,品质 中 等 。 

本 种 丰产 , 且 成 熟 时 不 易 裂果 ,在 照 种 盛行 前 全 风行 一 时 ,但 因 皮 薄 不 耐 崇 运 ， 
品质 亦 不 如 照 种 而 章 淘 汰 , 现 仅 东山 藏 船 雹 有 少数 几 株 。 

10. 德 种 : 本 种 树 势 中 庸 , 树冠 开展 , BSE. MSE), 先端 浙 尖 , SERB 
模 形 ,叶肉 平整 。 果 实 小 ; 平均 不 过 重 24 克 左 右 , HSE, 横 径 3.6 OK, mM 
径 3.0 厘米 ; 果 面 黄色 ,斑点 稀少 而 不 显 ; 肉 黄白 色 , 计 液 多 , 味 省 而 甜 多 酸 少 ,可 洲 
性 固体 物 合 量 达 14%, 种 子 3~5 粒 ,每 粒 重 1.4~1.6 克 ,以 实 圆 形 为 多 ;种 皮 赭 
黄色 ,光滑 或 稍 粗糙 ,无 斑点 , 基 套 小 。 

AFP BS MD SA SA SR, BSR ERE 
BER HM LM, 又 因果 穗 上 可 以 着 生 十 余 果 又 名 MES”, BHM AH 
倒卵形 , 叶 背 有 长 而 密 的 黄 褐色 昔 毛 ,花序 疏松 , RE, 果皮 中 等 厚 ， AD 
HS PE SMES, MIM HALLS, PRE MAKE, 花 
FARE RAK, LMT BAS MESH 5 BL, AT eR, HS 
TREAD 
SURI BON REP, AY PE IR BE — LIN (EEE, 果实 大 小 不 齐整 , 幼 果 易 受 

冻害 ;成熟 期 易 裂果 ,产量 远 不 及 照 种 ,现在 仅 东 山 后 山 乡 从 有 栽培 。 
11. ABH: 枝条 密集 而 开展 ,树冠 局 圆 头 形 。 叶 大 而 色 省 ,倒卵形 , 叶 炉 铝 

上 现 翘 密 , 叶 面 不 平整 ;花序 疏 密 中 等 ,外 有 深 黄 色 昔 毛 , 酷似 氏 沙 枇杷 花序 , 花瓣 内 
侧 着 生 有 一 徐 长 而 显著 的 褐色 昔 毛 , 极 易 与 其 他 品种 区 别 。 果 中 等 大 ,平均 重 28.7 
克 , 贺 球形 , 果 面 橙黄 色 , 于 近 划 四 处 密集 有 竹 小 而 显著 的 斑点 , 葛 片 特 凸 ; 果肉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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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 
P: ASAT TIGL, SLICE, AIPRI, BORO EE (8 BEML PTE 
BBR, PTR E, URI, BATIK s 

” 形 。 花 序 最 紧密 , 花 鞋 密集 不 见 花 轴 。 果 中 等 大 ,平均 重 7.4 SUI, PERE 3.80 
JK, BARE 3.63 厘米 ; 果 顶 平 广 , 果 基 尖 创 , 果 栖 短 粗 ; 果 面 黄 色 , 果 皮 厚 度 中 等 , 易 
FS, EH RD BEART DAB ILA AW He, 肉质 较 粗 , BR 
较 酸 , 果 计 不 甚 多 ,品质 中 等 。 种 子 中 等 大 , PY PALH 1.5, MAE PE, 

“种 皮 赭 黄色 ,表面 稍 粗糙 ,斑点 多 。 
本 种 在 青 种 盛行 前 在 西山 栽培 较 多 ,目前 较 少 。 

_ 18. sake: 本 种 树 势 强盛 ,枝条 粗 短 而 易 乱 , 树冠 属 圆 头 形 , WOES 
与 其 他 品种 区 别 。 叶 片 形状 .大 小 ,花序 及 果实 大 小 ,以 及 种 子 均 与 照 种 相仿 , 惟 果 
面 班 点 较 稀 且 不 显著 , 花 辩 较 大 ; 葡 片 特 上 四 。 本 种 品质 较 佳 ,在 三 十 年 前 栽培 较 多 ， 
BRB, AAR, 目前 已 所 余 无 几 。 

14. Ape: 分 布 于 西山 元 山 一 费 石 灰 兰 小 乓 上 , 概 为 实生 繁殖 。 在 当地 

的 自 沙 种 中 生长 较 良 好 。 果 大 ,平均 重 32 He, SUG, ak, He MR, 

果 枉 赤 长 。 果 面 黄 色 , 有 显著 斑点 , 皮 厚 易 闽 离 , 果 肉 淡 黄色 ,品质 中 等 。 种 子 2~4 
粒 , HIE, FP BREE 

15. ROVE: APR RATE. MEE, eI BS. 46 
FERS RR PSE, BS AKNKA ABA 中 克 , HH 15H, 平均 重 19 克 ; 
果 面 黄色 , LH RRAS DEPRES, BE, RRB RA RA EMER 

酸 。 每 果 合 种 子 仅 1~2 粒 , WI, A BT ARTEL 本 种 产 于 西 出 
北部 横 面 岛 上 ;为 实生 种 。 

16. 鸡蛋 红 : 本 种 生长 强盛 , 枝条 开展 , 树冠 圆 球形 而 大 。 叶 大 而 挺 生 , 秘 拥 
果 稳 , 故 成 训 时 罕有 日 晒 灼伤 之 患 。 花 序 紧 密 。 果 大 ,平均 重 34.9 克 , 大 小 差异 颇 
大 ,天 者 达 45 Fi, AKL 28 Fis RBH BAER RES BEARDS. 
莹 片 肥厚 ,果皮 厚 ; 果 肉 省 栖 黄 色 , 计 多 味 淡 。 种 子 3~5 BL, BE, FP 
褐色 ; FRE, BE BED 

-未 种 为 西山 元 山 一 带 主 要 品种 。 概 为 实生 , HE, 产量 高 , 有 三 十 年 生 树 年 
FR 400 斤 者 。 前 洲 墙 洞山 有 八 十 年 生 大 树 , 高 达 三 丈 许 ，1956 年 产 740 斤 ,为 自 

沙 种 远 不 能 及 。 本 种 生食 虽 不 够 理想 , 然 果 肉 致 审 ,为 极 优良 的 加 工 用 品种 。 
17. Arar: 本 种 树 势 强盛 ,枝条 粗 短 。 果 实 大 , 平均 重 87.8 克 , BERS 

2 ， 计 液 多 ， nk Ba HE 2~ 4, Bik, MERE 2 9, AO, HE 

ad wy eh: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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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 6 A DEBE, AR REE, MALT oka, AR A~6 
BL, BK, AAP SCI , PS, AY PL (BRS A EG Py HEE ER 

18， 红 水 牛奶 种 : 本 种 树 势 中 庸 , ARAL, 树 肆 开展 , ER RESIE. 
Ao EPH, RM EME Tet, RIBAS, ASH 37.29% ,598, ” 
部 平 广 ,基部 尖 创 , 横 径 4.07 JBOK, BU 4.18 JEDOK, RB RR 
而 密 , 划 部 微 四 , 莹 片 平 展 ,其 上 密 被 昔 毛 , 蔓 简 深 广 , 咯 作 方 形 , SEAL es 果皮 厚 
但 易 章 离 ;果肉 厚 , 几 色 ,可 溶性 固体 物 合 量 100% , 在 秆 沙 中 品质 上 等 。 种 子 多 为 
SAL MEDEA, 每 粒 平均 重 1.6 42, 种 皮 赭 黄色 而 粗糙 , JOBE, 基 套 所 等 天 。. 

”本 种 产 于 东山 , 概 为 种 子 实生 ,成 熟 期 早 , 耐 冻 , 产 量 高 , LAR BBL EPR 
19. ALPACA: AAR SSE, RA RRA, ES 

IH, MBA, SPRKMAE, BARR GD, MA, BA, AH 41.3 
Ve, BRIE MSIE, TAB RIES DRA), 横 径 4.28 厘米 , BME 8.97 J 
KR; FRE, ROS BAS, SESE, A BAL BER: 
SHB, BALE, SBE: 果肉 橙色 而 厚 ， TS TRPR YEA, 总 糖 量 仅 为 
6.81% 。 种 子 多 至 7~8 Ki, 卵 形 而 小 ,平均 每 粒 重 1.3 92, PU, A 
糙 , 嘴 部 明显 ,无 斑点 , 基 套 中 等 。 本 冬 产 于 东山 果实 虽 大 , (ASS, IPR, 易 

HUE RAR | 
Be EDR aA, UR A A (EDU AD) BOT Ub LAPT, 朝天 

Fh WG Bh ALU TA ATG ALYD EE SL ALT EN ALS, HARES, BUA, 
Bil (4é 15) 。 | 

伍 ) 杨梅 “杨梅 在 洞庭 山 呈 站 野生 状态 , 百年 以 上 的 老 树 很 多 , MRR 
来 ;当地 山野 从 前 有 芒 郁 的 树林 ,杨梅 可 能 很 早 就 是 其 中 主要 的 树种 之 一 。 树 林 受 
到 大 为 的 破坏 时 , 杨梅 往往 由 于 需要 它 的 果实 而 破 保 留 下 来 , 直到 最 近 还 有 这 种 、 
情况 。 这 在 洞庭 山 的 几 种 常 罗 果 树 中 是 比较 特殊 的 , BEALE SR 
可 寻 。 

杨梅 在 洞庭 山 可 以 说 除了 少数 几 处 石灰 岩山 丘 外 , 到 处 都 有 分 布 , BR BE TR 
3,089 亩 , 居 洞 庭 出 果树 的 第 一 位 , 杨梅 单位 面积 产量 又 较 高 (1956 年 每 亩 平均 
1,811 斤 )， 在 常 称 果 树 中 首届 一 指 ,所 以 不 但 总 产量 是 洞庭 山 各 种 果树 的 第 一 位 ， 
而 且 远 远 超过 栽培 面积 相仿 的 柑 桔 和 枇杷 ，1955~1956 两 年 平均 产量 为 天 ,328 
担 ， 占 果 品 总 产量 十 分 之 三 以 上 。 分 布 以 西山 较 多 ,这 和 枇杷 恰 相 反 , 所 以 民间 有 
“FERAL, DLR” ABER FRU A, PRICE, AO RAD; 西 
WER GIRS, BARGRZ. PRET ML TRUBS ee CLAS AS 
HWS A EF. FR MIL. BENET TE LD A A BAA TEE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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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ah + WARRIOR 
HE (se) 

apa | 最 大 

大 小 sae. 

sata * wan 

Pg aes 

Se 种 lim sk oe yee 20.0 bien 白 | 87.6 [10.94 | 0 3.29 | 一 般 
2% Fi |TMT R W BRHENE | 99.2| 48.6 8.07x:. bye 黄 |90.0| 9.60 |0.58} 2.11 | 去 强 
3h 8 YD aR FE BRE | 31.2| 86.9 3.91x3. 57 ORE 89.0| 9.95 |0.85) 4.42 | 较 强 * 
45% & wD ie W wR 27.5|86.8/3.84% 3.21] [87.0] 9.67 |0.34| 五 84 || 次 
5 SISA | 局 He 3% 赚 |31.7|40.9|4.05X3.26| 黄 4/86.2/10.88 |0.37| 1.99 | iene 

6 灰 Fh Vd Wl 7e| WME | 23.8|30.6'3.68%3.76 Fr ¥%/85.0[10.80 |0.43| 2.02 | ze 
Te EW Fh Vid TA) WANE | 22.2 30.8 8.58x2.85 9% 自 88.0/13.66 |0.38| 5.06 | & 
8k 种 | Re) MH | 48.1/56.6/4.43x3.929% 4) 85.5/11.55.|0.27| 1.94 | 较 强 

9 鸡 和 蛋 | eRrs ha) HEH | 22.2| 80.0 3.54x3.16% 和 白 |87.4110.80 |0.43| 2.22 | & 
10 #0 Fh ee |. 2 | 23.9] 80. 2/3. 69X3.04'% | 89.0/10.20 |0.88) 1.09 | iE 
Wa 2 & YW RR 黄 |28.7|35. 23, 87 X3.34\ xR RE 87.0] 9.60 |0.56| 1.37 | oe 
2m @ +B WB |27.4/42.5'3.80x3.63% 4/87.6) 8.77 |0.40| 1.61 | wep 
13 9 i sR) 黄 | 28.1) 40.5/3.89x3.309% 14/88.0/10.69 |0.57| 1.49 | = 
U+% & WR eC # | 81.9) 40.1/8.90x4.05 x #/89.0| 7.99 | 二 03| 1.74 | 园 强 | 

15 Em a wD #% | 19.0| 25.0 
16 鸡 ON | RE Hr / 34.9] 45.0/4.00x 4.24 BRR] 88.0) 8.10 |0.71| 2.38 | Sere 

47 ey Ah oe | ER RE Hr 87.8|49.3/4.17%3.92KF Hr} 88.0] 8.20 |0.60| 1.99 |- wRER 

18 yr xD 4 Hy FE BR 省 粒 黄 | 87.2 47.5 /4.09x4.18] HE |90.4)| 6.84 10.54) 1.6L |) seme. 
4.28X3.99| #E |88.0| 6.81 0.50] 2.61 | SRE 19 $C > Sd GE FH EL ER Pe ie na ot 

wens (MAES cl 
(毫克 / | AE 

WIR He RARE BAS ELE DE, ERE Be DR 
LTE, WLP BS Hp Be > a, SEL aL SE OL TS OSE BE RI 

GENS RIS EE EE LLL, SP RE RAPE 
PET RAT PGA AS RE. ETE LAR, 
值 天 小 年 显著 , 兆 久 西山 不 进行 匀 果 的 更 严重 。 杨 梅 供应 期 短 ; 为 时 不 过 牢 月 , 小 
暑 一 过 , BETA A, LiL. a ER, 洞庭 而 的 最 

迟 ,与 柑 桔 恰 相 反 。 杨 梅 果 笑容 易 腐 坏 , 最 不 耐 轩 藏 和 远 运 , 除 子 鲜 食 镍 ,很 天 一 部 
分 在 当地 加 工 制 成 粗 胚 杨 梅干 。 

WOE HERO PREF 15 个 以 上 , 东山 的 小 叶 竹 蒂 、 大 叶 锈 蒂 及 西 出 的 高 梅 
RES, BRERA Aa: } 

1. 大 时 细 蒂 : 本 种 树 形 开张 ,树干 粗壮 ,枝条 弯曲 ,， 节 间 较 短 , BBE, 
FEA, 了 .5x2.6 JK, VERE, WDE STIG, RK TH Bea ea BAAS IRS Oe 
PRAM AERO, LIEK, Ay 3.18 x 2.88 JK, 14.8 ve, PRAT 
, ASRS, WARE, 大 小 不 均匀 , 果 面 平整 , CARD, RARMBSI, 
Beit, mR ES, Bob, ARG, 丰产 , 但 有 大 小 年 现象 , 由 于 成 部 后 不 易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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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故 成 熟 时 不 很 怕 雨 ,果实 也 较 其 他 品种 耐 藏 。 本 种 是 东山 最 有 名 的 品种 ,但 大 小 
年 现象 显著 ,产量 不 如 小 叶 壮 落 。 由 于 枝条 节 间 短 , 当 地 媒 接 时 采取 枝条 较 难 。 主 
要 产 于 东山 俞 西 雹 和 三 趾 村 。 wa 

2. 小 时 和 细 蒂 : PEASE IL, BP OR APH, PERSE BEDI ,8.2«1.8 

JEDK, RETREAT MIARRE , AAR AT, PTT BER , AE GLA, Pe 
RIGA, 2.99 x 2.74 厘米 ,平均 重 13.1 4, PEATE ISI, WER, ORS 
St, ALAR RGB, AUS, 味 甚 甜 , 品质 上 等 , Bb, ARN, 

着 果 素 高 ,不 易 落 果 , 是 东山 优良 品种 之 一 ,也 稍 耐 赃 藏 , 主 产地 同 前 。 
8. BME: 又 称 岛 皮 , 树 性 强健 , 枝 干 紧密 。 叶 倒 披 对 形 , MTR BB, 

质 较 硬 ， 先 端 回合 , MRL, BR. BIGK, 2.92x 2.92 厘米 ,平均 重 13.1 
克 , 深 紫 黑 色 , 果 柄 粗 而 短 , 蒂 部 有 突起 物 , 果 柄 序 着 生 其 上 , RAL RAIA 
育 的 小 果 , AES, 大 而 整齐 , RRA, 果肉 厚 而 松 , 汁 多 , 味 甜 且 有 香 
味 , 品 质 佳 。 本 种 成 熟 期 早 ,在 西山 果树 中 仅 次 于 早 红 ,是 西山 最 佳品 种 ,西山 各 地 
均 有 栽培 而 以 石 公 审 产 者 最 著名 ,东山 少见 。 本 种 成 熟 后 易 沙 果 , 大 小 年 显著 , 二 
十 年 久 内 幼 树 所 产 果 实 品质 多 不 佳 ,成 长 后 千 果 特 佳 。 

4. 五 家 种 : 本 种 树 势 中 等 ,树冠 圆 球形 ,枝叶 比较 稀疏 。 叶 片 较 狄 为 其 特征 。 
叶 旦 倒卵形 , 5.8x1.7 厘米 , SRM AS, CNT REN, JR Se re 
KA, 2.78X2.68 厘米 ,平均 重 11.2 克 , PEATE, 连接 果 柄 处 有 突起 物 或 无 , SRG 
短 , 肉 柱 圆 钝 ,大 小 均匀 ,和 纤 合 线 不 明显 , 肉 厚 中 等 , 汁 多 , 味 甜 且 微 有 香气 , 核 南小 。 
本 种 成 熟 期 晚 ， 因 图 梅雨， 易 落果 , 收获 每 不 可 靠 , 有 大 小 年 , 果实 采 收 后 不 耐 藏 ， 
不 过 二 .三 天 ,多 用 以 制 杨梅 干 , 树 的 寿命 可 达 七 、. 八 十 年 ,但 易 趴 “杨梅 郊 ” 及 “ 持 叶 
蛆 "。 本 种 西山 最 多 ,和 集中 于 秉 汇 ,为 受 国 ̀ 石 丰 二 社 最 好 品种 之 一 。 

5. RES: 本 种 树 势 极 强 ,枝叶 茂密 , BOREL. MSIE, WER, 公 炉 或 
先端 略 呈 波状 。 叶 豚 租 而 不 显明 。 果 形 大 , 2.89x2.89 厘 米 , 平均 重 了 2.9 克 ) 果 
栖 长 而 粗 ,其 上 常 附 有 未 充分 发 育 的 小 果 , 径 可 达 0.6 厘米 , 果实 在 果 柄 连接 处 隆 
起 , 呈 淡 红色 , 肉 柱 尖 ,大 小 不 整齐 , 果 面 凹凸 不 平整 , 颖 合 线 不 其 明显 ; 肉 厚 , 核 中 
等 大 , 味 酸 ,品质 不 佳 。 果 实 稍 耐 赃 藏 , REVERS. 四 天 , SABER. 
种 产地 集中 于 西山 秉 汇 , 树 寿 命 长 , 产量 高 , 大 树 每 株 年 产 1,000 斤 左右 ， 小 年 亦 
产 400 斤 左 右 , 树 性 强健 ,能 耐 粗 放 栽培 , 比 高 梅 不 怕 反 吹 与 塞 冻 。 

6. SRS: 本 种 树 势 较 旺 ,枝条 长 而 开展 。 叶 披 人 针 形 , 10.0x 2.7 BK, Be 
或 先端 稍 呈 波状 ,叶脉 粗 而 不 明显 。 FA, KI, 2.94x2.97 厘米 , 平均 重 
13.2 克 , 深 紫红 色 , 公 熟 后 色 卫 , 果 栖 长 而 粗 ,每 附 生 有 小 果 , JSC aT 
红色 突起 部 分 , 肉 柱 尖 不 其 整齐 , 味 较 酸 且 征 带 松脂 味 , 品 质 不 其 佳 。 但 因果 实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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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es i, 外 观 好 ， rie eR, 加 以 闪 命 长 BEAM, BAW 
树 在 西山 受 国 社 较 多 。 
7. RARE: 本 种 树 肆 开展 , 生长 势 旺 , 树冠 RI, MS, 

11.9% 2.9 厘米 ,叶脉 粗 而 不 明显 。 果 形 大 , 3.04x2.95 厘米 , 平均 重 14.8 克 , 深 
。 紫 秆 色 , 果 栖 长 而 粗 ,平均 达 1.29 厘米 ,有 长 达 I.7 厘米 者 ,成 永 后 果 栖 弯曲 , 果 下 
EAE, Wa HER RR TH ORR LPO, Bk, APES 
BRB, ARAN, KARR OH AE DMR. “Cee WEI 
ARSE TRS, | 
8. BRE: 本 种 树 性 强健 , 少 病虫害 , 枝 干 稍 雾 乱 。 MPR, 呈 披 人 针 形 ， 
9.5X2.0 厘 米 , BR, Hips, 2.92x 2.83 厘米 , 平均 重 12.4 克 , BAMA 

NE, RKTT, PRL, HAREM, RIERA IVE, A 
柱 圆 钝 而 均匀 ,果肉 厚 , 汁 液 多 ,全 熟 后 味 甜 而 鲜 。 成 熟 期 稍 晚 ,， 狗 与 石 家 种 同 , 在 
APR, HRA, BRR, 每 一 千 果枝 有 一 至 三 果 , 东 、 西 

