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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裂果是石榴生产中的主要问题，作为果实发育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生理性病害，果实开裂会影响其外观及品质，导

致果实商品价值降低，从而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制约了石榴产业经济效益的发挥。从品种、树龄、立地条件、气象因子、栽

培管理等方面对石榴裂果原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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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king Mechanism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Pomegranate
MENG Shubiao
（Heb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Abstract：Fruit cracking is the main problem in pomegranate production. As a physiological disease in the process
of fruit development, fruit cracking will affect its appearance and quality, reduce the commodity value of fruit, cause
serious economic losses and restrict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pomegranate industry. The causes of pomegranate fruit
cracking we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variety, tree age, site conditions,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cultiv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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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Punica granatum L.）为石榴科 (Punicace⁃
ae)石榴属（Punica）植物，原产伊朗和阿富汗等中

亚地区，在我国栽培已有 2 000多年的历史。石榴

果实营养丰富、酸甜可口，为果中佳品，其生态适

应性强，尤其抗旱，为退耕还林和山区综合开发、

脱贫攻坚的首选生态经济林树种 [1]，深受人们喜

爱，栽培面积不断扩大。目前，已形成以陕西临

潼、云南蒙自、山东枣庄、新疆喀什、河南荥阳、安

徽怀远、四川会理等七大石榴优质产区，栽培面

积达 12万 hm2，产量 120万 t[2]。然而，石榴生产中

裂果现象严重，成为制约石榴产业发展的一大障

碍。据报道，裂果轻的年份裂果率为 3%～9%，裂
果重的年份达 30%～75%[3]。果实开裂后，易为鸟

类啄食，完全丧失食用价值，且易感染病虫害和

腐烂，大大降低商品价值，严重影响石榴产业的

经济效益。解决石榴裂果问题成为石榴生产中亟

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根据多年生产经验，并借鉴

前人研究成果，对石榴裂果现象进行分析，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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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防治措施，以期对生产有所帮助。

1 裂果概况

1.1 裂果时期

裂果在石榴幼果期至成熟期都有发生，但不

同时期裂果发生差异明显，以果实膨大后期至成

熟期即采收前 10～15 d最为严重，这一时期的裂

果数量约占全部裂果的 85%～90%。
1.2 裂果方式

石榴裂果以果实中部横向开裂为主，并伴以

纵向开裂，严重的可横、纵、斜向混合开裂，少数

品种纵向或斜向开裂。裂果轻者果皮龟裂但不露

籽粒，不仅影响外观，还易感染病虫害；重者自萼

筒下果皮开裂籽粒外露甚至炸成 3～5瓣悬挂枝

头，即所谓“石榴开花，四分五裂”[4]。
1.3 裂果方位

同一品种，在树体着生方位不同，其裂果发生

的程度也存在差异。着生在树冠外围的裂果重，

而内膛者轻；阳面果实裂果重、阴面较轻。同一

果实则表现为阳面裂口多且重。

1.4 裂果等级

关于石榴裂果等级，目前尚无统一标准。西

东北农业科学 2021，46（4）：84-87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Sciences DOI: 10.16423/j.cnki.1003-8701.2021.04.018

孟树标：石榴的裂果机制及防治措施



2期 孟树标：石榴的裂果机制及防治措施 85

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技人员参照葡萄抗病性鉴定

标准，根据裂果严重程度，将石榴裂果等级划分

为 0～7级共 8个等级 [5]，经试验比较，所得鉴定结

果与果农多年观察结果有很好符合度，具有较高

的参考价值，各级裂果定量程度描述见表 1。
表 1 石榴裂果等级及特征

等级

0
1
2
3
4
5
6
7

表面特征

表面完好，无裂痕

单一裂痕直径小于1 cm，深度小于果皮厚度

多处裂痕直径大于1 cm，深度小于果皮厚度

单一裂痕深度大于果皮厚度，微露果实籽粒

多处有可见籽粒的裂痕，龟裂边缘反翘

单一裂痕开口大于横径的1/2
果实多处开裂，深度超过果实横径的1/2
果实完全开裂，籽粒外露，果实瓣状反翘

2 裂果机理

石榴裂果是一种生理病害。是由内因和外因

共同作用的结果 [6]。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果皮内

外生长速度不一致，籽粒迅速膨大的张力导致果

皮开裂，形成裂果。研究表明，品种、树龄、果实

发育期、栽培措施、气象条件等均与裂果有关。

2.1 品种

几乎所有的石榴品种都有裂果现象发生，但

不同品种裂果程度不同。这是由自身的遗传特性

决定的。一般来讲，成熟期早、果形大、果皮薄、

外皮光滑、果皮红白色的品种易裂果，而成熟期

晚、果形小、果皮厚而粗糙、有锈色的品种不易裂

果，也就是说越优良的品种越易裂果 [7]。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的科技人员根据不同品种石榴抗裂果

