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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果树冻害调查报告

张茂君1�张冰冰1�刘东华2

（1∙吉林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吉林 公主岭136100；2∙吉林省农业厅园艺特产局�吉林 长春130000）

摘　要：在调查的基础上�明确了我省不同地区果树冻害情况。根据不同品种在几个有代表
性地区的冻害表现�按抗寒力大小进行了分类排序�进一步确定我省各树种主栽品种的抗寒性水
平。对产生冻害的原因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的辨证理解冻害与果树发展的关系和有关果树科研
与生产发展方面的建议�对提高我省果树科研水平和果树业稳定持续发展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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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作为大农业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已被各级政府和广大
农民认识和接受�成为我省山区、半山区、丘陵及风沙干旱地区发展生态农业、调整产业结
构、确立主导优势产业的首选或主选项目。全省除延边地区外�吉林、长春、四平、辽源、通
化、白城、松原等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果树总栽培面积由80年代的2万 hm2增至现在
10万 hm2�年创效益仅水果生产达3亿元以上�为我省农村经济的振兴和农民脱贫致富做出
了贡献。

吉林省地处我国寒带�严寒的冬季不但限制许多果树种类大面积发展�也成为现有栽培
果树的最大天敌。2000年冬季恶劣的气候条件�导致多种果树发生不同程度的冻害�甚至
毁园�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发展果树的积极性。为了确保我省果树业稳定持续发展�必须对
我省果树冻害情况有个全面了解�对造成冻害的原因有个清醒的认识�认真分析�科学总结�
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我省果业整体抗低温胁迫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以效益为核
心�辨证理解果树发展与冻害的关系�树立坚定信念�因地制宜�继续大力发展果树产业。

梨、苹果、李子是我省主要栽培的树种�约占我省果树总栽培面积的80％�因此本文以
这3个树种的冻害情况调查研究为主�所得结果希望能对我省未来果树发展在总体布局规
划及各地区树种、品种结构调整中起到一定指导作用。
1　果树冻害情况调查
1∙1　不同地区果树冻害情况

从表1中的冻死率可以看出�全省各地区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冻害�九台、白城地区除葡
萄外几乎所有栽培的果树种类都出现了冻害。由于各地区所处地理位置、小气候条件及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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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 同 地 区 果 树 冻 害 情 况
项　目 四平 白山 通化 辽源 吉林 九台 双阳 白城

栽培株数（万株） 1886 31∙85 862．1 326．0 1714．50 134．10 62．3 95．0
冻死株数（万株） 282 2．25 92．3 106．0 13．09 4．2 7．4 33．5
冻死率（％） 15 7．10 10．7 32．5 0．80 3．1 11．8 35．3

　　注：冻死率＝（冻死株数／栽培株数）×100％；各地区冻害调查数据来源于省农业厅园艺特产局。
种、品种配置等方面的差异�其果树冻死率不
尽相同�其中以白城、辽源地区最重�分别达
到35∙3％和32∙5％；四平、双阳、通化地区次
之�介于15％～10％之间；白山、九台地区较
轻�分别是7∙1％和3∙1％；吉林地区最轻为
0∙8％。
1∙2　不同树种冻害情况

表2　不同果树种类冻害情况
项　目 梨 苹果 李子

栽培株数（万株） 1930∙71 2091∙38 1471∙26
冻死株数（万株） 353∙86 88∙22 81∙87
冻死率（％） 18∙30 4∙20 5∙60

　　从表2的冻死率大小可以看出�梨树最高（18∙3％）�李子次之（5∙6％）�苹果最低
（4∙2％）。说明我省目前梨树的主栽品种抗寒能力相对比苹果和李子的主栽品种低。
1∙3　不同果树品种间的冻害情况及抗性差异

由于吉林、四平是我省果树栽培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地区�不但面积大�而且涵盖了三大
主栽树种所有的主栽品种�为使所获得结果准确可靠�因此根据这两个地区品种的冻害情
况�确定品种抗寒能力的差异。
1∙3∙1　梨