SARE, DVIPS ALE RHE, : 
9. KBABAL: MHP, 11.9x3.3 厘米 。 果 中 等 大 , 2.77X2.77 厘米 , 大 

小 极 不 整齐 ,平均 重 10.9 克 , 核 中 等 大 , 肉 柱 兴 ;成熟 期 早 , 易 落果 ,品质 较 差 , 带 有 
BK, RSE, OPI SALE 

10. SPER: MAREE, 10.4x2.8 厘米 。， 果 形 大 , 2.93x 2.87 厘米 ， 平 均 

重阳 .0 过 , 果 柄 长 而 租 ; 成 熟 后 弯曲 下 垂 , 柄 基 有 突起 , 柄 上 有 小 果 , 肉 柱 尖 但 杂 有 
图 刺 ,天 小 不 与 , 果 面 高 低 不 平整 , 肉 厚 核 大 , 味 稍 酸 ， 品质 倚 佳 。 RSA RO Be 
果 ， os ah 

. 拥 时 种 : 树 生长 势 强 ,枝叶 多 ， 耐 谊 薄 士 壤 及 粗放 管理 , PU ED, 年 年 丰 
产 。 2 7.7X1.8 厘米 。 果 形 小 , 2.61% 2.49 BK, ASH OH RE 
SEAT C6, WI EESS, DUBE VERE, ERASE, HIRES ISBR, ORR, 不 耐 崇 藏 , 产 
于 西山 。 

: 也. RE: 本 种 仅 产 于 西山 石 丰 , 因 其 肉 柱 较 和 小 而 得 名 。 叶 披 针 形 。 果 形 
大 ,平均 重 13.4 克 , 柄 基 有 突起 , 柄 上 常 附小 果 , ps FEIT, PR AE PRR, 
Be, BME, RVR BIER, ETI, 

四) 板栗 “洞庭 山 到 处 竺 有 板栗 的 栽培 ; 面积 在 落叶 果树 中 占 第 一 位 , OH 
2,300 fq 487" A, 1955 ~ 1956 年 的 平均 年 产量 不 过 6,227 担 , BT 273 

斤 , 除 葡萄 外 可 算是 洞庭 山 各 种 果树 中 单位 面积 产量 最 低 的 一 种 。 BA 
山 为 主 , 在 西山 各 种 果树 中 , 面积 最 大 。 东 山 较 少 , 不 过 300 亩 。 西 山 板 栗 多 栽培 
在 山坡 地 ,以 石 公 乡 最 多 , 堂 里 一 带 原 采 也 是 盛产 板栗 的 地 方 , 现 已 吉 败 ;所 存 栗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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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MARH WES. BEA Auk, 产值 低 ， 除 少 数 地 区 还 比较 注意 外 ， 
大 多 不 很 重视 , 栽培 管理 粗放 , DAREN A RF BM, OB 
We, RAE AR RSE, | 
WEIS REI, TKR A ER, gon eth, = 

在 符 长 衰退 后 用 截 除 主干 的 方法 更 新 。 同 一 植株 可 以 更 新 多 次 , BAA 
和 还魂 ”的 葛 请 求 形 容 这 种 方法 。 WEL REALE RES 区 
HH. 

VE RATA SE 20 7 AH, SOHP OE BA De LL A LCA OE DET 
ESA, AREAL, HOA SOR ee Ee eB 
多 ,不 为 人 们 所 重视 。 

1. ARRAS ARATE HES GE RA ROPE 
RS OK, SHEILA SECT, Pe, 16.471 Jk, a, 
先端 惫 尖 , 基部 卵 圆 形 , ESAS BSE, 叶柄 中 等 长 。 BRE), SEE, Be 
6.89 JK, PEE 5.80 厘米 , 刺 中 等 长 ,平均 工 .3 JR, ARE AUS , BEDI BT 
人生 有 长 而 害 的 昔 毛 ,成 熟 时 球 苞 成 十 字形 裂 开 ,每 苞 内 有 果 3 4, SRE, SE 
辆 , 果 顶 平 ,基部 钝 圆 ,平均 重 12.2 Ye (VL ARE, DEA) , PEER, 
PEL, RAE A PATA MRE, Lee), HA 
PALE PGR AAD, 占 现 有 栽培 种 的 60% 以 上 。 AON, 
糯 性 强 , 品 质 优 和 让 , 最 宣 讨 食 。 本 种 每 一 粘 果枝 上 发育 的 球 目 常 有 5 ~6 PES 
丰产 ; 球 苞 小 而 蒲 ,出 果 达 高, 一 般 品种 每 100 斤 球 苞 可 取出 栗子 80~40 Jp, 无 家 
种 旭 可 得 40~50 斤 。 果实 耐 赃 藏 , DFO IED AHO ESE A MP EE 
本 种 以 产量 高 ,肉质 租 糯 , 耐 赃 藏 , 果 形 大 小 适中 ;, 宣 于 炒 食 ,所 以 受 大 欢 带 ;是 目前 
发 展 的 品种 ， 

2. HSER: PZT, 树 皮 光 滑 , ETL), SSAC, SE, Se 
端 渐 尖 ,基部 平 广 或 孵 形 ,中 等 大 , 14.8 x 5.6 JE , THe RAEN RA i LT BG CEA 
STEMS MIR DEAR BSS, 叶柄 短 , 2839 0.6 厘米 。 BRE MIE, 横 径 8.08 [x 
IK OEE 6.57 厘米 ,中 等 厚 , 刺 永 长 工 5 OK, HI, SHR , 每 将 有 果 3 

He. FRSC LE TIK BERS 3.66 JK BM 2.95 JER, 厚 2.35 厘米 ,每 果 鞋 均 重 
15 Yi, 果 顶 平 或 略 凹 , 果 户 及 基部 均 平 广 , 中 间 果 形状 不 整齐 , WIR MOTE BE 
小 ,上 下 对 称 ,果皮 淡 赤 禄 色 , 密 布 短 毛 划 ,接线 较 平 整 , 果 座 大 ， 移 占 全 果 三 分 之 一 ， 
射线 及 粟 粒 显 著 。 

本 种 分 布 于 西山 石 公 乡 ; 成 熟 期 早 , 仅 区 于 六 月 白 , 果 形 大 , 味 佳 , 肉 质 箱 肛 ，, 目 
MRIS, AAPA, THER RGR R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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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PEI: APPPEELITE, MAME TSE, SHEED, 近 圆 形 。 叶 
"SPH, 18.4x7.0 JAK , MUTATE HEMI , HEEB IBTEE ART ABET Bie» PSS 
«RATHI, 7.73 x .9 厘米 , 球 区 甚 萍 , 仅 0.17 厘米 , 刺 束 稀 而 站 长 ,所 以 有 
| RIES Ee, 球 区 成 丁字 形 裂 开 , 每 共有 果 3 站 。 果 中 等 大 , SRE HS 
HE, 8.48% 2.77 x 2.14 BK, FRIAS, TAG, 果 基 评 贺 ， FR SMO a Be we 

Ay ea Fs RE i, 集中 于 果 肩 部, 稚 线 明显 , BRS IIE, 果 座 
四, 射线 明显 。 

”本 种 又 名 稀 毛 薄 壳 , 产 于 西山 石 公 乡 。 根 据 球 苞 和 果实 的 特征 观察 , 东 由 产 的 
稀 毛 薄 壳 可 能 邹 为 同一 品种 。 本 种 枝条 稠密 , RR PH EA, 是 高 产 
部 种 。 ‘ 

4. FE: PE WATE WEL REI, HREBE, LARK 
4, SRE. PEK, 14.1« 6.1 OK, ME, Ee, SRA A 
Fe, Set BSE PE 74 1.3 OK, BRELINTNIIE, 7.89 x 6.70 BK, BA) 
FYE LC AI A , TEI) LES , Se] MT ER, SEI, Fi 
丁字 形 裂 开 , 每 苞 售 果 2~3 Be, PEK, 3.66 x 2.75 2.33 EK, IE, SA 
BY, WMD , RAE BEE FARE A BAAR, ABI HE 13.8 克 , SRB 
褐色 ,无 光泽 , 毛 考 长 而 密 , 果 座 大 。 
未 秘 是 从 实生 白 毛 栗 中 选 出 嫁接 而 来 ,生长 迅速 为 其 主要 特点 ,但 肉质 粗糙 而 

较 松 、 粳 性 、 味 淡泊 ,品质 中 等 。 | 3 
6. ARH: HERES. MK, 16.0x6.3 BK, BABA, BR 

MIE, 7.15.3 厘米 , 针 刺 疏 密 中 等 , 长 而 直立 , 每 苞 含 果 3, RI AM 
IG PEK, 3.08x2.78x 2.21 厘米 ,平均 重 14 克 ,果皮 淡 赤 褐色 ,有 光泽 , 毛 昔 短 
而 密 , 果 羽 及 觅 部 均 有 分 布 , 果 座 小 ,接线 明显 呈 波 状 , 粟 粒 粗大 显著 。 

AA BPE (AEE, 8 月 下 旬 序 可 上 市 ,现在 西山 仍 有 栽培 ,但 数量 
不 多 。 

6. BE: Wb WEEKES WATER. Meee, AM Be 
HRI ARE, FHR=AE, Mr, 19.2x8.1 BOK, IE ET 
ASTD , BE HLPY val , PS LPP St Ah BRL ELIE, 6.80 x 6.40 JK, Be 
RAE, WRT A, TIER, 成 熟 时 成 丁字 形 开 裂 ; A AR 
2~3 枚 , 如 为 2 RAMS M AW RR, SHEE, 中 等 天, 8.38x 
2.77x2.36 EK, RG BAKA 6H EBB, RM), SED 
AAG , ETE 10 A by US ZR Sa. RS A 

因 含水 分 低 , 最 耐 峙 藏 ,洞庭 四 果 宏 多 作为 板栗 砧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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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AE: 本 种 树 势 强 , ELKO. SAE, 皮 孔 较 大 。 叶 焕 圆 形 “ 
“而 大 。 球 苞 中 等 大 , 6. 嘴 x5.76 厘米 , RIE, 刺 东 密度 中 等 ,成熟 时 成 十 字形 “ 
有 裂 开 ,每 苞 仿 果 2 枚 , 因 中 间 果 多 不 发 育 , 故 边 果 内 侧面 成 绝 形 凸 起 ,不 同 于 其 他 品 
种 。 果 形 大 , 3.84x3.00x2.66 JDK, HEE, RAZR) RR A 
种 区 别 , 每 果 平 均 重 19.6 克 , 果 皮 赤 褐 色 , 有 光泽 , CHM, 果 座 小 , RAK “ 

显著 。 
本 种 是 东山 目前 的 主要 品种 ,以 果 形 大 、 品 质 好 、 耐 赃 藏 而 受 人 欢迎 , 9 月 成 

熟 ,生食 、 熟 食 都 适口 。 

8. NSE: ENS, WATE, REIL, ME, BD, 
15.0x5.2 厘米 , MEE DRM ARR, ERG), 5.75x5.01 厘米 , BE, 
AAA ERIE, PEA, SHRANK, CIN, 达 0.30 厘米 。 EMAAR I~2 
BO IMBA 3 枚 的 , 合 有 2 枚 的 多 为 边 果 之 一 不 发 育 。 果 形 小 , 2.54% 2.22162 
厘米 , 旦 三 角形 ,为 洞庭 出 最 小 的 板 票 ,每 果 平 均 重 5.7 克 , RAR, 果 面 
紫 褐 色 , 有 光泽 , 毛 昔 极 少 ,当地 因 其 色泽 如 广 漆 所 以 名 为 金 漆 栗 。 果 座 小 ， 仅 占 会 
果 的 五 分 之 一 至 四 分 之 一 。 

本 种 产 于 东山 , BR NPR Ht, ESE, UE RY Bb Re, Per 
数 不 多 。 另 有 一 种 大 人 金 漆 栗 , BRO, GRE, 9H 14.5 He PPAR 
_ 9. BOGE: RU, 树冠 呈 长 园 头 形 。 枝条 多 直立 ， THOR, RHE 

二 昔 , 皮 孔 大 而 审 。 芽 中 等 大 ,为 钝 三 角形 。 叶 片 大 , 17.9x7.5 BK, SG, Sei 
ARIK, 叶柄 长 。 球 区 椭圆 形 , ABB ANTS, 故 称 昔 头 票 , MA PER, 
6.58X5.00 JK, RIFT, 排列 较 密 , 每 苞 内 有 果 3 枚 。 SE, 后 等 大 ， 
3.21 2.57x1.81 厘米 ,每 果 平 均 重 8.8 克 , RRM, PRE MMe, BR 
Herp, aK, 射线 明显 。 

本 种 仅 分 布 于 东山 针 西 路 村 ,前 星光 社 栽培 较 多 。 AWA RETR, APSE 
= 如 十 地 肥沃 ,产量 很 高 。 

. BR: PHD SPR, SRR, BE ILA BS, 
aay 15.8x6.3 JB, SPIE, UT RS RIN, BE, ERA RABE, 中 等 大 ， 
7.25.7 Bk, BAW, SHRI AMIE, SRA RAM BT I 
开 , 每 共有 果 8 He, PEK, 2.67x2.54x1.63 厘米 ,三 角形 ,平均 重 5.9 克 , 果 

顶 凸 起 , 果 肩 微 亨 , 浅 赤 褐色 , 毛 昔 短 , 果 座 小 。 
本 种 产 于 东 轴 ,成 熟 最 早 ，8 月 下 名 已 上 市 ,目前 栽培 被 多 。 肉 味 淡泊 ,品质 中 

等 ,不 耐 赃 藏 。 
11. 重阳 栗 : 树 势 中 良 ; 新 枝 上 有 粗 而 疏 的 皮 孔 。 PARSE, 19.6 7.6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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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ROME 7b, 6.95.9 厘米 , 刺 东 粗 而 稀 , EE ARH, BR, 

A, E35 Sek PTR. 
ss FeAPANGRK, KETENE RTT ARE. Fb HE IES. 
AREA DOR EP, TR MRM EEA PER 草鞋 底 等 ， 
。 ”或 栽培 数量 不 多 ,或 品质 不 佳 ,从 略 。 
| GE) HE 梅 在 洞庭 山 分 布 很 普 逼 ,栽培 面积 达 1,184 亩 。 西 山 产 梅 最 多 , 狗 有 

RAE DSR RIE RS, 目前 妈 以 西 出 的 东 河 . 石 

上 2.56x2.38x1.70 厘米 , 呈 三 角形 ,平均 重 仅 5.1 克 , 果 顶 尖 峭 ; 果皮 淡 赤 神色 , 稍 

1;000 HAA, PRAT A eH hr, 梅 的 主要 产地 , 明代 盛 于 西 

Re 

到 乡 及 东山 杨 湾 乡 最 集中 ,可 昂 栽培 地 区 变动 之 大 。 梅 多 用 种 子 实生 ,~- 般 栽培 此 
PEM, 大 多 在 果园 边 糙 隙 地 栽植 , 但 西山 后 堡 等 地 栽培 管理 比较 第 狗 , 每 年 并 进 4 

行 眉 剪 。 梅 的 果实 芒 供 加 工 用 为 主 , 采 收 多 不 待 完全 成 熟 , 因而 无 大 小 年 现象 , 产 

量 高 而 稳定 。 1955 僵 1956 两 年 平均 每 亩 产量 达 1,701 Fr, 以 单位 面积 计 , 占 洞庭 

”所 各 种 果品 的 第 一 位 。 

洞庭 册 梅 的 品种 , 旧 志 载 有 吐 花 酸 、 官 域 梅 .时 梅 等 。 现 西山 有 开 蒂 梅 、 青 梅 、 

白梅 、 桃 梅 、 苦 梅花 梅 等 ,而 忆 开 蒂 梅 品质 最 优 ,全 无 苦味 , 产 于 西山 后 堡 。 

(六 ) 柿 “洞庭 由 各 地 都 有 分 布 , 而 以 西山 较 多 。 主 要 产 区 在 西山 石 公 乡 、 东 河 

少 及 东山 后 山 乡 。 洞 寿山 栽培 的 杭 有 两 种 , 除 一 般 供 食用 的 柿 外 ,还 有 油 柿 。 抗 日 

战 等 时 ,者 在 西山 果品 产值 中 居 首 位 ,其 中 柿 占 总 产值 的 31.4 匈 ， 油 柿 占 20%, & 

计 点 果品 总 产值 的 个 数 以 上 , 远 超 过 当时 柑 桔 和 枇杷 的 价值 。 目 前 栽培 面积 近 900 

亩 ,年 产 世 ,000 担 以 上 。 
1. HR: 又 称 洪 柿 , 其 未 成 误 果 实 析 出 半 液 作为 涂料 ,成 熟 后 果实 也 可 食用 。 

PUA BEIT, PIF RT AE, BORA. MKTG Bee ED, Semi Rae He 
SBOE AE NRE ,无 光泽 ,两 面 均 密 生 黄 褐色 昔 毛 。 果 实 属 圆 形 或 卵 图 形 , 果 

” 面 蔬 生 稍 长 的 软 毛 ,全面 有 粘 胶 状 物 滩 出 ,成 熟 时 隔 黄 色 。 油 柿 也 有 好 几 个 不 同 品 
种 。 大 油 柿 局 转 形 ,无 楼 ,平均 果 重 118.3 克 ; ahh ERI, 略 呈 四 楼 形 , 平均 果 
重 契 .6 克 。 一 般 7 月 下 旬 至 8 月 上 旬 采 取 示 成熟 果实 榨 半 ， 称 为 柿 漆 或 柿 池 , 涂 
FAM RE RASA MARR, WHE EW AEA, 因 砧 穗 两 
BRE EERE , REIS UTH WA FI, AAs 但 据 南京 中 山 植 物 园 在 浙 
江 鳍 去 调查 ,当地 油 柿 作为 柿 的 砧木 表现 入 接 不 亲 和 现 象 ,洞庭 山 长 期 用 油 柿 作 熙 
床 , 渤 无 类 似 现象 发 现 , 可 能 是 不 同 地 方 类 型 特性 不 同 的 原故 。 

2. om 即食 用 柿 ， he sec hates 牛 心 柿 、 雪 柿 、 人 Bh,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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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AH — Ah, PVG ESI IE SO), DURA A 
重 200 EAE AT, HURL , RASA. AE ERE MT Mite 4 
均 重 82.3 52 FER E, ROPES, mARBX, 

(七 ) 银杏 “洞庭 山 栽培 银杏 历史 虽 久 ， 但 大 量 发 展 据 全 说 是 在 清 同 Bt 

年 间 (19 HAAR) , 现 有 栽培 面积 826 亩 ,年 产 8,000 担 左 右 ， 除 泰兴 外 , 是 江苏 最 

BE Hh. AUR ERP TEES ES Me, RAR 西山 以 

WY ABRIRE, KEREFREMALPEM, MRD , SS ABE, bk 

AX il FASE AEH BURGE, SCAR 10 RAR, RAD. IAF, D> 

RS, ARTS ENA. RAR LMA R 

VME AA METRES AROMA RR. PRA: O 
SHEP, 老 树 彼 伐 去 后 不 再 补 植 , 因此 雄 株 太 少 , 影响 授粉 , 单位 面积 产量 很 
AK, 1965 25945 278 斤 ; @ 银杏 树 大 , 占 地 面 较 广 ,栽培 需 时 久 ， eee 
十 年 始 进入 盛产 期 , 采 收 后 种 子 处 理 费 时 ， 每 担 要 化 七 至 十 二 个 工 , MA 
不 及 柑 桔 等 树 ,所 以 农家 多 不 积极 发 展 。 

太湖 备考 称 洞 庭 山 银 杏 有 贺 珠 、 佛手 两 个 品种 。 现 有 大 佛手 、 小 佛手 、 ees, 

大 圆 珠 、 小 圆 珠 等 六 、 七 个 品种 。 

1. KF: 又 称 大 长 头 ,种 子 倒卵形 ， 平均 重 16.1 克 , 去 外 皮 后 的 种 也 (俗称 

AR) 平均 重 3.3 克 , 大 小 1.73x2.88 厘米 。 本 种 种 子 依 大 小 年 差异 很 大 ,丰年 形 

小 , 舱 年 较 大 。 有 洞庭 皇 者 , 原 株 在 西山 梅 园 村 ,树龄 攀 500 年 , 树 高 巧 米 , 种 子 特 

大 ;平均 重 20 克 , 去 外 皮 后 阿达 3.9 克 , 大 小 2.01x3.12 厘米 ,是 天 佛手 中 最 大 的 

一 种 。 
2. MBF: 又 称 小 长 头 ,种 子 较 小 ,全 重 霸 .7 克 , 去 外 皮 后 平均 重 2.6 克 ,大 © 

apy 1.62 2.62 BK, ; ie 

3. Hk: 又 称 圆 头 ,多 为 实生 ,种 子 圆 球形 , 先端 稍 尖 , 2H 11.9 克 , RAK 
后 平均 重 2.4 克 ,大 小 工 .9LX2.24 厘米 ,有 大 圆 珠 和 小 围 珠 的 分 别 , 品 质 较 次 。 一 

另 有 鸭 屁 股 圆 珠 , 去 皮 后 种 子 先端 属 而 尖 , BRR, SHS: BIR 
锁 街 头 及 三 山 娘娘 让 外 银杏 树 上 均 有 一 枝 千 果 作 穗 状 如 葡萄 然 者 , 惜 未 得 亲 晃 ,如 
果 是 实 , 倒 是 极 可 注意 的 变异 。 

( 作 ) 桃 洞庭 山 各 地 都 有 栽培 ,盛衰 不 常 ,变动 性 最 大 。 明代 (多 公元 1500 年 ) 
西山 天 王 寺 后 桃 树 极 多 ,地 因 名 桃花 雹 。 陶 望 龄 洞庭 游 筷 载 “上 昌 有 十 万 株 , 卖 其 实 
人 七 .和信 千 余 鳝 , 然 桃 易 星 不 能 老 寿 , 伐 而 薪 也 ”。 清 代 (公元 1750 年 ) 盛 于 恒山 云 阳 
洞 一 莫 。 今 仍 以 西山 最 多 ,东山 不 过 占 十 分 之 一 左右 。 洞 庭 山 桃 树 栽培 面积 狗 800 
Hi 4F7* 6,000~7 ,000 担 , 大 部 为 硬 肉 桃 ， 品 种 有 四 月 桃 、 五 月 桃 ,品质 不 佳 , 但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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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750 ae 出 武 下 "苏州 府 志 (公元 1877 年 ) 记 有 “ 洞 
。 星 东 出 永 密 桃 为 最 ”盛产 水 密 桃 的 上 海 .太仓 、 吴 江都 在 附近 , 可 能 是 由 这 些 地 方 
BARS, SEEDS IL BES IES TIA, DL HE ALTE ES, 
。 亦 有 少数 ,栽培 还 不 很 普 逼 。 
OR) BF AETHER TEE BUH 800 雷 , 年 产 4740 担 , 欧 占 果品 总 产量 的 
3%, 栽培 分 布 比较 集中 ;东山 最 多 ,75 多 吴 E 的 石榴 出 产 于 后 山 乡 的 白沙 、 倚 锦 
一 带 ; 西 出 旭 几 乎 双 部 集中 于 建 珊 乡 , 尤 以 其 西北 的 小 岛 横山 , 久 以 产 石榴 著称 。 

洞庭 孟 石 稳 用 婷 接 法 繁殖 ,与 其 他 地 区 不 同 ,砧木 用 插播 法 或 分 株 法 至 成 。 但 
hE, BEM, HARKS, 所 以 采用 分 株 砧 为 多 。 栽 培 管 
ROK, 加 以 栽植 过 密 ,树冠 上 升 , 不 但 产量 低 , WEBER, 精 果 多 时 须 
Be, AMA K, 90 年 生 老 树 肖 可 正常 千 果 。 

石 灼 栽培 起 源 虽 早 , 在 洞庭 山 一 向 不 居 重 要 地 位 。 抗 日 战 符 前 蚕 炎 业 不 景气 ， 
广 过 桑 园 多 有 改 植 石榴 的 。 这 是 因为 石榴 除 鲜 食 外 ,果皮 可 以 作为 土 布 染 料 ,又 可 
天 病 , 树 性 强健 ,栽培 容易 ,无 须 精 密 管 理 , 抗 战 时 民不聊生 ,鲜果 市 场 低落 ,石榴 皮 
可 提 制 革 的 县 料 而 为 日 本 侵略 者 重视 ,所 以 便 经 极 一 时 之 局 。 但 洞庭 山 气 候 在 石 
焰 花 期 多 雨 ,不 利生 产 , 1954 年 售 因 此 大 散 收 ,虫害 以 刺 蛾 幼虫 为 害 最 烈 。 近 年 东 
丰 后 而 乡 和 横山 两 主 产地 因 发 展 柑 桔 , 石榴 受到 排斥 , A PRIGY, PIE 
减 适中 。1930 年 前 后 横 册 年 产量 在 2,000 担 左 右 ，1950 ARE 900 +H, 近来 不 过 
年 产 300 担 。 

后 凸 乡 产量 虽 多 ,但 果实 品质 不 及 横山 所 产 的 好 。 这 与 地 势 和 栽培 管理 有 关 。 
LARS ESE, Vek RE, 后卫 多 在 演 湖 高 地 ,上 且 采 收 过 早 , 品 质 不 佳 。 洞 
庭 册 后 奋 石 榴 在 上 海 市 场 上 市 最 早 , 但 果 小 味 淡 , RR, 品质 不 如 怀远 青皮 石 
榴 及 南京 天 石榴 。 横 山 农 民 习 惯 等 到 果实 充分 成 熟 后 采 收 ,当地 有 “寒露 三 朝 采 老 

PHKE, 因而 品质 较 好 。 石 榴 在 秋季 上 市 , 正当 北方 的 苹果 、 梨 、 葡 欧 和 南方 的 
-香蕉 大 量 应 市 的 时 候 ,不 及 这 些 果品 受 人 欢迎 。 
洞庭 看 石榴 有 小 种 .大 季 种 .小 红 种 ,水晶 石榴 、 老 油 头 、 钢 皮 、 虎 皮 等 七 、 肛 个 

win 及 水 种 最 多 ,天 和 红 种 .小 红 种 鼠 之 ,其 余 不 多 。 
. 小 种 : 又 称 青 种 , 果 倒 卵 形 ,平均 重 247.3 克 , 果 皮 黄白 色 而 厚 ， 有 淡 秆 最 ， 

cea PULSE SA GS FRR E, ARR AE RS, BB, 
BBE AER. | 

2. KALA: 又 称 大 种 或 寿 州 种 , 果 形 大 , BRE, 平均 重 311.I 克 ,果皮 黄白 
。49 。 



色 ， ae RSOEMT BAU PRA. ARINC, ESE, EIR, 
. 小 红 种 : 果实 球形 , 平均 重 200 克 ， BC HEHE, ETD 子粒 略 小 ， 
本 种 不 易 裂 果 ; 产量 傈 丰 , 但 不 及 小 种 。 ze 

4. aH: SBA, RA 6, HACE, REMTDEM, aim, RENE 
BAA PALA RAR. PRA, Bob, RRR RRS 

CH) KL HRS, PB, 总 计 不 过 228 7H, 1906 427" 2,863 
担 , 一 般 管理 粗放 , FPR ERA EL A, SUA A, PRP 
WE A HDR, REPS ILA ASL PORE, REE 
STR), BOR (Se) BERS. q 

+-)# SEMEN SBR, Se FRACTAL RIOR 1 
树 行 间 栽 植 ,成 片 作为 主体 树 栽培 的 极 少 , UTA BEG 200 TH, 年 产 果 2.785 担 ， 
(1955 ~1956 年 平均 ) 。 东 山 栽培 多 于 西山 ,东山 以 后 山 少 最 多 , 棍 流 乡 次 之 ; Bl 
轧 建设 乡 稍 多 。 李 的 栽培 管理 非常 粗放 ,不 仅 不 修剪 ,甚至 不 施肥 。 过 去 因 李 实 峰 
Wy HP, 幼 果 多 胸 落 ,产量 极 低 , 近 来 采用 莉 剂 防治 ,在 开花 及 落 蔓 时 各 喷 坟 天 天 
一 , 收 效 极 显著 。 李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较 高 ,洞庭 山 落 叶 果 树 中 除 梅 以 外 以 李 产 量 
为 最 高 ， 1956 年 每 雷 单 产 1,817 斤 ; 且 超过 同年 梅 的 单产 量 。 品 种 有 嘉庆 子 、 黄 果 
李 、 大 叶 头 李 、 石 李 和 构 李 等 ;其 中 以 实生 的 石 李 、 KH AEBS URE BREK 
2 HEB. 

1. 吉庆 子 : ARR, Ae BUS. MBSE, 顶部 渐 失 ， 基部 尖 形 , Pee 
和 密 的 句 贞 ,此 端 突 向 叶 尖 。 果 实 局 圆 形 而 略 任 , 果 顶 平 或 不 正 形 , 果 实 中 等 天 小 ， 
BEE 3.86 HK, PAE 3.81 HA, LA 28.1 ie 5 HERE I, BEER Ae DASE, 
PER, MEN EME ARR, BOR A BS RAG, 
味 甜 美 , 粘 核 , 核 小 , 卵 贺 形 。 本 种 成 熟 期 在 7 Ar A), 为 一 晚熟 品种 , WET, 
但 隔年 精 果 现象 显著 。 栽 培 概 行 嫌 ,砧木 用 毛桃 或 石 李 。 | 

2. 黄 果 李 : AR, PIASIER, JE TIIE, PIER, EME 8.43 J 
JK, PE 3.29 厘米 , 平均 重 24.6 克 ; LIAB, IASC TEAR ARABIA), 但 不 其 
显著 ,醒目 中 等 大 而 深 ; 果 皮 黄 篆 色 , BAe, EAR SE ea, 外 
观 极其 鲜艳 美丽 , 果 点 和 小 ;果肉 血红 色 ，, 在 核 附 近 处 更 滤 , 品质 不 及 前 者 ; 芒 机 贺 
形 。 本 种 极 丰 产 , 单 株 产量 可 达 200 斤 ,成 熟 期 晚 ,在 7 Ab A), PRR 
木 为 毛桃。 

8. 大 叶 头 李 : ARPA HE, MAEM MR ob, RS 
大 , 横 径 4.02 JK, PG 3.64 厘米 , 果 重 84.4 a RSC a MEE , FRI IE 
HIS 7B) 5 Se A ANIA SR OBER, BEAT SRD SCTE ABO, BER 

« BO » 



rr 

;素面 不 甚 平整 。 本 种 为 实生 ,成 熟 期 早 ,在 7 月 上 旬 成 熟 。 
A, aE: 又 称 红 皮 紫 李 、 野 李子 。 树 势 极 强 , 叶 倒 卵 形 , 实 而 短 ， MEAT RRA 
“phset 果实 最 小 , 横 径 3.4 BK, PE 3.12 厘米 , 果 重 红 ,7 克 ; 局 圆 形 , 果 顶 部 

i 深 ， 蔓 止 亦 较 其 他 品种 深 ; 果肉 黄 篆 色 , APES, ORR EPA WR, 用 分 株 法 繁 

` 殖 ,可 作 嘉 庆 子 砧木 成熟 期 7 月 上 名 ,东山 栽培 最 多 。” 

6. HE: 果 形 大 , 皮 薄 肉 和 ,品质 优良 ,但 以 生长 衰弱, 车 果 稀 少 ,不 适 山 地 粗 
区 管理 ,不 受 安家 欢迎 ,栽培 极 少 。 

CDF FEMURS, SRT MAW, 产量 不 多 ， 在 苏州 专区 中 

BARRE, ASWS. KE ARA, AHMSHA, PBAS I Tanah, MA 

最 早 , 金 刚 睹 最 大 , 品质 均 无 足 称道 。 

(十 三 ) 葡 萄 
圭 葡 欧 : 洞庭 山 在 五 十 年 前 , 葡萄 栽培 很 盛 , 年 产 3,000 担 ia, 运销 苏州 .杭州 、 

上 海 一 带 。 但 目前 葡萄 所 存 不 多 , 已 处 于 无 足 轻 重 的 地 位 。 东山 主要 散布 在 后 山 

尹 周 淤 至 石 丰 一 和 线 , 为 数 有 限 ; 西 山 分 布 面 稍 广 , 但 极 雾 星 。 考 其 襄 落 原因 主要 是 

”海道 、 铁 路 运输 惕 通 后 ,北方 优良 葡萄 南下 , 影响 了 洞庭 山葡萄 的 销路 。 洞 庭 册 的. 

欧洲 萄 病 虫 咱 多 , 尤 以 黑 癌 病 为 嘎 最 烈 ,植株 生长 衰弱 ,大 小 年 显著 ,寿命 极 短 , 十 
葵 内 外 邹 训 亡 。 本 地 品种 生长 虽 强 ,品质 较 差 ,繁殖 不 易 , 不 能 与 北方 葡 敬 相 抗衡 。 

洞庭 出 汰 民 对 欧洲 葡萄 及 美洲 光 萄 称 洋 葡 萄 , 品种 很 多 , 求 源 不 一， 因 当地 在 
4~8 AMMAR WER RE, 近年 西山 全 从 北方 引进 不 少 欧洲 
葡萄 品种 ,但 如 不 沟 过 改良 , 仍 难 期 有 良好 成 绩 。 本 地 生 萄 却 是 很 可 以 注意 的 。 

2. wag: SHAW, 本 是 南方 的 野生 种 , 洞庭 山 栽培 历史 已 入。 本 种 
择 插 成 活 不 易 , 当地 多 采用 嫁接 法 , 砧木 用 葛 葛 或 本 砧 。 刺 葡萄 生长 极 强健 , 枝 蔓 
粗壮 ,长 达 4~5 藉 , 枝 上 和 叶柄 上 生 有 人 针 刺 。 果 实 成 熟 期 较 晚 ,在 9 A Ay, 
虽 差 但 产量 高 , 单 株 产量 最 高 有 达 200 斤 的 , 一 般 在 80 斤 左右 。 果穗 重 可 达 875 
克 。 本 种 少 病 虫 嘎 , 不 易 落果 或 裂果 , 大 小 年 不 显著 , 寿命 长 ，80 年 生 老 株 仍 精 果 
不 训 。 刺 葡萄 进行 选 育 工作 后 ,可 以 期 望 得 到 适合 南方 栽培 的 优良 品种 。 

8. AMA: 当地 称 紫 葡萄 ,也 是 野生 种 ,农家 有 栽培 ,他 处 还 不 多 见 。 生 长 强 
” 健 , 草 不 及 刺 葡 萄 长 而 较 粗 ,棕色 或 淡 棕 色 , ARE. REEMA, RAE, 品 

质 不 及 刺 葡 萄 ,但 较 早 熟 , 大 小 年 现象 显著 ,寿命 不 及 刺 交 萄 。 插 插 不 易 成 活 , 用 嫁 

接 法 繁殖 。 
4. 25RG: 当地 称 为 野 葡萄 , 自生 山野 间 。 果 实 小 , 紫 黑 色 , 味 酸 。 洞 庭 山 果 家 

e Bl 。 

wT, 果 醒 短 ; FUN HRC, AEMEIE SS MEDD. BEF, me 

FF AST ZE SSE BENE ALS, IE , BE SED EADIE TP, EE 

人 了 本 < me 



i FFE Sy RG AC, ORR AAU ET ROR, PELE 
Barf BPW PR HAY BS a, WEEP, 仍 生 长 健壮 , 大 年 产 250 斤 , A 
秆 亦 有 70~ 80 斤 , 远 超过 当地 一 般 洋 葡 萄 的 产量 。 利 用 葛 蔓 作为 区 敬 的 砧 末 , 对 ， 
江南 发 展 葡萄 是 有 很 大 价值 的 ,洞庭 出 果 宏 这 一 经 验 值 得 重视 。 六 
(十 四 ) 樱 攀 ”楼 桃 在 明 万 历 间 (公元 1600 年 ) 盛产 于 西 册 后 堡 , FR, meee 

栽培 , 二 十 年 前 栽培 的 还 不 少 , 但 现在 仅 存 百 余 株 , 散布 西山 和 合 村 、 警 里 、 慈 里 、 
四 捍 村 一 带 。 东 山 也 有 堆 星 栽培 ,数量 极 有 限 。 楼 桃 是 洞庭 出 上 市 最 时 的 果品 ,但 
应 市 时 间 也 最 短 。 通 常 在 立夏 前 四 、 五 天 上 市 , 节 后 四 、 五 天 就 落 分 , 太 期 只 有 十 天 “ 
光景 。 抗 日 战 委 前 ,樱桃 除了 满足 当地 和 苏州 一 带 地方 风 俗 豆 夏 吃 三 饼 的 需要 基 ， 
主要 迄 销 上 海 , 近 十 数 年 来 汲 渐 淘汰 。 樱 桃 生产 在 洞庭 山 吉 改 的 原因 是 多 方面 的 ， 

。 除了 社会 风气 改变 是 原因 之 一 外 ,由 于 花期 易 办 霜 害 ,成 熟 期 岛 害 严 重 , 如 遇 阴 雨 ， 
往往 整 树 虱 果 、 落 果 , 产品 又 不 耐 蚊 藏 和 远 运 , 植株 寿命 短 , ABI, 都 是 原因 。 
目前 栽培 上 管理 极 粗放 , 不 但 不 进行 整枝 修剪、 施肥 , 且 不 整地 中 耕 。 据 虱 丢 桃 根 
HE, 申 耕 容易 损 根 致死 ,所 以 管理 上 只 是 培土 而 已 。 繁 殖 多 采用 人 株 法 , LE 
种 用 媒 接 繁殖 。 mee 
PLGA A A>, AWE BER BR, HIRE’. RE HER 

APRS, SHEMET. 
1. ARBRE: ARPRIEBES. JRAL CTIA, DR AME, OR BRIR, BOER, 

RETA RK, PAAR MRA RST “ 
2. MRK: AAA IR EOE BE, (LAE YE 

ue er ts URES, SBE, HURL, PRK, RS ABER, 
LMG AAR EAT AE, BORE WER 10 KASH, ATER, 
(2) ALE LL OORT, RUBE, ARS, mH aL Beh, 果实 小 而 
酸 ,成 熟 期 最 迟 , 6 月 初 采 收 ,可 以 制 果 干 。 

3， 狂 楼 :果实 最 大 ,品质 最 佳 。 果 红色 , 果 柄 短 , 不 易 落 果 , 但 产量 不 高 ,立夏 “ 
蛙 采 收 ,植株 生长 衰 能 。 本 种 用 嫁接 法 繁 植 ,砧木 用 本 地 产 的 紫 樱桃 。 

洞庭 山 各 种 果树 中 除 上 述 的 葡萄 、 樱 桃 已 经 濒于 淘汰 外 , SO ER OER 
等 ,原来 栽培 不 少 ,现在 差不多 已 完 至 淘汰 。 其 中 最 耐人寻味 的 就 是 梨 的 情况 。 洞 
WE TF BR, 山海 烃 有 “洞庭 之 山 , 其 木 多 粗 梨 ”的 记载 ; 明代 以 前 的 文献 也 
RBRVS UL LBL” , HE AE ed ES LL AEC RA SP 

SL FAR AER AVA BARS 10 4 Bh; BS Ea ESE ARIE 
VASA Ae Hs (ZAI 1639 年 ) APs AT BE LL FN FE dE AB sh TR, 

” SUPARARMT HRB AY MURA TERS” HERZ, 现 

e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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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里 还 留 有 光 糙 二 十 五 年 (公元 1899 年 ) 所 立 的 “用 里 梨 云 ”石碑 一 方 。 以 上 种 种 

HY AAR ESI RE 但 现在 除 前 西山 园艺 场 新 引进 的 外 , 洞庭 山 已 很 少 找到 梨 

衬 , 即 野生 党 裂 之 类 也 不 易 见 。 弄 在 洞庭 山 入 淘汰 的 原因 ,在 果树 坟 说 区 域 化 方面 



第 = 章 ” 洞庭 山 果树 的 栽 墙 技术， 
(一 ) 青苗， 洞庭 山 没 有 专门 经 营 果 炳 青苗 的 居家。 一 般 都 是 果农 自己 青苗 ， 

部 分 柑 桔 昔 是 由 吴江 县 震 泽 钱 大 店 港 供 答 的 。 自 行 育 苗 的 家 家 多 定 在 果树 行 间 培 
育 幼苗 , SAM, 管理 方面 精 粗 程 度 虽 有 不 同 ， 一 般 比 较 粗 放 , 远 不 如 光 福 。 

:2 等 地 。 = 
CRS, 育苗 过 程 也 不 一 样 。 洞 庭 山 繁 殖 果树 , 除 柑 桔 类 多 栽培 实生 
苗 , ARES, HS —R RE, Gh IR JE J Ra 
BS, DAE Dy SEALANT” 

用 嫁接 法 繁殖 的 果树 , 大 部 分 采用 本 砧 , 但 也 有 用 其 他 野生 种 作为 砧木 的 , 如 
柿 用 油 柿 , 癣 萄 用 葛 划 等 。 采 用 本 砧 的 也 多 选择 野生 的 或 生长 强健 的 品种 ,如 枇杷 
ASL A, 杨梅 用 野 杨 梅 , 板栗 用 白 毛 栗 ( 井 取 其 耐 蛙 藏 ) , 桃 用 毛桃 作 砧木 的 最 
普 逼 。 砧 木 培 青 方面 ,过 去 因 小 宏 轻 营 需 要 有 限 ,往往 据 取 野地 自生 的 小 苗 裁 大 果 
园 , 模 梅 更 有 选择 山地 野生 苗 就 地 嫁接 的 ,无 所 计 育 昔 。 播 种 育苗 的 除 枇杷 是 采 收 
后 立即 播种 外 ,其 余 多 行 春播 。 播 种 时 也 有 直接 播种 于 果园 地 ,将 来 就 在 原 地 并 接 
成 树 不 再 移植 的 , 但 大 多 数 培植 到 相当 大 时 , 定植 于 果园 后 再 行 嫁接 , EP a 
再 定植 的 情况 较 少 。 由 于 对 砧木 培 至 比较 忽视 ,以 致 育 苗 时 间 很 长 。 
嫁接 在 春分 至 清明 (3 月 下 旬 至 4 月 上 旬 ) 进行 。 各 种 果树 早 迟 稍 有 不 同 ; 以 ， 