我省目前梨的主栽品种及其抗性水平的大小见表3。
表3　不 同 梨 品 种 冻 害 情 况 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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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14．2 2 11．4 34 1．13．227 0．120．412．60．21．6 9．7 0 0 6．60．101．544．2 0 0 17．0 0 0
四平 33∙030 90．9651190．029．29011．0012．240．01．53．821．00．52．4 4．00．143．5 1．5 0 0 10．5 0 0
合计 47．232 67．8685191．127．911711．129．552．61．73．230．70．51．610．60．242．345．7 0 0 27．5 0 0

　　从表3中的冻死率可以看出�大慈梨、苹果梨冻害较重�相对抗寒性较差�冻死率分别是
67∙8％和27∙9％�大尖把、晚香冻害极轻�冻死率是0�说明抗寒强。其抗寒性由强至弱的顺
序是：尖把＞晚香＞红南果＞南果梨＞大南果＞大梨＞苹香梨＞苹果梨＞大慈梨。
1∙3∙2　苹果

表4　不 同 苹 果 品 种 冻 害 情 况 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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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136 0．060．04278 0．130．05 87 0．020．02136 0 0 104 0．5 0．48173 0 0
四平 39 2．005．10297 25．708．70 16 1．006．30 88 4 4．5 22 1．0 6．10 80 1 1．25
合计 175 2．061．20575 25．834．50103 1．021．00224 4 1．8 136 1．5 1．10 25 1 0．40

　　我省目前苹果的主栽品种主要有 K9、金红、龙冠和黄太平。由于抗寒矮化砧 GM-256的
选育�我省苹果的栽培方式有矮化密植和乔砧稀植。不同栽培方式使同一品种的抗寒性略
有差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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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4的冻死率大小可以看出�苹果主栽品种抗寒性由强至弱的顺序是：黄太平＞矮化
K9＞龙冠＞乔化 K9＞矮化金红＞乔化金红。这一结果说明�矮化栽培相对比乔化栽培品种
抗性略微提高。另外�这些品种之间总的抗寒性差异不大�最重的乔化金红冻死率才达
4∙5％�进一步证明苹果主栽品种抗寒力相对比梨强。
1∙3∙3　李子

我省目前主栽的李子品种有长李15号、晚红、九台晚李�长李17号、6号李等品种也有
栽培。它们的冻害情况见表5。

表5　不 同 李 子 品 种 冻 害 情 况 万株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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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107．7 3．1 2．9 94．5 1．2 1．3 113．6 0．07 0．06 78．2 0．308 0．39 111．4 0．04 0．04
四平 45．0 3．0 6．7 42．0 2．0 4．8 70．0 0．50 0．70 25．0 0．208 0．83 40．0 0．30 0．75
合计 152．7 6．1 4．0 136．5 3．2 2．3 123．6 0．57 0．30 103．2 0．516 0．50 151．4 0．34 0．22

　　从表5中的冻死率可以看出�6号李抗寒性最强�依次是晚红、九台晚李、长李17号、长
李15号。李子品种间的冻害差异也不大�最重的长李15号冻死率才达4∙0％。

果树品种抗寒力的差异�基本上是由其所含遗传基因所决定的�虽然外界环境条件能使
其有所改变�但相应幅度不是很高。根据气象部门测定�2000年冬季四平地区最低气温达
到－35℃以下（公主岭－38∙8℃�伊通－41∙6℃）�吉林地区更低�在－40℃以下（永吉－45℃�
桦甸－47℃）。上述品种的冻死率�既是在此气候条件下的冻害程度真实体现�也是它们的
抗寒能力真实反映。由此我们将梨、苹果、李子三大树种中的主栽品种按冻死率大小分类
（表6）�各地区可依据气候特点�确定其相应发展的果树品种组合。

表6　三大树种主栽品种抗寒力比较
级　别 冻死率 梨 苹果 李子

Ⅰ ＜1％ 尖把、晚香 黄太平 6号李、晚红、九台晚李
Ⅱ 介于1％～5％ 红南果、南果梨、大南果 K9、金红、龙冠 长李17号、长李15号
Ⅲ 介于5％～10％ 大梨、苹香梨
Ⅳ ＞10％ 苹果梨、大慈梨