花 轩 、 樟 最早, 板栗 、 银 杏 最 迟 。 砧 木 年 龄 也 有 关系 , 通常 幼 嫩 的 苗 要 接 得 早 些 。 洞 
BEI SR, ASABE, 除 桃 而 外 和 超 少 用 一 、 二 年 生 的 。 通 常 认为 
选用 树干 直径 达 3~4 厘米 内 外 的 进行 嫁接 最 适当 。 各 种 果树 由 于 生长 习性 不 同 ， 
培 青 情况 不 一 ,到达 这 一 标准 所 需要 的 年 限 常 有 很 大 差异 。 一 般 情况 是 楷 杷 莉 需 
三 至 五 年 ,杨梅 大 至 七 年 ,银杏 最 长 , 狗 十 七 至 二 十 年 。 
嫁接 概 用 切 接 法 , 在 砧木 距 地 60~ 80 厘米 处 句 断 、 创 平 , 然后 用 栽培 品种 的 

二 .三 年 生 枝条 ( 桃 、 花 红 \ 石 榴 等 用 一 年 生 枝条 ) 作为 接穗 ,当地 称 为 ' 接 贴 "。 接 巾 
WAH 20~24 厘米 ， 上 部 留 有 两 个 又 枝 ， 下端 创 一 长 达 10~14 RO 
再 在 砧木 一 侧 选 比较 凸 起 的 部 分 略 带 木质 部 切 开 皮 部 , 长 度 与 接穗 所 创 色 面 狗 略 
相等 。 将 接穗 插入 接合 。 每 一 砧木 通常 接 两 个 “ 贴 ”， 也 有 两 个 以 上 的 。 接 后 用 草 
入 扎 缚 , 另 将 稻草 沿 接穗 围 作 简 状 ,用 粘土 训 护 接合 部 分 并 十 充 人 草 简 内 , 仅 使 接生 
TAREE HH 1.5 厘米 , 上 面 再 加 徐 壳 包扎 以 防 雨 水 冲 淋 , 或 用 草皮 泥 盖 没 接穗 , 但 党 
称 果 树 必须 露出 顶部 的 芽 。 一 般 果树 嫁接 后 不 须 松 缚 ,可 任 其 自然 松散 ,惟有 枇杷 ， 

e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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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UR CREN SNR, HAA 
Se RRAWTNTER RE, | 

BS mee, Fen SOKA”, TEBESORMRBEA BIB A 
g ERA BARAT, 还 可 以 
| 利用 氢 水 枝 再 行 丸 接 ,这 对 于 生长 稻 慢 的 枇杷 来 裔 ， 
是 帮 洲 利用 砧木 很 好 的 办 法 。 令 水 枝 一 直 保留 到 第 

“ 暴 园 时 常 作 成 梯田 , 本 地 称 为 “ 砌 左 "。 洞 庭 山 果农 
“在 修 贷 梯 田 方 面 玫 现 的 和 自然 斗 宇 的 意志 是 十 分 动 

” 成 梯田 ， 而 是 先 开 小 塘 栽 植 后 等 待 家 并 劳力 充分 时 

WNL A PRA RA 

二 年 春季 新 梢 已 抽出 后 始 前 去 (图 9) 。 
。 (二 ) 果 园 开 订 ”洞庭 山 果 园 大 部 在 坡地 , 开辟 

从 的 。 一 般 情 驶 东山 较 精 和 , 尤 以 杨 洲 、 查 湾 等 地 非 
EAM, WLC, TSA, FE 
园 时 有 两 种 情况 : IA RR 2 
树 ; 另 一 种 是 先 栽 果树 , 然后 再 依 地 势 逐 步 砌 成 石 
Ht. 解放 前 宏 家 限于 人 力 财力 ， 多 牢 没有 力量 先 做 

Wi BY HM, bP EMR ARM ERL 
“ 作 , 往 往 不 能 达 汉 等 高 裁 植 的 要 求 , 所 以 远 不 及 先 砌 图 9 枇杷 嫁接 留 借 水 枝 情况 

粮 田 的 好 。 交 业 集体 化 后 有 了 充分 的 劳动 力 ， 新 肤 。 L 2 砧木 3 领 水 枝 
果园 互 就 多 数 先 砌 成 梯田 再 定植 了 。 但 近年 因为 加 速 烷 化 , 很 多 地 方 仍 然 是 先 栽 
王 笃 再 砌 生 。 梯 田 因 修筑 的 精 粗 程度 不 同 ; 有 三 种 形式 : 

1. BEES: 当地 称 为 " 牢 塘 "。 在 靠 坡 一 面 控 成 一 个 后 圆 形 的 坑 , 栽 
树 一 株 , 在 坡 的 下 侧 用 石 块 粮 树 砌 一 个 牛 圆 形 的 石 十 。 这 类 梯田 修筑 最 简单 省 工 ， 
适用 于 坡度 较 大 的 地 方 , 但 由 于 土壤 只 有 一 小 部 分 疏松 , 根 群生 长 不 良 , 管理 上 也 ， 
最 不 方便 。 

2. SAR: 这 是 迁就 地 形 , 按照 一 株 或 数 株 树 单独 修筑 成 的 梯田 ， 往往 就 
是 把 相 邻 的 、 在 同一 高 度 上 的 几 个 单 株 花 台 式 梯田 的 石 开 连 起 来 筑 成 ,土方 石 方 工 
程 吉 省 ,但 很 雾 乱 ,管理 很 不 方便 。 这 类 梯田 在 西山 较 多 。 

3. 次 阶 式 梯田 : 这 种 梯田 最 为 整齐 。 修 贷 时 先 相 度 地 势 ,清除 山坡 上 末 树 , 然 
Ja SRA ITAL ,利用 所 控 出 石 块 ,分 段 依 如 砌 成 一 条 条 五 磺 ,如 砌 石 墙 一 样 , 众 磺 壁 
不 是 和 地 平面 垂直 而 略 向 上 坡 价 匀 。 一 般 磋 高 6 RELA Asp, Hy 1 LAA T~8 © 
寸 。 左 的 厚度 视 高 度 而 不 同 ;如 礁 高 6 尺 , 厚 2 尺 , 高 1 藉 时 , 须 砌 3 尺 厚 。 磋 基 深 

e BB 。 



Bean Sats AE, HEAL RR 6 yeasebaeneA 0. B~L ARASH DE, A ak 
高 的 磺 左 基 应 有 3 RUE, HETEIEBE HALE 1~1.5 FR, HEMT TROT 
WHA, MABE, RSM, 这 样 由 下 而 上 还 级 簧 成 。 有 具体 的 步 
号 是 先 从 坡 下 方 选 定 一 基线 , 根据 预定 的 梯田 高 度 、 寓 度 开掘 左 基 , 利用 整齐 类 形 
的 石 殷 砌 基础 ,然后 逐步 砌 高 , 砌 时 须 注意 涩 塞 稳固 ,每 彻 至 一 定 高 度 , 部 襄 在 磋 壁 “ 
内 便 用 小 石 块 填充 , 称 为 “ 卉 肚 ”。 卉 肚 的 工作 直接 影响 梯田 寿命 , 国 为 照 到 磺 辟 
的 区 侧 平整 ,内 部 自然 参差 不 卉 , 必须 注意 十 塞 。 如 此 随 砌 随 卉 , HR 
2~3 尺 时 为 止 。 通 常 每 一 石 方 6x6 尺 ) 需 6~7 个 工 梯 田 的 宽度 和 高 检 因 地 势 而 
异 。 过 去 所 筑 , 天 多 失 之 太 窄 , 箭 高 自 0:8 米 至 3 米 以 土 不 等 , 寅 度 相 差 更 大 ,大 体 
BER E ERB, 最 窄 的 不 过 2.2 米 , 栽 树 一 行 。 农 业 牺 体 化 后 新 砌 梯 夯 三 面 

“ 较 前 为 宽 , 修 筑 也 比较 整齐 考究 ,一 般 高 工 米 , 寅 4~ 癌 米 , 这 类 梯田 的 修筑 每 亩 狗 
需 人 工 400~500 个 ,需要 从 远 处 搬运 石 块 砌 磁 的 需 工 还 不 二 此 数 。 所 以 在 集体 化 
前 是 无 力 修筑 的 。 
洞庭 山 农民 对 于 利用 石 块 建筑 房屋 和 坟墓 有 传 弥 的 技术 ， 所 以 对 梯田 石生 的 

修筑 往往 非常 牢固 考 完 ,可 以 维持 百年 以 上 不 抽 坏 ,在 其 他 果 区 还 不 多 见 。 梯 田 在 

防止 冲刷 上 是 起 了 很 大 作用 的 , 但 是 对 于 排水 沟渠 注意 还 不 够 。 近 湖 地 区 因 防 诸 
关系 还 有 排水 沟 的 设置 ,山地 就 完全 没有 , 合 见 查 澳 等 地 梯田 每 每 因为 内 侧 没有 排 
水 沟 ,排水 不 鼻 ,土壤 常年 油 湿 ,以致 果树 发 育 不 良 。 同 时 ,也 未 能 很 好 地 上 发挥 拦 蔷 
雨水 的 功效 ,大 雨 之 后 往往 雨水 治 道 路 漫 流 , 雨 睛 后 完全 无 涵 划 作用 ,对 也 地 果树 ， 
特别 秋 早 严重 的 洞庭 出 来 悦 是 必须 注意 改进 的 。 

(=) 定植 ” 除 柑 桔 、 梅 等 不 行 嫁接 的 果树 外 ,一 般 定植 都 是 指 千林 的 定植 。 洞 
庭 山 果 宏 习惯 于 就 地 嫁接 。 这 种 方式 在 我 国 一 些 老 果 树 区 很 普 逼 。 不 外 是 由 于 过 
去 果苗 需要 量 有 限 , TOPE A RP RASTER OR, 通常 果 宏 对 于 婷 接 
前 的 砧 未 很 少 照 顾 , 大 多 放任 生长 至 能 婷 接 时 为 止 ,所 以 婷 接 前 这 一 段 磊 木 的 培育 

期 常 不 计算 在 办。 其 实 整个 青苗 时 间 并 不 经 济 , 而 且 也 不 适 于 大 规模 发 展 。 
定植 苗 的 年 龄 因果 树种 类 和 管理 情况 而 异 。 通 常 柑 桔 以 五 ,. 坟 年 生 昔 定植 ; 陈 

少数 黄 皮 桔 、 赴 桔 外 不 再 嫌 ;枇杷 一 般 以 三 年 生 实生 苗 定植 ,再 培养 四 、 王 年 后 可 
Dies 杨梅 多 从 山 土 气 取 野生 苗 定植 后 再 接 以 优 月 品种 , 因 大 苗 不 易 移植 成 活 ， 
常 控 小 昔 定 植 , 种 子 实生 苗 需 轻 五 ,六 年 以 至 十 五 .十 天 年 始 可 供 婷 接 ; 柿 以 二 、 三 
年 生 实生 昔 定植 ,培养 三 、 四 年 后 嫁接 ;板栗 用 一 年 生 昔 定植 , 培养 五 年 后 婷 接 ; BR 
可 用 二 、 三 年 生 分 株 苗 定植 ,三 年 后 嫁接 。 以 上 各 种 果树 ,习惯 上 以 在 丸 接 后 轻 四 、 
五 年 投入 生产 者 为 正常 ,所 以 定植 后 培育 时 期 的 长 短 ,以 各 该 树 种 的 幼苗 生长 圳 关 
为 转移 。 



a. 6>2. 8 2k, pena 5 ef IRD MITT LBA A RAE TH 
WE, — Ne EAR Sh AER BL, EURO SE, IE 
UPR ACJ Hh “RE” SAT TE WORE BL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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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邻 家 土地 的 上 空 是 许可 的 ; 因此 没有 例外 地 , 在 所 有 果园 相 邻 的 界线 上 ， 两 家 都 
。 竟 植 树冠 高 大 的 果树 。 果园 单位 面积 本 来 就 小 , 这 种 情况 也 就 大 大 加 剧 了 密植 的 
“性 庆 。 这 些 果 园 里 的 树 自然 相互 干扰 ,生长 不 好 。 一 般 果 园 都 是 郁 闭 不 见 天 日 , 老 
精 枝 后 上 附 生 有 花 若 、 地 胡 和 羊 齿 植物 的 处 处 兰 是 。 密 植 的 后 果 是 树冠 交错 ,日 照 
AIF GRAAL MRD HHL, WS, 病 虫 从 生 ;而 树冠 上 升 , 也 容易 
受 风 害 。 洞庭 山 枇 杷 园 中 彼 风 吹 倒 过 的 树 随处 可 见 ， 而 在 栽植 距离 较 寅 的 元 山 一 
履 就 比较 少 ,显然 可 见 这 也 是 助长 风 害 的 原因 之 一 。 至 于 管理 不 便 , 锥 集体 化 后 的 
PEEK, MASTER, 已 经 注意 到 这 一 问题 , 放宽 了 栽植 距离 ， 
但 对 旧 有 果园 如 何 访 法 改进 ,还 是 值得 注意 研究 的 。 这 一 问题 在 以 后 还 要 谈 到 。 

”栽植 的 方法 一 般 都 在 定植 地 点 平 土气 灾 , 当地 称 为 “ 开 塘 "。 塘 的 大 小 看 果苗 
种 类 来 决定 , 如 对 三 年 生 的 枇杷 苗 多 先 开掘 寅 4 尺 、 深 3 尺 的 实 , PRI 
素 树 根 ;, 如 果 土 层 深厚 , 坑 底 不 见 石 块 , 则 在 塘 底 适当 卉 大 一 些 石头 , 以 利 排水 , 然 
后 再 回 十 一 部 分 士 壤 , 回 土 多 寡 根 据 苗 株 根 群 的 大 小 决定 , ARE LR, 则 回 
士 工 尺 左 右 ， 四 周 再 施 人 垃圾 作为 基肥 , 然后 放 和 树苗 。 栽植 深度 常 使 树 昔 低 于 
原来 深度 的 10~17 KOH) ,便于 以 后 开 塘 施肥 。 据 洞庭 西山 老 安 王 南 

“ 秀 氏 称 ,前 斐 人 多 采用 深 植 , 深 植 的 果树 根 牢固 实 ,不 县 风 害 , 但 深 植 也 有 缺点 ,就 
是 树 的 生长 较 慢 。 近 几 十 年 来 流行 浇 种 , 深 植 的 已 不 多 见 。 树 种 下 后 仔 秋 填 土 打 
实 , 然 后 在 树 周 以 树干 为 中 心 , SUE RPE RARE IE, BK, — ORE 
支柱 , 仅 对 树冠 略 加 修剪。 

劳力 充沛 的 地 区 , 塘 开 得 很 大 , 如 东山 开 娘 寅 度 有 达 工 .5 ak eh, 
石 块 砌 成 磅 。 

(四 ) 土壤 管理 
1. Bee: 洞庭 山 果 园 的 土壤 管理 向 来 缺乏 完整 的 制度 。 集 体 化 以 后 这 一 情 

RAW RUE, 目前 一 般 柑 桔 园 、 枇 杷 园 每 年 翻 土 一 次 , LAK, 除草 三 
e B7 。 



FOE EAB) LATTE BID". 此 后 除了 和 烙 合 施肥 开 塘 翻 士 外 ,不 

大 

K, MAAR (12 月 下 旬 后 ) PADUA a aL, sieve) 10~14 I, 到 

HPP, ATMS, SOMERS IRAE. PSA, IE 
SER PAE a RE HT LR RR RRP Oe 
旱 问 题 , 没 有 从 土壤 管理 方面 取得 必要 的 保障 。 4 

次 要 的 果树 耕作 比较 粗放 ;山地 杨梅 最 为 粗放 ， Be AC ARR, 
采 收 前 清除 树冠 范围 以 内 土地 上 的 杂 草 ,以 便 收集 落果 。 

2. FICE: 幼年 果园 间作 的 情况 很 普 逼 。 问 作物 有 小 麦 、 甘 薯 、 WS 局 
给 募 、 南 瓜 、 属 清 、 豆 类 及 其 他 蔬 茶 。 大 体 在 村 镇 附 近 有 部 分 靠近 水 源 的 多 以 蔬菜 。 
为 间作 ;其余 多 为 农作物 。 基 作物 种 类 是 否 适 当 , 对 果树 生长 影响 很 大 。 以 水 才 等 
禾 本 科 作物 作为 果园 间作 显然 是 不 合适 的 。 便 见 东山 有 的 幼年 桔 园 以 小 麦 为 间 
作 , 间作 物 的 小 麦 产量 虽 不 坏 , 但 桔 树 生 长 衰弱 ,七 年 生 桔 树 的 主干 葛 不 及 未 行 关 “ 
作 果园 的 四 年 生 苗 粗壮 。 如 何 选 择 适 当 的 间作 物 和 果园 间作 的 期 限 , 敢 须 引起 重 一 
视 。 对 于 常生 果树 ,不 适当 的 间作 为 嘎 很 大 。 一 般 认为 豆 类 、 启 给 募 和 甘蓝 作为 间 ” 
Hey AA FD GEAR El RE RF ees 

8. 温 作 : 洞庭 山 果 园 中 最 常见 的 是 茶树 的 混合 栽植 , RTS ee 
外 , 几乎 所 有 的 果园 都 杂 有 茶树 。 一 般 都 将 茶树 从 植 在 梯田 石 左 附 近 或 果园 四 周 
犹如 称 篇 一 样 ,也 有 栽 在 果树 行 间 的 。 洞 庭 山 碧 螺 春 虽然 久负盛名 ,但 茶树 栽培 一 “ 
向 非常 粗放 。 由 于 肥料 来 源 困难 ,过 去 茶树 很 少 施肥 , 除 采摘 外 也 不 加 修剪 。 本 来 
茶树 和 果树 混 栽 没有 什么 不 好 ， 但 在 这 样 密植 的 情况 下 , 如 果 仅 仅 对 果树 施肥 ; 肥 
力 的 竟 雪 很 利 嘎 ,在 病 虫 嘎 防治 和 其 他 管理 上 也 有 不 良 的 影响 。 

洞庭 山 除 了 小 面积 的 柑 桔 园 、 梯 杷 园 外 , 狠 少 单 芳 培 植 一 种 果树 的 果园 。 多 数 
是 混 植 有 好 几 种 果树 ,最 突出 的 如 东山 舍 锦 三 从 地 的 果园 中 种 有 LR 

如 此 ;它们 中 间 也 不 是 没有 主 坎 的 。 果 园 中 的 主体 树 因 地 不 同 ; 柑 桔 、 枇 杷 在 各 地 
充 主体 树 的 很 普 逼 ,石榴 在 东山 白沙 , 梅 在 西山 石 丰 、 梅 园 , 柿 在 锁 夏 , 栗 在 石 丰 、 堂 
里 ， 覃 梅 在 东 潜 , BUILT ae RT DIE, as 
主体 树 , 大 多 栽 在 左边 或 行 间 。 除 了 果树 外 ,有 些 果 树 还 杂 有 其 他 树木 基 至 有 和 毛 答 
杂 在 果园 中 。 据 称 混 植 对 防止 果树 的 冻 才 与 旱 嘎 有 相当 效果 ，, 这 不 外 是 树冠 紧密 
的 稼 故 , 但 从 管理 和 生产 观点 上 来 看 ,都 是 不 怡 当 的 。 

4 施肥 : 果 央 多 衡量 果品 收入 而 决定 是 否 施肥 和 施肥 的 多 寒 。 例 如 可 桔 . 骨 
杷 收 丛 较 多 , 施肥 比较 注重 , 杨梅 过 去 几乎 不 施肥 。 一 般 果树 都 是 营养 不 足 ,主要 
原因 是 由 于 肥料 来 源 不 足 。 近 年 党 和 政府 质 导 生产 ,开展 积 肥 运 动 ,施肥 量 已 涿 年 
aN. 



| ASR TRIS TUPI I BE, 2 RE IIA TTA 
FR OS AIA GIR) . ARIE ER ARE 

AVES RID (BS SEE, USP 
施肥 时 期 和 用 量 因 树 种 树龄 而 有 不 同 。 对 未 成 年 幼 树 采 用 薄 肥 勤 施 办 法 ,一 

肥 一 次 和 两 志 的 不 同 。 悄 柑 桔 为 例 , 每 年 施肥 一 次 的 多 在 秋 后 至 春季 开花 前 施 痊 ， 
FLARE; 一 般 每 雷 用 悦 肥 40 ~ 60 担 , 每 株 成 年 树 平均 狗 150 FP, ee 
的 除 上 述 一 次 基 肥 外 ,在 8 月 加 施 追 肥 一 均 , 每 亩 20~ 30 HENS , 欣 和 多 量 的 水 ， 
名 为 淘 淡 ”这 在 秋 早 季节 ， RA HERES TET 
AURA, 年 施肥 二 次 者 ,第 一 次 在 3 AKA 8~4 Re, 

”用 乌 促 进 须根 、 幼 果 和 春 梢 的 生 
”长 ;第 二 次 在 10 A PHBA 

“上 和 ,施用 速效 的 人 娄 尿 ,每 株 革 
担 , 如 果 不 很 干旱 , 则 以 施用 腐熟 
.的 属 肥 较 好 ， 这 冬 肥 力 可 以 持久 
些 。 由 于 肥 源 不 足 , 施肥 往往 不 “ 
能 及 时 ， 但 在 伏天 和 黄梅 天 应 避 
驶 施肥 。 

落叶 果树 多 数 一 年 施肥 一 . 