　　从表6中的分类等级可以看出�处于Ⅰ级的各品种�冻死率在1％以下�这一群体的品
种抗寒力极强�就果树生长生存而言�生产上属于无风险栽培。位于第Ⅱ级的各品种�冻死
率在1％～5％之间�这一群体品种的抗寒力强�除特殊年份和个别地区�一般无冻害发生�
基本上也属于无风险栽培�苹果主栽品种大部分在此级内。位于第Ⅲ级和第Ⅳ级品种（主要
是梨）冻死率分别在5％～10％和10％以上�就吉林省主栽的梨品种来说�其抗寒力中等或
偏上�与上两个级别内品种相比�有些年份也发生冻害�且地势和栽培管理条件等因素影响
较大�生产上属于有一定的风险栽培�各地区发展应根据实际情况慎重选择。
2　产生冻害的原因

探索果树发生冻害的原因�以便采取有效措施�使果树生产尽可能避免或减少由冻害造
成的损失�对果树业今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是果树业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2∙1　绝对低温

2000年冬季我省各地区出现30～60年不遇的恶劣气候条件�绝对低温达到少有的水
平�且持续时间长。据气象部门报道�四平市内－35℃持续3d（伊通县－41∙6℃�公主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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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延边地区－30℃持续18～20d（据延边农科所研究�延边地区1月份平均温度低
于－16℃�苹果梨就有冻害的危险）�辽源东丰县达到－42．5℃�吉林永吉县连续半个月
－45℃�桦甸市－47℃等。说明绝对低温低和持续时间长是我省2000年冬季果树产生冻害
的直接原因。
2∙2　栽培品种

品种是果树生产的载体�是冻害轻重的直接表现者�它的抗寒能力是由本身遗传性所决
定的�虽受环境影响而略有变化�但基本上是固定参数�而非变数。抗寒性强�冻害就轻�冻
死率则低。品种的抗性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在一个地区生长生存适应性和进行经济栽培的可
行性。所以品种的抗寒能力强弱是其冻害是否发生及严重程度的主要原因。
3　影响冻害程度的因素

绝对低温和品种抗寒性是冻害发生的直接原因。但是同一品种冻害表现也因栽培的地
区生产条件差异而不同�说明品种抗寒性也受外界环境影响。明确影响冻害程度的因素�在
制定果树发展规划和生产中加以利用�可以提高我省果树栽培整体的抗低温胁迫的能力。
3∙1　立地条件

调查中发现�不同立地条件�品种的冻害表现差异明显�具体为洼地比平地重�平地比山
地和岗地重�山腰和山下比山顶上重�南坡比北坡重�所以立地条件是影响果树冻害程度的
因素之一。发展果树必须考虑园址选择�同一坡地品种的配置应将抗性稍差安排在坡上。
3∙2　品种区域化

果树是多年生作物�其抗寒力和果实品质等性状应由所含的遗传因子决定�并有适宜栽
培和表现区域。超越了品种的适宜区域范围�必然受到自然及社会的惩罚。白城、辽源地区
并非我省最冷的地区�但却是我省2000年冬季果树受冻程度最重的地区�主要是抗性较差
的品种所占比例相对较高之故。因此�对于一个地区果树发展必须在品种区域试验基础上�
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的果树品种。
3∙3　栽培管理条件

中庸健壮的树势�可以增强树体的抗冻能力�一定程度上减少冻害的危害。调查中发
现�凡是管理较好的果园�相对冻害较轻�管理较差的果园�即便所栽品种抗寒力较强�受冻
也比较严重�所以栽培管理条件也是影响果树冻害程度的因素之一。
4　果树发展与冻害关系

冻害是自然灾害�是寒冷地区果树发展与生产的大敌�人们无力改变大气候�但可通过
选育、选择抗性强的品种、适宜的栽培区域和立地条件�辅以较好的栽培管理技术措施等抵
御这种灾害�减少冻害造成的损失�达到果树生产高效的目的。

纵观我省果树发展史�这种导致果树严重冻害的恶劣天气并不是频繁出现。据考证�我
省各地区约30～50年没有出现这样气候。多年果树生产实践证明�在相同面积下�果树生
产效益是大田作物的5～10倍�尽管果树见果收益相对晚�假如20年一遇�应有15年收益
期�效益也将是大田作物至少50倍以上。