实 , 在 休 限 期 施 给 。 
各 株 树 的 施肥 量 视 树 龄 大 

小 ,枝叶 繁茂 情况 , 树 皮 老 嫩 以 及 
FE Rasa; 通常 对 树 
大 、 枝 时 茂盛 、 树 皮 滋润 和 须根 多 
的 用 量 较 多 。 
”施肥 的 三 法 都 用 开 塘 施肥 

法 ， 塘 的 天 小 与 树冠 大 小 相等 或 
略 小 ， 在 此 范围 内 的 土地 上 全 部 
FED 3~5 寸 深 的 土壤 ,作成 一 个 图 10. 施肥 开 塘 示意 图 

DNF Pt ULES (图 10) 。 开 塘 时 用 四 此 码 以 树干 为 中 心 , 顺 根 的 放射 状 芬 布 
e 59。 

RUDE FA, ONAN BOR ASA HH A EAI STOR 
REAL. 村 镇 附 近 虽 有 人 类 尿 , 但 多 数 用 于 荣 园 及 稻田 。 湖 泥 也 

般 用 稀薄 人 类 尿 ,俗称 “一 月 一 构 ,三 年 包 摘 " 是 非常 合理 的 。 成 年 灶 果 树 有 一 年 施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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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a a RD 5 kA RHE, TE AS» I 
AINE TAA AVS SL, WENA BEAT TON Be SE” ATE 
BK RAMUS, HEAL AIA HONE”, CUI, ER 
EIA. HMDS FARR SEE A Ao Bi JS ABA; BCE 4 
Ate 7oEA BED, ZKAS URES UT ASTD, 1 HIE BK 4~7 dB, RM 
FAA DURESE, ROBIE SECT EER FE HIE eB US 
8. WEB: 调 庭 山 果树 多 栽 在 山坡 上 , 山地 缺少 蔷 水 塘 ， 入 工 湾 浙 时 惟有 自 湖 

内 挑 水 灌流 ,所 耗 劳 力 很 大 ,所 以 除 距 离 湖 很 近 的 果园 外 很 难 进行 。 柑 桔 园 由 于 多 

数 靠近 湖 边 ,而 且 痉 济 价 值 最 高 ,过 到 干旱 时 多 进行 人 工 灌 浙 。 枇 杷 在 必要 时 也 还 

进行 人 工 灌 浙 。 其 他 果树 就 很 难 一 一 照顾 了 。 通常 除 炎夏 外 江浙 常 硅 合 施肥 ( 海 
BE) 进行 。 

(五 ) 整枝 修剪 ”洞庭 山 果 宏 对 果树 整枝 工作 比较 忽视 , 多 数 果树 都 任 其 To 
Aske, FS ERR AP EASED, SAR EEGT MAK, (LFEPA 
46 AE a 2~8 SEY AE HR RR ORR, DUR Se ee 

成 年 果树 除 柑 桔 、 梅 (UL) . HRT AE AS EDS, TILA a 
LC ARLE we SE AE HEL GER ERLE 
AVERSA. EEL ME TARE, ELAR: eB 
SLR AGE IAL, DARE ERR SETA EA 
SR ARTA APT ADO Eats FEE, FY A ALC 1a) Pee 3 
果树 修剪 是 有 一 套 比较 成 熟 的 经 验 的 ,如 曹 阿 狗 的 模 桔 修剪 等 。 站 

桩 桔 修剪 多 在 清明 开始 ,在 二 十 天 左右 至 部 修剪 完毕 ,就 是 从 4 月 初 到 4 月 底 
止 。 有 些 地 方 习惯 在 秋季 修剪 ,但 往往 因 伤口 不 及 和合 合 易 遭 冻害 。 ss. 

修剪 程度 一 般 因 大 、 小 年 有 所 不 同 。 过 去 农民 只 顾 到 眼前 利 丛 ,大 年 见 树 上 花 
多 ， 舍不得 剪 而 采用 小 修 多 留 ,， 遇 到 小 年 就 大修 少 留 , 这 样 促 使 隔年 千 果 现 象 格外 
严重 ,大 、 小 年 产量 相差 达 几 倍 , 果 树 生长 训 弱 ,寿命 短促 。 解 放 后 通过 驾 验 总 车 和 
交流 ， 修剪 技术 有 所 改进 , 如 产 模 桔 最 多 的 东山 和 平 入 采取 的 方法 是 : (CL) 小 年 小 
修 , 大 年 大 修 ; (2) 留 枝 适当 , 修剪 均匀 (就 是 要 求 达 到 修得 空 , IS); (3) 剪除 
隆 项 在 树冠 内 部 枝条 的 全 部 ; (4) 车 果枝 的 修剪 是 去 能 留 强 ; (5) 病 虫 中 枝条 全 都 
Mik, - » ) | | 

HERES FLEE SE BOR RSET, TEASER ZEN, 
FUL Y PPA EY, AKERS GE EAN EE FARR EES 

后 进行 。 梅 则 在 8, 4 FBR beee NEARY GEE BL, HER EW, 和 枝 
EPRALWIAHI SE, BEARS HUGE Se BLS Hh Hh DERE SE DE, DA AREF E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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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at Aa 洞庭 卫 进 行 匀 果 的 果 柄 主要 是 梯 想 ， 杨梅 在 东 Ih RA ME AF 年 

。 暴 , 梅 子 丰 往往 利用 提早 采摘 一 部 分 小 果 的 方法 达到 SRA BY, 其 余 的 果树 就 很 少 

“进行 匀 果 。 

“枇杷 多 果 在 生 月 上 、 中 名, 果实 已 不 再 有 冻 扣 的 危险 时 进行 。 时 间 过 早 非 有 经 
” 厂 的 果 安 不易 辩 哉 已 经 冻 损 的 小 果 。 枇杷 匀 果 在 洞庭 山 有 一 套 完整 的 经 验 , 1956 

“年 震 漳 县 果 .茶农 生产 技术 交流 会 议 总 结 老 宏 匀 果 友 验 ,可 以 归纳 为 以 下 几 虚 : 
(Hb 根据 天、 小 年 掌握 匀 果 的 程度 。 天 年 多 匀 ， 小 年 少 匀 。 大 年 着 果 多 ， 如 果 

不 多 匀 去 些 ,养分 消耗 太 多 ,必然 影响 新 悄 的 抽 生 ,对 丈 年 粘 果 有 影响 ,会 促使 卫生 
PRAT E, 

(2) HHAABUARBRAA, SUA REEF 周围 都 要 照顾 到 ,树冠 顶 

部 的 果 要 多 匀 少 留 , 中 部 可 以 少 与 多 留 。 顶 部 留 果 太 多 时 , 不 但 阻碍 树 的 生长 # 

易 促 使 树 势 赛 败 。 因 多 留 果 , 抽 梢 郎 少 , 枝 叶 稀疏 ,容易 受到 月 晒 灼伤 树干 。 

(3) 留 果 多 少 视 枝 梢 生长 情况 ,叶子 多 窒 , 竺 果枝 粗壮 程度 而 异 。 通 常 在 一 个 
糙 果 母 枝 上 ,如 有 五 个 果穗 时 要 匀 去 二 、 三 个 穗 上 的 全 部 幼 果 , 特别 注意 除去 顶端 

生 的 果穗 , 序 俗 称 “ 抽 空 脑 ”, 并 截 去 其 二 分 之 一 , 留 作 萌发 新 梢 的 基 枝 。 
SRT SS, 瘦弱 的 辕 果枝 须 多 匀 , 凡 只 有 二 、 三 片 叶子 的 灶 
果枝 ,应 将 其 上 幼 果 全 部 匀 去 ,使 抽 用 新 梢 。 

(5) 同 二 果穗 上 所 留 果实 应 注意 其 位 秆 。 通常 镁 去 上 、 下 两 端 而 留 中 部 适当 
的 果实 。 下 部 果实 紧 佬 叶片 ,日照 不 充分 , 影响 成 熟 期 及 果 面色 泽 , 且 容 易 因 风 吹 
受到 机 械 氛 伤 。 车 果 粗 壮 、 叶 大 而 省 靶 色 的 可 留 三 、 四 果 , 差 的 留 两 果 。 多 选 果 形 
天 的 。 一 般 大 年 每 穗 留 三 果 , 小 年 留 四 果 。 注 意 所 留 果实 的 地 位 ,三 果 以 成 里 足 之 
势 最 佳 , 使 果实 各 有 充分 发 展 的 空间 。 

(6) 秋 梢 上 果穗 全 部 匀 去 ,不 使 千 果 。 
匀 果 时 所 留 果 数 视 品 种 而 异 , 有 些 品种 如 和 头 租 种 等 ,即使 稍 留 多 些 也 可 以 成 

“长 良好 ,但 有 些 就 不 能 多 留 。 
HE WELW UTE MEISE ERE 

A EIA. TERE REDS LIRR AAR, 重 烟 防寒 的 方法 在 洞 
庭 耻 应 用 得 很 早 , 宋 各 哮 录 库 刀 裁 洞庭 山 栽 培 柑 桔 有 “每 岁 大 塞 则 于 上 风 焚 娄 壤 以 
漫 之 ”。1955 年 冬季 震 泽 县 林业 科 总 车 推广 了 群众 中 各 烟 防寒 的 沟 验 , 在 枇杷 园 
Hee ERLE RAL ANC, A SER RE I, I 
RL PH, ELA RAS, 影响 到 防寒 效果 , DBR 
Pe IEE AE TAN — , LO EEE BCE. 
AD BR AS RRR ER RRR i,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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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Fite BINA BOA SEINE, ON EHR, 往往 用 关 和 天 ee 
ARAB DLR BEA 已 经 梳 风 吹 全 的 果树 一 般 除 用 木材 、 石 条 支持 外 并 无 其 他 特 攻 
别 措 施 。 六 

(加 采 收 ， 酒 让 因果 树种 类 多 ,品种 也 繁杂 ,自立 夏 后 各 种 果实 陆续 丰收 不 i 
fi, FALL, FRU WOKE HEE (SE 16), SCH BR, RU 

R16 洞庭 山 各 种 果品 一 般 条 收 期 

2) | | | Be 

| H| | a 

柿 

降雨 最 易 影 响 产量 及 品质 , 樱桃 易 裂果 , 覃 梅 则 腐烂 落果 。 桃 和 柑 烙 采 收 期 最 长 ， 
主要 由 于 品种 多 ,成 熟 期 早晚 不 一 致 。 

采 收 方法 因 树 种 不 同 。 BOR, GRAS RS TR SS, 梅 也 往往 用 打 落 ， 
法 ,近年 收购 时 对 打 落 的 和 手 摘 的 梅子 规定 不 同 的 价格 ,因而 多 改 用 手 摘 。 其 余 果 ， 
树 都 用 手 摘 ， 疏 柑 桔 自 1954 年 推行 采 收 剪 后 , 现 已 普 逼 采用。 果实 采 收 时 比较 半 
i> 尤 以 枇杷 .杨梅 采 时 应 不 使 手 触 及 果实 而 折断 果 柄 。 和 采 收 所 用 工具 很 简单， 一 

e 62 。 



eg 梯 下 部 ， ADEE RAB, Sci LIER ARO 
PERCHA Mic, RCTS OE, CAEL, TH IR See HAE BB, BME 
FSR, PARR Sot ee ee CT AAETL, BLAL, BE RCA 
BRB HHL DK We FR LACH RCI AEP OK FMI: LL eA 

AE AB HESX ARI BO, RC ash Fe PP 
果品 条 收 后 印 可 出 售 , 但 板栗 和 银杏 必须 经 过 处 理 。 板栗 和 采 收 后 用 等 剪 剪 开 

” 壳 斗 取出 果实 。 银杏 采 后 倒 大 特制 的 白 形 木 桶 中 用 粗 竹 每 春 碎 外 皮 , 再 移 人 大抵 
A, 上 铺 稻草 , IRE, ROB, 再 拣 出 种 子 , AACE, Hn 
— AGATE, 49: 600 斤 果实 可 得 100 斤 状 种 子 。 
”人 (十 ) 分 航 包 装 ”洞庭 山 果 品 的 分 级 包装 比较 简陋 。 果实 条 收 后 , 剔除 病 虫 果 
和 已 交 损 伤 烂 坏 的 果实 后 即 进行 包装 。 多 数 果 品 井 不 根据 园艺 学 上 栽培 品种 分 级 
而 另 有 其 商品 品种 系统 。 如 杨梅 ,可 花红 等 , 往往 不 分 品种 ; BLAU ALY HK 
ALU PPA ( 青 种 、 照 种 ) RP APA UD PS AL, TARE, OK 

， 些 商 品 品种 内 有 不 再 从 级 称 为 航 货 的 , 也 有 品种 内 再 行 分 级 的 。 进行 分级 的 果品 
大抵 是 产量 较 多 而 又 耐 处 理 的 种 类 , 象 枇杷 杨梅 产量 虽 多 但 易 损伤 ,不 耐 搬 弄 ,机 、 

李 。 和 花季 等 产量 有 限 , 都 不 行 分 级 。 分 级 工作 是 近年 才 水 步 推行 的 解放 前 根本 无 4 

所 慢 分 级 ,包装 时 大 小 、 优 劣 混 杂 ，, 容 器 四 周 及 表面 放 吐 比较 好 的 果实 ,而 将 次 等 劣 
果 卉 和 中央 部 以 欺 驴 顾 主 已 成 为 风气 。 国 家 统一 收购 工作 对 于 果品 分 级 起 了 积极 
推动 作用 。 分 胡 标 准 因果 品种 类 有 所 不 同 。 有 按 果实 重量 的 ,根据 每 斤 果实 的 只 
数 多 寡 作 为 分级 标准 的 ,如 柑 桔 中 早 红 分 为 四 级 ,了 科 分 为 五 级 , 福 桔 、 黄 皮 桔 各 分 

为 王 航 ,石榴 、 柿 各 分 为 二 级 。 此 外 ,有 按 果品 长 度 作 标 准 的 ,如 银杏 根据 每 尺 能 连 
”和 芒 排 列 的 粒 数 分 航 ; 梅 、 梅 和 板栗 因果 实 老 嫩 列 为 不 同等 级 ; 几 种 桃子 根据 大 小 分 
”为 二 角 , 但 较 粗 放 没有 严格 的 标准 ( 表 17) 。 

包装 用 的 容器 一 律 采 用 息 亿 。 SAE, 底部 较 管 口 略 小 。 ASEM DT, 
多 由 湖州 运 来 。 由 于 是 手工 粮 制 大 小 自 难 求 完全 一 律 。 洞庭 山 所 用 的 管 有 多 种 ， 
江口 径 、 底 径 、 高 度 、 重 量 容 量 及 主要 适用 果品 种 类 略 有 不 同 。 EE BAB 

完 任 符合 果品 容器 的 要 求 , 但 洞庭 山 果 品 大 多 和 采用 水 运 , ASR ae, 还 是 猎 
” 游 合 用 的 。 玛 于 运往 苏州 的 果品 ， BABES, 除 枇杷 、 棍 梅 外 , 往往 用 船 散装 , 不 行 
包装 。 

se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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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7 LALO 
(1956 年 ) : 

标 准 
(A/Ir) 

12~14 1g.0 

15~17 | ~— 16.0 

18~21 14.0 

> 时 9.5 

了 本 xm -  8v1i 19.0 

12~14 _ 17.0 

15~17 15.0 

18~21 12.5 

>21 8.5 

6~7 24.0- 

8~il 

* 圭 浑 县 供销 合作 总 和 社 资料 。 

篮 管 内 部 粗糙 不 平滑 , 通常 在 装 果 时 都 使 用 热 衬 物 , 多 利用 本 地 易 得 的 材料 ， 
如 枇杷 、 杨 梅 利 用 新 鲜 梧 桐 叶 , 柑 桔 利用 桑 叶 和 局 尾 松针 。 

(十 一 ) 加 工 ” 果 品 末 收 后 一 般 不 帮 过 凡 藏 加 工 邹 行 包 装 出 和 售 。 近年 对 于 梅 

子 , 已 有 自行 加 工 制 成 梅 胚 后 待 价 出 售 的 。 杨 梅 也 往往 利用 落果 等 制 成 梅 于 。 

梅子 粗 制 时 先 浸 湿 置 缸 中 , 随 加 入 食盐 及 石灰 , 每 100 JE MEI Ge ER 15 ~18 
斤 ,石灰 0.5 斤 左 右 , 将 盐 和 石灰 混合 均匀 , PERL, 每 隔 两 天 翻 一 次 , 一 周 后 
WL HT, = FR EM 

iil SET IAP HR SCS A ER DS FE SM HI, 每 45 J ESL Yl PB 
FE 100 Jr, DLE Pa APA BT , FE EE SRI 2 

BR. NEF SSH, MAS EP AE LR, ea FR BR EA 
,一 般 不 在 当地 加 工 。 

此 外 西 出 油 柿 采 收 后 压 株 成 为 柿 潜 。 每 250 JT IR SCH PEARLY 1 48, 

e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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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 栽培 的 枇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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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 桔 的 采 收 



洞庭 山 果 树 生 产 的 发 展 
上 前途 和 改进 意见 

随 着 社会 主义 经 济 建 设 的 发 展 ,人 民生 活水 平 的 日 釜 提高 ,对 果品 的 需求 也 必 

然 更 加 般 切 。 洞庭 出 这 样 一 个 历史 悠久 的 果品 名 产地 自 有 它 发 展 的 前 途 , 但 是 从 
前 迹 各 方面 看 来 , 果树 生产 事业 目前 是 存在 着 一 些 问题 的 , 总 起 求 说 ,主要 表现 在 
果品 的 产量 低 , 下 本 高 ,果园 雾 星 复杂 , 殊 营 管理 不 便 , 也 就 是 说 还 不 能 很 好 地 适应 
让 会 主义 的 生产 和 消费 的 要 求 。 造成 这 些 现象 有 着 多 方面 的 原因 , 要 解决 这 些 问 
题 ,首先 应 蔷 根 锯 洞 庭 出 的 整体 规划 ,研究 如 何 进一步 选择 品种 .改进 栽培 技术 。 
发 展 洞庭 山 果树 裁 培 事业 值得 注意 的 地 方 很 多 , 但 主要 的 不 外 是 扩大 栽培 ， 
面积 和 提高 现 有 果园 的 果品 产量 和 质量 两 个 途径 。 作为 一 个 老 果 区 ,后 者 更 为 重 
要 。 

(一 ) 扩 大 果树 裁 培 面积 “这 在 洞庭 山 虽然 受到 一 定 限 制 ,但 适当 扩大 面积 还 
是 有 可 能 的 。 宏 业 集 体 化 以 来 ,没有 秆 利用 的 是 雹 和 山腰 地 带 已 经 不 多 ,但 这 只 是 

” 指 那 些 最 适宜 于 裁 培 果树 的 土地 。 整个 山地 中 果园 面积 还 只 占 很 小 一 部 分 , 还 有 

相当 数量 的 土地 , 没有 合理 的 利用 。 这 些 土 地 中 , 除 土 层 极 薄 的 以 外 , 有 些 只 要 解 
决 了 水 源 问题 ,就 可 以 栽培 果树 。 甚 至 有 些 过 去 人 经 是 果园 的 ,后 来 却 由 于 水 源 条 
件 的 改变 而 处 于 寺 荡 状态 中 。 如 前 所 述 ,洞庭 山 由 于 气候 、 地 势 和 土质 种 种 原因 ， 
水 源 成 为 果树 栽培 分 布 的 一 个 主要 限制 因子 。 果树 的 分 布 都 在 50 米 以 下 。 一 般 
Pret LI, 应 该 远 不 止 这 个 高 度 。 然 而 由 于 山顶 森林 植被 的 破坏 , 水 源 缺 乏 ， 

。 在 目前 情况 下 , 想 要 向 山地 扩展 显然 是 有 困难 的 。 AOS SE LT 
状况 ,适当 地 兴修 山地 水 利 , 无 疑 地 可 以 大 大 地 扩展 现 有 果树 的 栽培 面积 。 根 据 目 

前 的 植 秆 情况 来 看 , 是 应 该 采 取 由 下 而 上 逐步 向 山顶 各 化 的 办 法 。 解放 以 来 党 和 

政府 领导 群众 封 映 青 林 、 积 极 炮 化 的 成 绩 很 显著 , 但 在 个 别 地 区 ，, 特别 是 采 树 主要 

FR, 在 多 化 工作 中 发 生 重 果 树 、 轻 森林 树种 的 倾向 , 这 是 没有 从 长 远 利 丛 出 发 的 

做 法 ,对 果树 上 山 、 扩 展 果 树 栽培 面积 是 不 利 的 。 

此 外 ,注意 逐步 调整 现 有 果树 的 栽培 分 布 , 也 是 扩大 栽培 面积 的 途径 之 一 。 过 

去 个 体 宏 业 径 营 方 式 ,在 土地 利用 方面 自然 不 尽 合理 。 有 些 果树 象 杏 板栗 、 李 、 石 

灼 和 柿 之 类 ,并 不 一 定 需要 在 平坦 地 或 山 坞 栽培 ,可 以 添 渐 推 向 山上 部 。 有 些 石灰 

ey be (An TCL AF) ,特别 适宜 于 枇杷 而 不 能 发 展 柑 桔 之 类 果树 的 ,应 起 尽量 发 

» 6B 。 



RABE, eH LMARE ERR A EEE RIGA 

总 之 ,在 洞庭 山 用 直接 开辟 新 果园 的 办 法 ， ence 
HE, SERDAR TARR SEERA AEDT Har) 
种 选择 和 栽培 技术 改进 方面 也 是 很 有 可 为 的 。 a 

| (二 ) 提高 现 有 果园 的 果品 产量 和 质量 ope ey a aM 
BELL IR RATT BUR GLK, 1955, 1956 pia ETE IRA HE 1,026 FF, 
(ETRE PR, 确 乎 是 太 低 了 些 。 AURA A 
(18), 如 从 密植 的 角度 看 ,以 单 株 产量 计 ,就 更 觉 低 了 。 如 何 提高 现 有 果园 的 草 
位 面积 产量 ,也 必须 从 品种 选择 和 栽培 技术 两 方面 努力 。 

_ 表 18 调 庭 山 果树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人 ARE 
oniot SE) ® 树种 和 品种 选择 的 总 的 依据 

问题 : 究 珊 洞庭 山 要 发 展 那些 果 衬 ， 
| PARTE ge eve Bey BU MRD 

iff 1,701 Ha, BERETA, 必须 追溯 洞庭 

ae te nee 山 栽培 果树 树种 的 历史 演变 过 程 及 其 
KE + 1,547 

李 1,377 原因 。 

杭 1,269 TARE RAE FERRE 
. pe Lp, BMS NT SILI We — a 
桃 844 的 繁华 城市 。 当 时 受 交 通 条 件 的 限 

Sgn ne ii], LAM HRM BRL 
ar 508 SRR RE EE, TEAR IRA 
ogee sae 式 的 生产 情况 下 ,必须 发 展 为 元 营 多 

种 多 样 的 果树 栽培 ,才能 满足 这 些 消 
on 1 油 | 1,026 费城 市 的 需要 。 所 以 那 时 候 , AP 

只 要 是 勉强 可 以 栽植 的 果树 , 洞庭 奋 
都 有 裁 培 。 自 然 这 除了 消费 方面 的 理由 外 ,也 有 着 生产 方面 的 原因 , 那 就 是 在 家 
一 户 的 小 宏 生 产 下 , 以 他 们 的 克 济 力量 和 技术 水 平 , BER ARE PRR, PRR 
BERK, 专门 经 营 一 、 二 种 果树 风险 是 很 大 的 , 因此 各 种 各 样 的 果树 都 种 一 

些 就 成 为 非常 自然 的 事 了 。 太 湖 备考 就 全 经 列 有 十 七 种 果树 ,都 有 相当 的 数量 , 彼 
此 间 在 数量 上 还 不 象 今天 这 样 的 悬殊 。 到 了 十 思 世 所 帝国 主义 势力 入 侵 , 海禁 天 

开 之 后 , 社会 经 济 起 了 变化 , 扩大 了 果品 运销 的 范围 。 加 上 有 着 省 厚 的 个 殖 民 地 、 
经 济 的 沿海 地 区 近代 工商 业 都 市 的 兴起 ,以 洞庭 山 这 样 有 限 的 产 区 , 在 数量 上 远 不 

8 满足 这 些 新 兴 都 市 的 需要 。 果品 高 度 商品 化 的 车 果 , 使 洞庭 山 果 品 在 市 场 上 的 
e 66 e 



Haak, BRACE IN TH IBA EEN I “UIE, BA 
ESSA SALA RR a, SOE MEE RR eS 
ROTEL, AMER HEAL, HITE BRIE MH RR OE BY, A 
ARATE, BWR ARR ET A 
PMI, PRE RE eS Le, 这 种 趋势 可 以 很 清楚 
| BUFR Ge 19) 。 各 类 果树 的 盛 吉 原因 如 第 二 章 所 壕 不 尽 相同 ,这 里 边 主要 是 决 
和 完 于 社会 邦 洲 因素 。 象 柑 桔 、 枇 杷 因为 是 常 罗 果树 ,独占 了 附近 的 市 场 。 杨 梅 和 梅 
作为 加 工 原料 , 有 旋 们 全 航 的 国内 市 场 ,都 得 到 了 发 展 , 这 也 就 相对 影响 了 其 他 果 
精 的 发 展 。 那 些 原来 风土 不 太 适 宜 的 (如 梨 、 花 红 、 葡 萄 等 ) 和 失去 原 有 销售 市 场 的 
(Aol POSE) DUR, EBT. 

Se19 japesb wie RAE sea 
1907~1912 年 间 | 1956 年 

STL SEES Gr Kk Co ae cS 增 减 (GA) 

上 最 高 年 产量 ( 担 ) 实 | “年 产量 ( 担 ) E XK 

BL 杷 - 3,560 12,985 3 + 9,425 

Hi 3,190 2 21,204 2 +18,014 
we 3,030 3 2,977 - 5 = BS 

板 2,610 4 575 10 — 2,035 

a i 1,540 5 2,997 4 + 1,457 
_ 1,260 6 458 12 eb, 

# 3885 7 21,716 1 +21,331 

i i 275 PEA ( 极 少 ) 
Bk 164 tees 1,724 9 + 1,560 
Ht 158 10 B27 了 + 369 

153 i 1,788 8 十 1,635. 

香 面 142 12 >) 
110 ig | 1,990 7 + 1,880 

= (未 杭 计 ) 2,970 6 | 

解放 以 来 这 一 段 时 间 虽 然 不 久 ,但 已 经 有 一 种 新 的 趋势 ,就 是 生产 上 要 求 地 域 
分 工 ,消费 上 要 求 面向 人 民 大 众 。 随 着 人 民生 活水 平 的 提高 ,果品 生产 一 般 是 跟 不 

ELA RIA ANE, 举 上 海 的 柑 桔 供应 量 为 例 , 就 落后 于 人 民 需 要 增长 的 速度 。 
如 以 1954 年 供应 量 为 100,. 旭 1955 年 为 80.29, 1956 42 41.64, 这 因为 过 去 
南方 所 产 的 柑 桔 大 部 分 在 长 江 以 南大 、 中 城市 中 销售 , 而 解放 后 则 销 到 了 华北 、 奈 
北 ̀ \ 内 蒙 、 延 边 等 地 区 。 需 要 越 来 越 广 ,刺激 了 其 他 地 区 果树 事业 的 发 展 ;而 对 老 果 

区 自然 迫切 要 求 摆 腊 小 家 生产 大 式 , 走 上 大 规模 生产 的 道路 ,地 域 分 工 也 就 成 为 必 
e 67 。 



然 的 趋势。 Se HAS ACHE MONDE A PRS ee 
的 城市 近郊 发 展 ;板栗 之 类 也 因 受 到 发 展 中 的 果树 的 排挤 ， nae : 
展 。 单纯 化 不 仅 表现 在 树种 方面 , RA AR. rs 

SISA WE VL SR IE, HR Hy Wi JE BE HT WE? FALE fa ORDA, he _ 
杷 呢 ? SARA PASE Hh, ON eS BA A — A, TE 

。 还 是 很 有 限 的 。 从 洞庭 山 的 地 理 ,历史 条 件 来 看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名 胜 风景 区 。 玉 样 
一 个 稼 擅 湖 山 之 胜 的 风景 区 ,可 以 开辟 成 为 国家 公园 ,服从 社会 主义 沟 济 文化 上 的 
需要 ;发 展 成 为 旅行 疗养 事业 的 中 心 , 变 少数 文人 雅士 叭 风 弄 月 的 场所 而 为 劳动 人 
民 的 文化 休养 区 是 完 公 有 条 件 的 。 如 其 要 这 样 做 的 话 , 那 未 果树 栽培 也 就 要 与 这 
一 个 要 求 相 适应 。 除 重点 发 展 一 、 二 种 主要 果树 外 , 应 鼓 向 一 个 多 样 化 的 漆 区 发 
展 ， 并 使 它 成 为 一 个 高 度 集 榴 的 果 区 。 Pa EEE ROS RRA 
更 多 的 游人 。 

利用 洞庭 山 得 天 测 厚 的 自然 条 件 ， 栽培 在 附近 地 区 不 能 栽培 的 种 类 象 柑 桔 、 楷 
杷 作为 主要 果树 , 此 外 车 合 游览 区 的 季节 要 求 , 运用 高 度 的 技术 来 培植 各 种 果树 ， 
使 四 季 有 花 、 果 可 以 供应 。 而 栽培 的 品种 应 鼓 都 是 有 蛙 色 的 ,或 是 早 落 的 , 或 是 品 
质 特 别 优良 的 ,才能 成 为 一 个 名 符 其 实 的 名 产 区 。 

(2) 旧 有 品种 的 保存 问题 : 洞庭 山 是 一 个 老 果 区 ,品种 是 很 丰富 的 ,现在 条 所 
要 做 的 是 品种 保存 工作 。 近 几 年 来 ,品种 单纯 化 的 趋向 更 显明 了 , 如 果 不 及 时 注意 ， 
保存 ,很 多 品种 就 会 潭 灭 掉 ,从 近年 的 情况 看 起 求 问 题 已 经 十 分 严重 。 这 些 行将 淘 
汰 的 品种 中 很 多 是 有 希望 的 、 可 以 利用 的 。 虽然 它们 在 目前 由 于 某 种 缺点 在 市 场 
.上 不 受 欢 迎 , 但 它们 每 有 特 出 之 点 , 往往 在 社会 沟 洲 情况 改变 或 技术 条 件 改 进 后 ， 

便 是 非常 合适 的 品种 ; 而 在 进一步 改良 品种 方面 , 无 疑 是 最 好 的 原始 材料 , 特别 是 

在 我 国 果树 科学 的 育种 工作 还 没有 开展 前 ,让 这 些 有 和 希望 的 原始 材料 狠 种 源 买 将 

是 无 法 弥补 的 损失 。 例 如 洞 在 出 枇 杷 向 忆 白 沙 落 名 ,现在 更 只 发 展 少数 几 个 品种 

其 他 都 将 归于 淘汰 。 最 近 中 国 科学 院 南 京 中 山 植物 园 和 食品 工业 部 科学 研究 室 初 

步调 查 的 苦果 , 洞庭 山 有 好 几 种 轩 沙 枇杷 都 是 极 好 的 加 工 品种 ,这 正 是 我 们 今天 外 

销 加 工 果品 所 需要 的 , 但 都 是 只 有 窗 密 几 株 , 几 近 移 灭 。 又 如 板栗 的 生产 , 在 洞庭 
在 补 柑 桔 、 枇 杷 所 排挤 ,不 受 重视 , EERE 但 是 其 中 有 不 少 品 种 象 秘 家 种 、 查 淤 
秆 等 在 发 展板 栗 生 产 的 其 他 地 方 都 是 不 可 多 得 的 佳 种 。 充 分 利用 这 批 前 人 长 期 精 
心 选择 下 来 的 品种 ,是 有 关 单 位 迫切 需要 进行 的 工作 。 象 县 苗 转 .果园 是 有 力量 也 
应 该 进行 品种 保存 的 工作 的 。 

(3) 选 种 和 品种 区 域 化 问题 : 树种 多 样 化 但 品种 仍 是 要 求 单纯 化 的 。 目 前 油 
庭 山 许多 果树 的 品种 繁杂 ,没有 轻 过 系 舟 的 整理 ,在 现存 品种 中 选 优 去 劣 的 工作 很 

, © Be 



ema On Seniesa eOtsalee 米 丘 林 这 样 主张 ， REE 
。 娄 电 有 很 好 的 经验 足以 证 明 。 引 种 不 可 冒进 ,但 这 并 不 意味 着 排斥 外 来 的 品种 ; 相 
。 反 地 ,我 个 还 主 肛 向 外 地 引进 那些 有 和 希望 的 优良 品种 ,但 应 著 是 有 计划 地 进行 。 ee 
§ 
在 本 地 品种 中 选择 为 主 。 BURA eth, TE RR 

模 桔 中 的 温州 密 桂 就 可 以 试 植 。 其 他 果树 的 优良 品 种 也 是 一 样 。 不 过 第 一 步 还 是 

”那些 品种 , 发 展 多 少 , 分 布 在 那些 地 区 等 。 单 纯 根 据 目前 的 市 场 需 要 是 不 储 当 的 。 

洞庭 而 果树 生产 事业 发 展 声 中 , 品种 的 问题 已 经 应 训 提 到 议事 日 程 上 来 了 。 例如 
枇 码 目前 在 洞庭 由 发 展 的 品种 , 东山 是 照 种, 西山 是 青 种 , 总 嫌 太 单 印 了 些 , 将 来 
成 熟 期 集中 , 劳动 力 调配 上 会 发 生 困 难 。 杨梅 的 现 殉 可 以 很 好 的 说 明 这 一 问题 ， 
STAM ALL 1956 年 杨梅 大 年 , 除 本 和 社 社 员外 , 动员 了 其 他 和 社 社 员 300 人 协助 

RIL, 还 揭 失 了 200 担 果 实 。 如 果 在 成 熟 期 上 能 分 散 些 就 可 以 避 驶 这 种 情况 
发 生 。 

(4) 授粉 树 品种 问题 : 洞庭 山 各 种 果树 的 授粉 问题 还 没有 人 研究 。 许 多 低产 
。 果树 是 否 与 授粉 问题 有 关 也 还 不 清楚 。 不 过 有 些 果 树 在 其 他 地 方 已 经 发 现 自 交 精 

实 牵 低 的 报导 。 例如 枇杷 虽然 在 我 国 和 日 本 没有 发 现 自 交 不 车 实 的 现象 , 但 是 在 

印度 已 经 有 自 花 授粉 不 亲 和 的 报导 , 据 称 自 交 灶 实 率 只 有 他 交 的 十 五 分 之 一 到 十 

三 分 之 一 。 据 日 人 研究 , 梅 也 有 自 花 授粉 不 烙 实 的 品种 。 因 此 有 混 植 的 必要 ,并 且 
在 品种 粗 合 上 也 要 作为 研究 ， 因 为 它们 之 问 虽 然 还 没有 发 现 完 公 他 交 不 灶 实 的 情 
Rh ALANA RAE, WEAR NERS RIGS, Wee IPL. 
BFR ,在 洞庭 山 缺 乏 雄 株 , 显然 是 产量 低落 的 主要 原因 之 一 。 

授粉 树 品种 问题 ,是 必须 与 选 种 和 品种 区 域 化 同时 解决 的 问题 。 
2.， 关 于 裁 培 技术 | 
(青苗 工作 方面 : 过 去 对 于 果树 育苗 工作 重视 不 够 , 包 至 困 苗 质量 不 高 , 育 

昔 时 间 过 长 ,或 是 毫 无 计划 的 宣 目 青 昔 ,对 于 果树 生产 无 疑 是 非常 不 利 的 。 
如 不 改变 目前 的 果树 青苗 工作 情况 ,而 要 求 大 力 提高 果苗 质量 和 籍 短 育苗 期 

是 相当 困难 的 。 洞 庭 帅 所 用 一 部 分 模 桔 和 枇杷 苗木 向 由 吴江 大 庙 港 购 入 。 大 庙 港 
农民 以 青苗 为 副业 , 利用 桑田 培育 果苗 , 对 于 品种 饶 无 选择 , 又 多 取 用 烂 扣 果实 的 
种 子 , 苗 木 良 蓉 不 齐 ,生产 更 无 计划 ，1957 年 还 有 几 万 株 三 年 生 以 上 的 柑 桔 实生 苗 
BATE. 从 洞庭 山 果 树 区 域 的 地 势 和 小 气候 的 复杂 情况 求 看 ， 就 地 育苗 更 为 必 
村 。 过 去 安家 自行 育苗 , SANK, HHO, 分 散在 三 包 上 计 工 也 还 有 不 少 



”选择 是 育苗 工作 中 最 重要 的 工作 ， er 
在 整个 青 划 过 程 中 无 论 种 子 、 砧 木 、 接 穗 以 及 婷 接 苗 都 必须 痉 过 严格 的 选择 , 这 样 
才能 保证 所 出 的 苗木 纯度 大 ,出 轩 昔 木 的 标准 高 则 果树 的 寿命 长 、 千 果 时 间 长 丸 。 ” 

为 了 更 完美 地 进行 青苗 工作 , 还 要 汉 步 设立 栽 有 采种 用 和 取 接 穗 用 植株 的 母 示 园 。 
目前 可 以 采用 有 特 狗 的 方式 作为 过 滤 办 法 。 | 

De eh Fi AT RE es BR OR RE BG SL A a 6 
一 带 专门 从 事 花 树 青 昔 的 地 方 学 习 。 在 缩短 育苗 期 和 培育 壮 苗 方面 特别 值得 注 
意 。 例 如 银杏 生长 较 慢 , 苏 北 泰 兴 青苗 时 , 将 生长 一 年 高 达 工 尺 左 右 的 昔 , 在 初冬 
VM BALM Is, AERA AAA, 第 二 年 冬 高 达 5 REVVER, 宜兴 的 
板栗 青苗 也 用 类 似 的 方法 。 其 实 除 常 缚 果树 以 外 的 其 他 果树 , 也 可 以 采用 这 二 类 
方法 如 摘心、 抹 华 ,车 合 施肥 等 正确 的 农业 技术 措施 来 大 大 粹 短 青 苗 期 。 

为 了 防止 因 品 种 单一 化 后 引起 的 授粉 问题 ,在 青苗 计划 内 应 该 考虑 培育 一 定 
数量 的 授粉 树 。 

(2) 嫁接 繁殖 方面 : 洞庭 山 果树 进行 嫁接 繁殖 的 习惯 是 很 好 的 ,例如 石榴 .区 
苟 都 用 婷 接 繁殖 , 他 处 还 很 少见 。 这 对 于 保存 优良 品种 的 特性 和 培 强 树 势 都 起 了 
良好 的 作用 。 但 是 还 不 够 ,很 多 地 区 对 梅 . 李 、 杏 还 是 采用 实生 繁殖 ,特别 是 作为 主 

| 要 树种 之 一 的 模 桔 ， EAE TE, BORER 
繁殖 不 易 变 劣 ， 不 易 受 冻 而 车 果 可 坟 早 些 。 实 际 上 可 能 有 下 面 一 些 原因 : Das 

秋子 是 多 胚 性 ,其 中 无 性 胚 囊 昔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可 以 保持 品种 特性 而 不 致 劣 变 。 

2) 由 于 洞庭 山 柑 桔 最 易 遭 到 冻害 ,农民 在 长 期 进行 风土 咒 化 过 程 中 , 看 到 用 种 子 实 

生 繁殖 的 柑 桔 比较 由 他 处 移入 的 嫌 苗 耐 冻 的 事实 , 误 认 为 嫁接 是 不 耐 冻 的 原因 。 

8) 当地 习惯 用 粗大 的 行将 车 果 的 多 年 生 砧 木 , 认为 嫁接 后 要 迟 二 、 三 年 开始 精 果 ， 

这 是 因为 由 接穗 形成 树冠 需 相 当 一 段 时 间 的 原故 。 etek, 这 些 理由 和 都 不 能 成 
立 。 利 用 适当 的 耐寒 砧木 来 繁殖 已 经 风 士 剧 化 了 的 品种 , 不 但 可 以 更 好 地 保持 品 
种 优良 特性 , 而且 可 以 增强 耐寒 力 和 提早 车 果 期 。 

对 于 所 有 的 果树 还 必须 进一步 发 掘 各 种 适宜 的 砧木 。 为 了 发 展 果树 栽培 面 
积 和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砧木 在 这 方面 是 可 以 很 好 地 发 挥 作用 的 。 除 了 要 求生 
长 强健 的 砧木 种 类 外 ， 与 当地 “果树 上 山 ” 密 切 有 关 的 、 深 根性 的 、 耐 旱 耐寒 力 强 
的 、 耐 户 薄 山 地 栽培 的 、 矮 化 的 、 青 昔 期 短 的 砧木 种 类 , 都 必须 积极 地 进行 试验 ,有 

e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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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 FRUSTI BUNA AERIS, 枇杷 用 石楠 作 砧木 也 不 是 完全 没有 可 取 之 
ft 处 的 。 

PED, BREE SRG Bes ESR , 用 炸 天 的 多 年 生 砧 木 来 进行 婷 接 , BE 
。 未 定植 后 再 在 原 地 并 接 的 态 式 ,在 过 去 的 情况 下 ,有 它 一 定 的 好 处 。 今天 如 果 仍 旧 

RE EES AD YT. 首先 是 管理 很 不 方便 , 幼苗 手 育 不 容易 周到 ; 其 次 苗木 的 

标准 化 有 困难 ;第 三 ,至 萌 期 拖 长 。 所 以 还 是 幼 昔 丸 接 ,集中 在 萌 园 培育 ,到 可 以 出 
国 的 年 龄 再 定植 于 果园 比较 有 利 。 TARR BE EI, 芽接 方法 在 
洞庭 山 有 推广 的 必要 。 

在 国家 的 育苗 操作 规程 没有 颈 布 以 前 , 必须 根据 当地 具体 情况 , 定 出 规格 , 以 
ITE BRIAN BL, BERR Be, REGIE, Tih RR 
不 一 致 的 情况 ,使 苗木 逐步 走向 标准 化 。 

(8) 栽植 距 高 方面 : 过 去 栽植 太 密 的 偏向 必须 币 正 ,密植 果园 中 相 邻 近 果树 
的 树冠 密 接 , APRA, FEA We, 构成 天 棚 树冠 状 (图 11), 使 烙 果 面 
局 限 在 一 个 平面 上 , 致使 产量 低 , 容 易 隔 年 烙 果 , 管理 作业 也 不 方便 。 洞 庭 山 成 年 