果树名特优新品种�由于具有品质好、产量高、见果早等特性�深受生产者和消费者欢
迎�是果树生产取得优质高产高效的重要保证。尽管有些品种在2000年的气候条件下表现
冻害相对较重�但由于在其它年分基本上无冻害发生�所以还应继续作为良种加以推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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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梨、苹果梨综合性状非常好�至今已有20～40多年栽培史�除2000年发生较严重的冻
害外�其余年份基本无冻害发生。因此�选择适宜的地区发展果树生产�不能因为某些品种
今年相对冻害较重而绝对限制其发展。
5　对我省果树发展的几点见意

吉林省虽非果树最适栽培区�但经各级政府和果树科研工作者共同努力�已选育出一批
适宜我省栽培具有寒冷地区特色的果树新品种。金红苹果补充南方苹果市场供应淡季�深
受欢迎；梨品种与其它产区相比品质毫不逊色�从而为我省果树业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另
外我省有相当面积的荒山、荒坡、退耕宜林地和西部风沙干旱地适宜果树发展�因此果树业
应成为我省农业生产中的一项重要产业而大力发展。2000年冬季的果树冻害�暴露出我省
果树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即缺少抗寒力强、品质水平高的主栽品种�全省果树发展缺乏统一
规划�一些地区忽视品种区划工作�盲目发展以及果树栽培管理水平低下等。为使我省果树
业更好发展�就有关问题提出几点见意。
5∙1　 设立果树科研专项资金

科研工作是果树提高生产力、获得优质高效的重要保证�吉林省是农业大省�以往只是
注重大田作物科研�而忽视了果树的科研投入�严重制约了我省果树科研工作深入开展和果
树生产发展�使果树生产管理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为加强这方面工作�省里有关部门应设
立果树专项研究资金�支持果树产前、产中、产后研究�以适应我省果树发展的需求。
5∙2　 加强抗寒基础理论研究�选育适宜我省栽培抗性更强的果树良种

我省地处寒带�选育或引进的果树良种抗寒性是首要的鉴定指标�利用目前有关抗寒性
的鉴定方法所得结果�只给予一个定性的结论达不到定量的水平�具体能抗零下多少度的低
温无法准确预知�而品种区试结果只能作一定的参考。所以需要开展抗性鉴定方面的研究。

2000年冬季我省三大主栽树种中主栽品种都出现不同程度冻害�就抗寒性而言�这些
良种并非完全适应我省各地栽培�必须继续进行抗寒新品种选育工作�选育抗寒性更强�品
质不低于现有品种水平的果树新品种。性状表现是由品种所含遗传基因决定的�应对抗寒
性状遗传规律或倾向进行深入研究�为抗寒育种亲本选择选配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引进新的
抗寒种质�在常规育种手段基础上�开展生物技术育种。
5∙3　 普及果树栽培基础知识�提高果树栽培管理水平

立地条件和果树栽培管理水平是影响果树冻害程度的主要因素�所以应普及果树栽培
基础知识�使果农明确哪些园址比较理想�搭配的品种怎样科学配置�如何通过日常的田间
管理�达到壮树、优质、高产�提高抵抗自然灾害能力�使果树发展从起步即达到很高水平。
5∙4　 加强品种区试�搞好品种区划

新品种及引进良种必须进行区域试验�才能明确其抗寒性适宜的范围和适宜的栽培区
域�是品种区划的前提。品种区试对寒地果树发展尤为重要�各地区应在品种区划的基础上
选择适宜的果树品种�这样才能减少冻害造成的损失。

综上所述�2000年冬季恶劣的气候�给我省果树生产造成一定损失�但从冻害调查结果
看�除个别果园损失严重外�总体上经过恢复可正常生产。因此�各级政府及广大果农�在吸
取经验教训的同时�正确认识�端正态度�以科学的眼光和方法�对待我省果树的生产和发
展。即在遵守品种区划的原则基础上�应在科技人员正确指导下�选择品种和园址�并且努
力提高栽培技术水平�切忌受灾之后放弃此业�或灾后盲目大发展�造成人为的生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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