”和 柑 格 着 生 有 叶片 的 树冠 部 分 厚度 不 过 60 厘米 , 枇杷 不 过 50 厘米 , 石榴 不 足 80 J 
” 米 。 要 求 在 这 样 有 限 的 烙 果 面 积 中 获得 丰产 自然 很 困难 。 梨 体 化 后 放宽 果园 栽植 

距离 有 了 可 能 。 最 近 新 发 展 的 果园 已 经 采用 比较 袖 的 距离 。 闪 竟 各 种 果树 在 洞庭 

” 耿 的 栽培 距离 以 多 大 为 最 合理 是 很 值得 研究 的 问题 。 为 了 适应 洞庭 山 土地 较 少 的 

具 栖 情况 ,栽培 距离 必须 是 在 满足 果树 生长 结果 的 空间 要 求 下 最 经 济 地 利用 土地 ， 
志 就 是 能 使 果园 在 单位 面积 内 保证 获得 最 高 的 产量 。 密 植 在 果树 丰产 栽培 中 也 是 
,重要 的 经 办 之 一 。 但 以 洞庭 山 过 去 的 情况 来 说 ,栽培 距离 不 是 太 疏 而 是 过 密 。 在 

e Tle 



BERS, 有 些 果园 可 以 采 用 逐年 伐 除 一 部 分 夹杂 的 次 要 果树 ， 避免 用 一 次 间伐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要 求 下 , 合理 密植 无 疑 也 同样 适用 于 洞庭 山 
这 aa imme a dla 都 是 密植 直 7 
事情 。 2 

对 于 栽 增 距 离 较 袖 、 AREA ASSURE, 在 幼年 期 的 株 行 间 上 地 的 利用 , 必要 时 
可 以 考 虑 转 合 当地 原 有 习惯 , 合理 地 夹 植 那些 树 形 矮 小 的 、 站 时期 时 的 核果 类 果 
树 。 从 这 些 并 充 树 可 以 在 主要 果树 品种 未 充分 成 长 前 得 到 一 部 收 父 ictal = 
PUBL ILS FEAT RGR a 

| 老 果 园 果树 过 于 密集 情况 的 改变 ,有 应 该 根据 笃 种 的 生息 学 特性 和 果园 情况 分 本 
别处 理 , 有 计划 地 进行 闻 伐 , 疏 除 一 部 分 果树 。 但 在 进行 时 应 鼓 惯 重 , 要 做 到 不 致 
发 生 严重 减产 。 有 些 果园 树龄 已 很 老 , 树 势 极度 衰弱 , 树冠 已 定型 , 进行 间伐 已 没 
有 什么 效果 ,间伐 已 不 能 达到 所 留 下 的 植株 充分 发 展 构成 比较 合理 的 树冠 的 目的 ， 

求 完成 栽植 距离 的 调整 工作 ,使 原来 处 于 十 分 郁 于 情况 下 的 果园 受到 突然 的 改变 ， 
BRA RGR, Wl dn HES, BRP TS | 

4) BAMAAH: WEUMMMADAEREKAR, SRK 
ERB CRN Saks, RAI TEN. 应 当 在 每 一 层 梯 

”田间 面 的 内 便 属 置 排水 沟 (图 12), 各 层 梯 田 阁 互相 沟通 , 在 适当 地 点 更 筑 成 小 水 
WIBK, 硼 成 健全 的 排水 系统 。 两 层 实 田间 距离 较 大 时 , 排水 沟 要 有 跌 水 届 置 ， 
”以 级 冲 水 流 。 梯 田 台 面 的 宽度 不 能 少 于 12 尺 。 这 种 作法 须要 从 地 势 至 面 视 划 ) 雪 
乱 的 梯田 就 很 难 顾 到 。 旧 有 梯田 改造 时 首先 要 考虑 到 的 也 是 这 一 问题 。 

其 次 是 道路 屋 置 ,为 了 便利 果园 管理 ,也 是 必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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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R Mee 
1) Rife: 果树 在 幼年 期 占 果 园 面积 极 小 , 果树 根系 分 布 也 不 广 , 可 以 在 果树 
行 申 进行 间作 ， 在 洞庭 山 耕 地 面积 狭小 情况 下 更 有 必要 。 但 要 注意 选择 合适 的 间 
作物 ,小 麦 .大 麦 等 儿 谷 类 作物 必须 避免 采用 。 试 验证 明 禾 谷类 作物 对 果 灶 生 长 有 
不 良 的 影响 。 栽种 禾 谷 类 作物 的 园 土 不 但 很 干旱 而 且 消 耗 了 多 量 氮 素 , 并 容易 使 
王 塘 板 藉 。 如 果 水 源 近 ,肥料 不 成 问题 ,果园 以 蔬菜 、 启 铃 暮 等 类 中 耕作 物 最 好 , 油 
荣 也 可 以 种 。 由 地 间作 物 用 豆 类 和 甘薯 也 很 相宜 。 植 株 高 大 的 作 帕 不 适 于 用 为 果 
园 的 内 作物。 进行 间作 的 果园 中 ,必须 空 出 果树 周转 一定 范围 内 的 十 地 ,并 在 生长 
季节 中 进行 除草 中 耕 ,以 驶 与 果树 根 群 等 夺 水 分 和 养分 。 这 一 范围 的 大 小 以 果树 

- :根系 分 布 的 范围 为 标准 ,要 上 比 树 冠 大 些 。 随 着 果树 的 成 长 , 树冠 每 年 扩大 , 也 就 要 
逐年 熔 小 办 作 的 面积 。 间作 有 物 的 栽植 畦 行 要 和 山坡 垂直 , BARNS RR 
BASSE EME, 以 防止 水 十 流失 , 特别 象 栽培 甘 暮 一 类 蕴 作 的 作物 , 更 应 注意 。 
果园 中 进行 间作 时 不 能 忘记 主要 的 是 在 土壤 方面 为 果树 创 优良 的 生长 条 件 , 所 以 
对 疝 作 物 的 选择 必须 考虑 到 : @ 闻 作 愧 不 应 是 与 果树 竞 宇 水 分 和 营养 物质 的 作 
物 ，@@ 闻 作 帕 应 能 使 十 壤 积 著 营养 物质 ，@@ 能 改善 土壤 车 构 ，@ 四 应 该 是 保证 防止 
杂 草 的 最 好 方法 。 3 

2) 复 盖 : 为 了 更 好 的 保持 土壤 水 分 ,最 好 在 土壤 翻 耕 后 用 芭 草 之 类 复 盖 果园 
的 土地 表面 。 果 园 复 盖 有 防止 土壤 侵蚀 、 杂 草 生长 .土壤 水 分 蒸发 ,调节 土 温 ,促进 
芋 壤 微生物 的 活动 , 增加 土壤 中 的 有 机 质 种 种 优点 。 洞 庭 山 的 山地 果树 栽培 在 防 
旱 和 改善 土壤 物理 性 质 方 面 ,如 果 能 采用 果园 复 盖 是 非常 有 利 的 。 对 于 根系 分 布 
于 近 十 表面 的 果树 更 为 有 利 ， 应 该 大 力 推行 。 目前 最 主要 的 困难 是 复 盖 材 料 的 来 
源 问题 。 一 般 复 盖 用 葛 草 、 堆 肥 或 其 他 能 防止 土壤 干燥 的 材料 。 其 厚度 以 足以 防 
正 杂 草 出 生 为 准 , 如 用 莫 草 狗 须 2 寸 厚 。 洞 庭 山 利 用 堆肥 作为 复 盖 材 料 的 可 能 性 
很 少 ,采用 稻草 、 麦 科 成 本 很 高 , 山 草 比 较 好 些 , 但 也 有 困难 。 山 草 随 由 荒地 的 开 星 
HRD, AM RPE, RAM UAH SR PABA 
等 的 草地 面积 。 如 果 解 决 了 燃料 问题 , 利用 山 草 卉 不 是 看 对 没有 办 法 的 。 在 复 盖 
BAA WH, 还 可 以 根据 草 的 腐烂 情况 , 采用 每 年 补充 至 一 定 厚度 , 而 不 是 年 年 翻 从 
主 中 重新 敷 草 。 近 湖 地 区 可 以 采用 水 草 。 盖 草 时 必须 注意 使 树干 附近 空 出 , OR 
引起 未 牛 侵害 的 加 剧 。 

8) 复 盖 作 物 : 本 法 是 果园 土壤 管理 中 最 进步 的 方法 。 本 法 在 一 定时 间 保 持 
. 赫 后 休 半 ,而 后 在 雨水 充沛 季节 播种 生长 迅速 的 一 年 生 作物 , 在 秋季 再 将 作物 翻 赫 
AL ARAL, 改善 了 土壤 物理 性 质 , 提高 微生物 的 活动 力 。 如 果 合 理 
的 采用 复 盖 作物 , 旭 在 相当 大 的 程度 上 可 起 代替 施展 肥 的 作用 。 

Fe 



—, ORL R, ONIENAMIG UR, SERP 

FREAD, 出 大 后 很 快 能 形成 排除 杂 章 的 一 火 片 株 从 ， 因此 是 最 好 的 复 2 FA 
a! way 

| 

RTE — 

ee orn Pte aA ay 

AEA, TANI HE, 是 一 种 要 求 低 的 作物 , EOE 
有 相当 大 的 吸收 磷酸 通力， 并 能 从 其 他 作 胸 不 能 吸收 的 化 合 牺 中 取得 

(6) 施肥 方面 : 洞庭 山 由 于 肥料 不 足 ， 果树 党 SPR RR SM = 
AR, 合理 施肥 , ROTA, 对 果品 质量 的 提高 也 有 很 大 影响 。 例 “ 

uA EL GANT WBE PEER STEVIA A A, CARATS, SIRE SAPO A 
学 不 可 以 得 到 提高 。 ARR TAMAR EA, RAR 
AE. WARE NCE, KALTER AOE DEAR 

HiT IU P38 2 LEO A PALE, TH ts ESE PPR 
ARE SERA AIRC RA Si A. ME 
—WMBRAD CREAN, 这 方面 也 不 是 没有 问题 , AEA 

“办 法 就 是 增加 家 畜 人 饲养 数量 , REI, 但 这 两 项 都 必须 十 用 相当 二 部 分 十 
地 ,增加 家 畜 饲 养 头 数 需要 一 定数 量 的 包 料 基地 , 称 肥 也 要 有 上 士 地 栽培 。 随 着 果园 
的 扩展 , TON AMELIE LR S Bh, 这 样 对 增加 肥 源 就 
有 困难 。 解 决 的 办 法 有 两 方面 : 一 是 珊 法 提高 现 有 包养 供应 地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 

“目前 洞庭 出 果 宏 只 是 在 荒山 阶地 制 草 喂 羊 ,将 求 如 何 改 立 蚀 养 基地 , 找 出 适宜 本 地 
生长 、 产 量 高 、 生 长 速 的 饲料 作物 、 疙 肥 作 物 加 以 栽培 是 一 法 。 另 外 一 法 是 合理 利 

_ 用 现 有 的 植物 套 源 。 洞庭 山地 区 民用 燃料 大 部 是 柴草 , 这 使 得 一 部 分 原 求 可 以 作 
为 包 料 和 肥料 的 植物 没有 得 到 更 合理 的 利用 。 发 法 改变 这 种 交 料 、 伺 料 和 肥料 失 
PRR, AR AG 1957 年 7 月 24 日 的 社论 “关于 发 展 灾 业 的 四 点 建议” 合 沟 握 
出， 这 对 解决 宏 村 中 民用 燃料 问题 是 很 正确 的 一 个 方向 。 二 加 对 于 宏 村 供应 煤炭 
的 数量 , 可 以 节省 出 大 量 的 植物 次 料 、 饲 料 , 因而 也 可 以 增加 肥料 。 供 其 煤炭 在 运 
斑 上 是 没有 困难 的 。 尤其 值得 高 兴 的 是 西山 煤矿 已 痉 决定 开采 , 这 对 于 解决 肥料 

| 天 题 是 非常 有 利 的 。 它 的 意义 不 仅 在 于 解决 肥料 问题 ,对 于 加 速 称 化 造林 ise 
源 也 是 极其 重要 的 。 
Ge arereriiaeas commmn sake 

IPE. FUREY, Be FANE SR, DRE ae , BRAC EEN AT DAS 
一 部 分 肥料 缺乏 的 困难 。 如 果树 叶 不 致 传染 严重 的 病 虫 嘎 是 可 以 作为 堆肥 原料 ， 
充分 腐熟 后 施用 。 

天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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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o Te le alls 

a Ay : 法 : 

Ba, 正确 掌握 施肥 时 期 , 以 求 充分 发 挥 肥料 的 效用 , 在 肥料 缺乏 情况 下 就 格外 显得 
-重要 了 。 

es eee ee 

: 
‘ 

SF Me SAE ME AS oth 0S I AEN, WEE MEG 

Fl Bir Ze BCE EG ts EE SE 9, EL STE Ee IB, 
HOT ASEH 40450 天 左右 的 猪 . 羊 灰 ， WT AR RIS, BA Mew 
FRI Aes FARRER, PEL ARE Ay ARS UR ATK, BEE ASHE 
it, AUS, ST FAIPOIE, 包括 东山 在 内 , 往往 是 腐熟 不 够 的 。 常 见 开 塘 施 肥 时 塘 琴 
还 有 上 坎 所 施 没有 腐烂 的 肥料 。 在 及 藏 中 下 法 控制 其 发 醇 腐熟 作用 ， 使 展 肥 充分 
腐 获 而 不 致 揭 失 肥效 是 很 重要 的 。 这 方面 似乎 还 没有 引起 注意 。 洞庭 山 所 用 猪 、 
羊 左 取 无 所 谓 居 制 ,就 是 任 其 堆积 猪 栏 . 羊 舍 中 ,一 般 羊 舍 每 年 清除 两 灵 , 猪 栏 每 年 
清除 四 浆 。 上 、 下 层 腐熟 程度 不 一 。 据 研究 民 肥 堆积 中 , 氮 素 的 损失 很 大 , 即使 在 
非常 注意 的 情况 下 ,要 损失 16% , 普通 则 有 80~409% 在 堆积 中 损失 。 可 以 想见 洞 

 ” 庭 出 友 肥 堆积 中 肥效 损失 很 可 观 。 合 理 的 堆积 和 调制 度 肥 ,根据 需要 时 期 ,促进 或 
采用 坚 密 堆积 、 注 水 .加 入 过 磷酸 钙 等 方法 ,减少 院 藏 中 氮 素 的 损 

非常 必要 。 由 于 这 种 损失 是 看 不 到 的 , 所 以 还 不 能 引起 足够 的 重视。 目前 首先 

ss 舍 建 筑 上 ,就 注意 屋 立 合理 堆 置 和 调制 屏 肥 场 所 ,这 样 作 

是 有 条 件 的 。 

由 于 肥料 缺乏 ,正确 地 施肥 以 发 涟 最 高 效率 更 显得 重要 ,这 在 施肥 时 期 和 方法 

“上 上 应 诸 进 一 步 注意 改善 。 洞 庭 山 果农 在 施肥 方面 是 创造 了 一 套 适应 当地 具体 情况 
TREAT. 例如 开 塘 施肥 对 于 逻 游 利用 肥料 是 有 其 一 定 意 义 的 , 但 现在 多 数 开 娘 

时 从 树干 开始 , 实在 没有 什么 好 处 ， 反而 在 开掘 时 树干 不 如 彼 央 具 损 伤 ,肥料 靠近 

树干 也 次 易 引 起 虫 嘎 等 不 良 影响 。 如 果 略 加 改进 采用 翰 状 施肥 ，, 可 以 使 肥料 更 好 

地 竺 到 利用 。 在 春季 施 基 肥 时 可 用 宽 轮 状 施肥 法 ,即将 树冠 范围 内 三 分 之 二 的 证 

扶 开 , 在 比较 广 的 范围 内 施肥 ; 施 追 肥 时 可 以 采用 狭 输 状 施肥 ， 在 树冠 外 围 开 气 输 

状 沟 施 稚 。 这 样 断根 较 少 ,适宜 于 果树 生长 期 施肥 。 
VEAL A HEAL BARE AIA Es, WPI Fay A SER, SESE A ASE (FE 

FRA ASE) , BLAU AR A AR BT HE 
施肥 时 期 : acer ioiese Oem een. 

PWT RAL IA eR, HEAT A AO a Se A A te 

BAHAI HK, AAMAS IIE A, RIE I 27121, 效果 良好 。 晚秋 
SE NEXTAESEIMOA BERR , ETA KE BERS MKELE BE PEST IE 

年 车 果 好 处 很 大 。 初 夏 追 肥 要 根据 树 势 和 千 果 情况 , CERRO, TOD 

不 施 。 
e 75 。 



枇杷 肥料 试验 ,在 国内 还 没有 人 作 过 研究 | SEIN lca oh BEB ; 
杷 进行 施肥 试验 , Woy 6 月 下 名 施 基肥 0%), 9 Hy Hibs (80%) 和 = 
2 AHF aS BIE (20%) HRT. DESI RAE: @ 使 4 
2 月 下 旬 起 开始 发 生 4~5 A SOAR AE aS lic, DY) 4 ey ee AES 
旺盛 ,果实 肥 天 ; Opi 5 Ap FA te 6~7 月 生长 的 根 能 够 吸收 ,以 求 果 实 收 获 

RUS LA IEE, 促进 花芽 分 化 ; @@ 使 7 月 中 、 下 旬 起 至 蔚 月 下 名 正 活 
动 的 根 能 够 吸收 , 以 图 分 化 的 花芽 和 花序 的 充实 和 肥大 。 RL BRE ESB ee 
树 和 所 用 肥料 的 情况 苦 酌 决定 。 例如 9 月 追肥 充分 有 效 时 可 以 多 施 , 2 月 追肥 有 

使 果实 延迟 成 熟 的 可 能 ,就 以 少 施 或 不 施 为 是 。 
落叶 果树 目前 以 一 次 施肥 为 主 , 在 2~3 月 闻 施 用 较 适 宜 。 将 求 条 件 改善 后 ， 

仍 以 分 期 施肥 为 有 利 。 

(7) 整枝 修剪 方面 : 洞庭 是 果 树 整 枝 修剪 向 不 重视 ,果树 多 无 一 定 树 形 ,不 仅 “ 
管理 操作 不 便 ,对 果品 产量 .品质 和 果树 寿命 也 有 严重 不 良 影响 。 目 前 不 行 整枝 的 
后 果 是 车 果 面积 小 , 易 招致 风 害 、 冻 害 , 管 理 不 便 ,无 法 更 新 。 洞 庭 山 主要 果树 普 台 

是 主干 过 高 ,这 对 本 地 区 风 害 、 谎 嘎 严 重 的 情况 是 不 能 适应 的 。 果 树 修 剪 需 要 高 度 
的 技术 , 常 交 果 树 的 修剪 尤其 要 注意 。 如 果 做 好 整枝 工作 ,使 果树 有 和 良好 的 骨 架 ,就 
可 饼 收 事 牢 动 倍 的 效果 。 柑 桔 可 以 采用 "开心 主 枝 个 圆 形 整枝 >， 是 自然 形 的 一 种 
开心 主 枝 千 轩 形 。 它 可 以 弥补 自然 形 的 种 种 缺点 , A AMIS, 密生 , 或 相互 

次 错 , 主 枝 、 亚 主 枝 、 侧 枝 关 沟 有利 然 的 区 别 ,树冠 内 部 日 光 不 能 透射 ,内 部 枝条 汐 

渐 枯 死 ,新 梢 不 再 发 生 , 糙 色 层 仅 在 树冠 外 围 , 籽 色 层 很 薄 , 叶 数 和 树冠 相 较 所 占 比 “ 
重 很 小 , 主 枝 儿 长 车 果 负 重 或 风雨 时 易 折 断 , 易 致 隔年 结果 等 等 。 这 种 整枝 法 是 对 
主 枝 数量 加 以 明确 限制 ,使 树冠 内 部 生长 枝条 ,与 自然 形 相同 ,主干 低 , 作 开关 状 的 

配置 ,但 树冠 不 象 杯 形 开心 状 , 树 心 是 封闭 的 , 树 形 任 其 自然 成 牛 图 形 ,树冠 高 与 横 
Riz ey 1:1 7434 1:2 左右 , 坑 情 况 而 决定 。 “ 

主要 利用 三 个 主 枝 为 主 枝 , 树冠 侧面 以 6~8 TPES IE, 幼 树 时 如 
此 整枝 ,成 年 时 不 需 大 加 修剪 。 一 般 放 任 树 因 主 枝 状 的 枝条 过 多 , DSR AHI 
一 部 ,使 树冠 有 凹凸 面 ,日 光 透 入 内 部 , 以 图 促进 发 生 新 梢 , 二 大 车 果 面 积 , FSS 
枝 得 以 肥大 是 很 重要 的 。 疏 去 主 枝 时 应 视 其 配置 状态 , 尽 可 能 留 下 粗大 合适 的 枝 
条 。 这 一 树 形 最 合乎 自然 ,操作 容易 ,树冠 可 以 很 快 地 成 长 ,进入 烙 果 期 也 比较 早 ， 
只 要 进行 轻 度 的 修剪 就 行 。 这 种 具有 立体 形 的 大 树冠 ; 叶 面积 大 , 产量 高 , Bee 
果 情 况 也 可 以 大 大 改善 。 

近年 更 有 不 少 学 者 主张 变 旭 主干 形 整枝 ,这 一 整枝 所 成 树 形 委 有 贺 锥 形 及 杯 
状 形 的 优点 。 方 法 是 每 年 在 主干 上 形成 2~ 3 个 主 枝 ,树干 高 至 3~10 尺 许 时 截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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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REL, BEATER, ee any 
“。 生 岗 学 特性 而 定 。 hPAG AE CEE TER RIE, 所 以 主 枝 间 有 适当 的 间 ， 
” 。 隔 ,选取 其 中 与 主干 所 成 角度 较 大 的 枝条 也 比较 容易 ,不 致 象 杯 状 形 主 枝 如 车 轴 状 
“集中 于 一 点 ;而 是 对 于 空间 的 主体 利用 和 牢固 枝条 间 的 烙 合 点 都 有 良好 影响 ， 管理 
也 很 方便 。 

枇杷 在 日 本 所 采用 的 分 层 贺 头 形 整 枝 形式 可 以 人 参 考 。 gD PEM AE | 

FAAS , FST ERE — EER EAE RT A PST 

主 枝 作为 第 二 层 主 枝 , EA. BBE ie EST hh BAe A ET RSE, 每 枝 使 

RASS Rah, PRA, WE BRS, KASH RANA, XH 

对 树 性 比较 开张 的 品种 为 适宜 。 对 树 形 直立 的 品种 ,在 树 的 旺盛 生长 期 间 , 每 层 留 

三 :三 个 主 枝 ， 仅 在 将 来 用 作 主 枝 的 枝条 上 适当 配置 二 、 三 个 亚 主 枝 , 随 着 树 的 生 

长 ,将 其 他 一 个 主 枝 逐 欢 整 理 , 各 层 只 留 一 个 主 枝 , 最 后 成 为 四 、 五 个 主 枝 。 这 样 ， 

树冠 内 部 日 光 也 可 以 充分 透射 ,各 主 枝 基 部 也 着 生 有 糙 果 枝 , 使 果实 产量 和 品质 都 

有 增进 。 目 前 洞庭 山 枇杷 的 情况 是 大 枝 密生 , FORA JE, 枝条 杂乱 , 只 在 枝 的 

“先端 精 果 ,所 以 助长 了 隔年 烙 果 和 塞 嘎 。 
一 般 落 叶 果 树 , 在 目前 还 没有 可 能 推行 租 密 修剪 的 情况 下 ， 整枝 格外 显得 重 

要。 所 采取 的 形式 主要 是 个 重 各 种 果树 的 自然 树 形 ,如 柿 、 栗 采 变 则 主干 形 , 梅 .地 

等 采 杯 状 形 。 

修剪 : 常 季 果 树 年 中 没有 完全 的 体 眼 期 ,修剪 尽 可 能 以 最 小 限度 为 安全 。 对 

“天 树 进行 条 至 修剪 猎 耗 劳力 , 又 因 变 化 太 多 , 一 般 果 家 很 难 在 短期 内 俩 会 掌握 , 不 
- 纵 易 获得 良好 成 绩 , 实 行 上 有 困难 。 

西 出 石 公 少 劳模 昔 阿 狗 和 建设 少 镀 纵 卷 的 柑 桔 修剪 沟 验 ;有 以 下 几 点 是 可 以 
BERS: 

~L) RAZED PAT, ARAYA A An 5 SR Pee PI 
RET, 

2) KHIM TBI, EERE GWOBGR, JGR, 保持 均匀 。 AR 
i. : 

8) PRA Aa SEDER. 
4) BBR SS WIPES BEAN FY ERD GERI HOES, FT 

Stat Stee 
5) FFA ALES SEA, Bea Ae BLS 4 Ae Be AER AY IS a, 增加 和 结果 母 枝 

数量 。 a 

但 也 还 有 值得 商 权 的 地 方 。 例 如 徒长 性 枝条 在 洞庭 出 的 气候 条 件 和 施肥 的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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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NER. EXPE AA in PAE RE, HR EPA RS 

RATTLER MCAS, IEA SERA: LE FRE, SE 

EE BAEK, DOA HS ARE TREES, BA 

BRA) 40%), 

不 可 过 9 月 。 

” 密 , 而 一 株 树 花 期 长 达 数 月 ,影响 树 势 很 大 ,如 果 放 任 之 旭 开 花车 实 过 多 , 最 易 陷 于 

” 栽 培 上 所 引起 的 普 逼 重视 已 如 前 述 ,而 疏 花 只 是 有 些 地 方 在 大 年 除去 一 部 分 花 穗 。 

pric: fae nae ee ek ee a 
BY AEBS GP LID, At) BUR SER Ee OEMS, 
“ 匀 得 空 "不 应 该 是 作为 基本 原 划 来 推广 的 。 

辕 果 树 修剪 是 一 项 条 致 的 工作 ;对 于 柑 桔 这 类 果树 来 说 ， ets te ae ag 

条 件 的 修剪 方法 。 目 前 这 种 耗费 大 量 劳力 的 修剪 是 否 合算 ,还 值得 研究 ( 桂 桔 覆 剪 

洞庭 山 枇 杷 根本 不 行 修剪 ， 令 后 也 应 该 适当 进行 。 对 和 结果 枝 : 当年 千 果 的 梳 

促进 次 年 再 生 枝 发 育 强健 。 对 发 育 枝 : 在 去 年 不 千 果 的 枝条 ， 大 多 数 在 顶 芽 抽 长 - 
可 以 成 为 结果 母 枝 ,在 结果 母 枝 发 生 同 时 , 旭 部 也 能 抽 生 三 、 四 个 发 育 枝 , 这 种 枝条 
多 时 宣 删 去 , 仅 留 一 、 二 枝 。 又 本 年 结果 枝 在 结果 同时 也 能 于 下 部 抽 生 发 育 枝 ; 采 

果 时 宜 留 一 个 强健 者 ,其 余 尽 剪除 之 。 BURL ASE BS ALERT BORAT ESE 3238 

了 

(8) BRIERE ATG: 洞庭 山 对 枇杷 等 几 种 果树 采用 政 果 , 疏 花 即 还 没有 一 种 
果树 进行 。 事 实 上 枇杷 有 朴 花 的 必要 。 杜 杷 着 花 很 多 ,花期 又 长 ,开花 时 花 塞 分 泌 
ES, 消耗 养分 很 可 观 。 一 个 花 董 从 开花 到 花 谢 揭 五 至 十 二 天 , EMA WIE 

严重 的 隔年 千 果 境地 ,使 树 命 短 促 , 损 失 很 大 。 所 忆 疏 花 疏 果 , 不 仅 可 以 改进 果实 品 

质 , 生 产 良 果 ,对 节省 虚 耗 ,促进 春 梢 萌发 , 妨 止 隔年 辕 果 也 非常 必要 。 路 果 在 友 

一 般 宏 民 对 朴 花 的 顾虑 是 庆 为 洞庭 山 栽培 枇杷 幼 果 受 塞 害 的 危险 较 大 。 有 大 量 的 

花 且 花期 较 长 时 可 以 希望 不 致 因 塞 冻 而 减产 , 进行 疏 花 后 , 玖 存 的 花 数 天 减 ; 花期 
4 x oy Dt has pie he x ™ 4) 

TTR te She ere, a eee 坂本 、 尾 花 ( 公 元 1949 年 ) 两 氏 便 研究 朴 花 对 枇杷 开花 车 实 的 影响 , 对 花序 留 其 基 
部 三 个 支 辆 ( 侧 花梗 ) 进行 入 花 , 千 果 说 明 朴 花 与 否 对 花期 没有 什么 差别 ,而 芍 花 的 
精 实 率 却 增高 ， 不 政 花 的 花序 基部 三 支 轴 较 之 全 花序 的 灶 实 李 相 比 没有 显著 的 差 
异 。 因 此 在 冬 暖 春 塞 型 的 不 良 气候 条 件 下 , 朴 花 可 以 达到 防止 养分 浪费 的 目的 。 坂 
本 (公元 1953 年 ) 喜 驴 留 检 序 基部 支 轴 一 节 , 二 节 、 三 节 , 摘 除 其 上 部 的 花 ( 摘 花 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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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和 ~ 上 6 和， 09~70%, 55 ~ 87 %) 和 完全 不 行 了 摘 花 的 对 照 , ETT Se RE 
BAS BAER AE SE Ass AEF A aH A TE BS ES RE EBIEAE 3 

b: HR MIEINEN SENN 
AAAS EEG IN IRB RAH A TE 10 月 下 名 至 11 月 上 旬 对 

花序 留 基部 一 、 三 个 支 轴 进 行 摘 花 ， 在 着 花 极 局 的 情况 下 更 进行 疏 花 序 , 每 年 都 获 

”得 良好 成 策 。 我 国政 花 人 条 未 见报 导 , 朴 花 序 在 福建 莆田 果农 有 这 二 习惯 。 其 程度 

似 树 势 、 树 龄 及 品种 有 所 不 同 , fe SAL IS EG ES GEER ARR, 

HEHE RES ot, 外 围 花 要 多 疏 去 使 通风 、 透 光良 好 , 树冠 顶部 花 穗 要 多 疏 去 

使 其 发 生 枝 条 、 遗 蔽 树干 不 致 为 太阳 灼伤 。 留 穗 多 少 依 每 一 个 二 年 生 枝 来 说 , 抽 五 ， 

“， 枝 的 留 二 三重, 抽 三 、 四 枝 的 留 一 、 二 穗 , 抽 二 枝 的 留 一 穗 。 朴 花 时 一 般 留 得 而 粗 的 

顶 生 和 糙 果 母 枝 的 穗 ,而 折 去 长 而 竹 的 侧 生 车 果 母 枝 上 的 。 折 时 留 下 叶片 , 折 痕 要 齐 ， 
AMPA. BARA: AT RSA, ESE AE, BEER 
然 是 一 件 化 工 的 事 , 但 这 一 时 期 中 果园 不 是 太 忙 , 劳力 没有 多 大 问题 ; 特别 是 对 肥 
料 缺乏 的 洞庭 山 来 说 * 是 值得 根据 当地 气候 条 件 、 品 种 开花 车 果 习 性 , 进行 坛 骏 获 
得 成 效 后 肖 步 推广 的 技术 。 其 中 有 些 问 题 象 究竟 朴 花 序 好 还 是 疏 花 好 , BEERS 

“ 果 如 何 分 工 , 是 否 需要 留 一 部 分 开花 晚 的 花序 等 等 都 值得 研究 。 目前 至 少 把 那些 

在 与 果 中 全 剖 抹 去 幼 果 的 果穗 ,提早 用 朴 花 穗 的 方法 及 早 疏 去 ,是 有 利 无 生 的 。 莆 

困 芍 花 穗 时 齐 花 穗 久 下 叶片 折断 ,洞庭 山 “ 出 空 脑 ” 时 抹 去 花序 上 花草 ,这 样 要 比 折 

”去 好 些 。 抹 下 的 花 蓄 是 喂 羊 的 很 好 蚀 料 。 
对 枇杷 栈 果 洞庭 山 果 安 有 一 定 经 骏 , (LAMAR, 疏 果 期 有 时 过 久 。 
BEARER AE AVE SBIR AR, BY LURID EPI IE OAR UE 
PREREMTRE, HAVE MRR, 早期 与 健全 果实 难于 鉴别 , A 

圣 冻 坏 和 仅 存 一 个 胚珠 的 幼 果实 ,外 形 不 及 健 至 果 贺 浑 而 带 有 几 分 棱角 ,颜色 也 有 
不 同 ， 笨 察 后 仍 可 以 分 别 , 到 4 月 尤其 明显 , 一 般 以 果实 如 耽 豆 粒 大 小 时 行 疏 果 最 
#, WABI 3 月 底 起 至 5 月 初 都 有 行 疏 果 的 ,往往 有 拖延 至 立夏 前 进行 * 似 嫌 太 
RT. 

总 之 朴 花 羽 果 是 一 个 复杂 的 作业 ,应 该 根据 累 园 情况 、 品 种 、 树 势 、 枝 条 种 类 、 
当年 着 花 情 驳 、 冻 害 和 病虫害 情况 , 糙 合 其 他 农业 技术 措施 一 井 嫩 秋 考 虑 。 无 论 好 

何 ,在 洞庭 出 枇杷 栽培 上 有 加 强 注意 的 必要 。 
(9) 自然 灾害 的 防治 方面 : 主要 有 旱 害 、 冻 害 等 方面 。 
1) 旱 害 : 旱 害 限制 洞庭 山 果 树 的 分 布 ,影响 果树 生产 。 消 除 王 时 为害 应 该 从 

多 方面 发 法 。 

OUR AK VE: 洁 林 虽然 非 一 朝 一 夕 之 功 ,但 无 疑 却 是 根本 的 办 法 ;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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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 各 地 网 验证 明 ， 保 持 耻 地 果园 上 坡 的 天 然 休 物 ， vance om 
义 。 目前 还 有 只 顾 发 展 果树 不 愿 积极 造林 的 情况 。 AU i eat 
无 从 林 , 不 但 关系 土壤 冲刷 侵 铸 ， 对 果园 旱 嘎 影响 很 大 。 山 项 有 宇 林 的 ,降水 天 量 ， 4 
BART KARR ED 对 果树 的 生长 肥料 的 分 解 均 有 鼻 好 影响 ， FBG 
ET Be 

. Ow GMB: eve eee er or) 的 抗旱 
力 ,适当 安排 。 汉 步 调整 过 去 小 农 淘 营 的 不 合理 分 布 。 

图 建设 小 型 水 利 工程 : .如 建 蔷 水 池塘 、 堰 、 翰 等 拦 蔷 山 水 , 以 供 灌 浙 之 需 。 这 
可 能 要 牺牲 一 部 分 现 有 果园 ,需要 全 面 的 水 利 规 划 。 

图 在 栽培 技术 措施 方面 : 
第 一 ,改良 土壤 的 物理 性 质 , 培 加 保水 能 力 ,如 大 量 施用 有 机 质 肥料 ， ERB 

植 前 种 植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蚀 料 作物 。 
第 二 ,采用 深 根性 、 耐 旱 砧木 。 
第 三 ,栽植 时 不 宜 过 分 浅 植 ， 栽植 前 后 果园 必须 进行 TRB, (ELDER PUR 

PK, PLR, 可 以 从 多 量 土壤 中 吸取 水 分 养分 , 不 但 可 以 耐量 , 而 且 可 : 

以 节 减 施肥 量 。 根 深 的 果树 耐 旱 、 耐 塞 ,树龄 长 , ERIE A FP ASG 

作 径 4 尺 、 深 3 尺 的 穴 。 深 耕 需 要 大 量 劳力 ， 可 以 逐 年 进行 , 一 般 果 树 根 每 年 向 外 “ 

围 伸 长 在 3 尺 以 上 的 情况 比较 少 , 所 以 可 以 每 年 向 外 围 深 耕 3 尺 宽 的 范围 。 沙 叶 

果树 在 12~2 Al, WRITE 8~4 月 天 气 稍 暧 时 进行 ， 本 2~3 Ro HW 

PUY AU FETT APPR AR RESET ED , SHA 

第 四 ,果园 复 草 对 抗旱 很 有 效 , 在 根系 分 布 淡 的 果园 更 有 必要 。 山 地 可 以 利用 
野草 , 湖 边 可 利用 水 草 , PETSUGAR, 对 于 改进 土壤 理化 性 质 及 
土壤 微生物 活动 条 件 , 有 很 好 的 作用 ,同时 还 防止 了 杂 草 的 生长 。 

第 五 ,入 工 灌 浙 的 重要 。 栽 培 柑 桔 而 没有 灌溉 圳 施 的 大 概 只 有 我 国 、 日 本 和 书 
西 而 已 , 其 他 各 国都 采用 人 工 灌 浙 。 从 洞庭 山 全 年 雨量 看 似乎 对 这 些 果树 没有 问 
题 , 但 秋 早 情况 已 如 前 述 。 柑 桔 和 枇杷 在 必要 时 必须 进行 灌 浙 以 补 降雨 的 不 足 。 
日 本 高 桥 氏 测定 ， 温州 密 柑 一 枚 叶片 一 日 平均 蒸发 工 克 的 水 , PR 15, 000 40 Fr 
的 大 树 每 日 需 水 15 升 ,如 以 每 亩 50 株 计 ,就 需 水 750 升 , 相 当 于 每 月 34 毫米 的 水 
量 。 以 19 中 ~1955. 年 9~ 10 月 份 雨 量 看 ,都 远 不 足 此 数 ( 表 下 ， 设 明 灌 浙 是 重要 
的 。 水 源 缺 乏 的 果园 , 应 蔷 贷 池塘 昔 水 ,但 进行 公园 灌水 需 水 量 很 多 。 庆 田 氏 以 直 
径 3 寸 .长 1 尺 余 的 竹简 ,打通 中 节 , 在 每 株 树 周 打 埋 大 土 ,在 天 旱 时 每 日 或 隔日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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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e ee: EL a Ee AN A poe a 
LAT iu ealanaial FERIA LAER AI BR 

~ ORE: 注意 地 形 地 势 的 选择 ， 充分 利用 小 气候 的 影响 , DR BE RR 
E ; eR 栽培 柑 桔 的 园地 , 要 选择 湖 边 可 以 受到 湖水 减 级 气温 激 变 影 响 ，， 

又 可 以 各 如 塞 风 侵 惕 的 地 方 。 枇杷 也 要 注意 避免 在 朝日 直射 处 、 谷地、 湿度 天、 
气流 鼻 淆 的 地 方 。 杨 流 一 带 幽 深 的 山 雹 , 枇杷 冻害 问题 严重 , 由 于 选 地 时 考虑 、 

oR. ae ; 
ORES: ARM DE HAL Ay REAL BE ID A, TAT Rh PPR 
PAPER EH , SA ST A HEE SAL A ESR, DR FR 
SSNS, 充分 说 明 防护 林 的 作用 。 BERARDI Ry 

| RRA, 今天 已 有 了 较 好 的 条 件 , 如 果 从 长 远 利 丛 出 发 , 从 面 规划 是 可 以 获得 完美 
的 苦果 的 。 防护 林 树 种 要 注意 适宜 本 地 风土 ， 生 长 健壮 而 迅速 , 如 马尾 松 、 榜 、 化 
SA SR Se RAST, (A RAE 
PRP, Fy EFS sh ar BFE : 

图 加 强 栽培 管理 : REO E LURE HERR A RE BH, Bd, 
FERED TL, 必须 采用 保证 根系 深入 土 层 的 深耕 ; 施肥 方面 , ER SRA KAS 

RELIG, 改变 目前 所 用 的 表土 施肥 为 深 土 施肥 ; 修剪 方面 , 必须 改变 目前 车 果枝 
”和 花 侍 部 裸露 在 树冠 外 部 的 方式 ,以 及 防止 秋 梢 的 抽 生 ; 疏 花 匀 果 应 防止 大 小 年 车 
果 , 久 及 注意 风 害 . 旱 害 和 病虫害 防治 , 培 强 树 势 。 
Ovi HG: 
Rae: i PA LEA CLD AL A, 对 幼小 的 植株 ,可 以 行人 至 

栋 包 拒 , 但 常 稼 果树 长 期 不 见 日 光 容 易 落 叶 , 可 先 在 四 周 插 几 支 芝麻 杆 , 再 包 草 。 
SSE ISIE: 在 根 际 进行 培土 或 培 肥 (PIE BE) ,主要 将 根部 及 树干 基部 培 

好 , 这 在 洞庭 册 柑 桔 根 多 分 布 于 故土 的 情况 下 , 尤其 重要 。 但 要 注意 士 质 ,过 于 粘 : 
重 的 主 壤 不 宜 培 得 过 高 ,在 春季 塞 闲 威胁 过 去 后 应 该 即刻 复原 。 
刷 自 : 用 和 白 涂 剂 涂 刷 树 干 ,防止 冻 损 树干 。 
BAH: 和 球 烟 防 霜 在 洞庭 山 已 应 用 于 枇杷 ,对 保护 枇杷 花 采 及 幼 果 驶 受 霜 冻 报 

嘎 是 有 效果 的 。 但 对 于 严寒 冻害 无 法 防止。 
BRE: 在 枇杷 开花 后 将 花序 用 叶 从 包 训 柬 住 ,并 将 邻近 数 枝 束 在 一 起 ,至 晚霜 
威胁 过 去 后 松 缚 。 这 虽然 是 很 原始 的 办 法 ,但 有 一 定 效果 。 
OLGA RAGA: 这 是 根本 对 策 之 一 。 在 过 去 群众 选 种 的 基础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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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E PET RAPE TE, 可 乌 收 到 事 守 功 异 的 效果 。 HEU SA ELL 
是 实生 树 ,进行 系统 地 株 选 希望 很 大 。 帮 杷 冻害 和 柑 桔 的 冻害 在 性 质 上 有 有 所 秒 同 ， 
FEV AT AE Ma TR AS BT, 应 蔷 选 择 出 一 些 开 花 较 退 或 花期 竺 别 长 

的 品种 (品系 )， 来 和 现在 的 主要 栽培 品种 搭配 栽植 。 耐 塞 砧木 的 应 用 是 有 一 定 效 

果 的 ,但 在 洞庭 山 完全 没有 受到 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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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于 到 WineRO ES ， 

ATER LAL = .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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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ATE ee 
上 二 等 情形 须 照 价 周作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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