能力大小将其分为 5个等级，可供生产上参考 [5]。
不易裂果品种有：大红酸、泰山红，抗裂果品种：

豫石榴 1、2、3号，临选 8号、临选 14，轻度裂果：净

皮甜、净皮软籽、天红蛋、三白甜等，严重裂果：大

青皮甜、峄城红皮石榴等。

2.2 树龄

石榴裂果不仅在品种间表现较大差异，而且

在同一品种间，其树龄不同亦有很大差别。据张

艳侠等调查 [8]，同一品种、相同立地条件和栽培条

件下，5～10年生石榴树裂果率仅 11.9%,而 20年
以上大树则为 43.9%，差异显著。随着树龄增大，

其裂果现象愈加严重。原因在于幼龄树所结的石

榴果皮厚，较抗裂果，故裂果程度轻 ;而老树所结

果实果皮薄，不抗裂，故裂果较重。

2.3 立地条件

石榴裂果与立地条件有关。一般耕作层浅、

活土层薄的土壤，石榴树长势差、产量低、裂果

重，而耕层深厚的土壤，石榴树长势好、产量高、

裂果轻；水浇地裂果轻，旱坡地裂果重。另外，土

质黏重的土壤透气性差，裂果亦重。

2.4 果实发育程度

石榴果实在整个生育期都存在裂果现象，但

以膨大后至成熟前发生最为严重。愈近成熟，裂

果愈重。过熟更容易产生裂果，在生产中常出现

因采摘过晚而导致裂果增多现象。据研究，裂果

常发生于果实迅速膨大期。这可能是由于此时期

果实对外界自然环境及内部生理代谢的协调能力

最弱，从而使果实开裂 [9]。
2.5 气象因素

气象条件是导致石榴裂果发生的主要外部因

素，光照、温度、湿度、降水等气象因子都对裂果

有一定影响 [10]。据观察，当日照时数>5 h，阳面果

实遭受日灼裂果率明显增大。在生长发育期连续

降雨，果实过度吸水容易裂果。而果实膨大期和

成熟期，如前期天气高温、干旱，突遇大雨，则裂

果更重。原因在于果实在较长时间的干旱条件下

突然大量吸水，籽粒迅速膨胀，同时内果皮生长

速度快于外果皮，内外生长失调导致裂果。久旱

遇雨是石榴裂果的主要外部原因 [11]。
2.6 树体营养

树体营养也直接影响石榴裂果程度。幼果

期，特别是进入快速增长至膨胀期，若水、肥（尤

其氮肥）过多、过频，籽粒及内果皮生长速度快于

外果皮，极易导致裂果。石榴的“大小年”现象对

裂果也有影响，“小年”树体负载量小，营养及水

分供应过剩，裂果率明显高于“大年”[12-13]。
石榴裂果是一种生理性病害，矿质营养缺乏

会导致石榴果实发育过程中的生理失调而产生裂

果。其中，钙质营养缺乏是引起裂果的主要原

因。果树生理学研究表明，钙是细胞壁的重要组

成部分，与果胶质结合形成钙，能够增强细胞的

弹性，使果皮有较强的抗裂能力。而低水平的钙

不足以维持膜结构的稳定性和细胞壁的弹性 [14]。
据测定，发生裂果的石榴果皮中钙含量普遍较

低，而叶面喷施氯化钙溶液则能显著降低裂果

率，从实践中印证这一理论的正确 [15-16]。

3 防治措施

3.1 选择抗裂果品种

选育不裂果或抗裂果品种是解决石榴裂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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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根本措施。据观察，豫石榴系列品种以及大

青皮、青皮糙、临选 14、临选 8号、河阴铁皮、河阴

铜皮、山东泰山红、河阴月亮白石榴、河阴红灯石

榴、突尼斯软籽石榴、超大籽石榴及枣庄青皮大

籽、厚皮甜、竹叶青、岗榴等品种均较抗裂果，可

根据生产需要选用 [8, 17]。近年来，山东省选育的

石榴新品种‘秋艳’‘青丽’等均有较好的抗裂效

果，可在石榴适栽区大力推广 [18-19]。
3.2 科学建园

正常灌水的石榴园中裂果率一般为 5%，而旱

岭地石榴裂果率为 10%，严重的可达 70%以上 [9]。
因此，如有条件应尽可能选择水浇地建园；干旱

坡岭地建园应搞好水土保持工程，采取反坡梯田

或鱼鳞坑整地，提高园地保水保肥能力，改善生

长条件 [20]。此外，北方地区石榴生长后期降水不

均易造成裂果，可考虑设施栽培方式建园，建设

钢架结构大棚(可连栋)，在久旱遇雨的 8～9月份，

适时扣棚，降低果实裂果发生 [21]。
3.3 加强栽培管理

3.3.1 加强肥水管理，保持肥水平衡

土壤水分骤然升降是导致裂果的主要原因。

水分管理要根据石榴不同的生长发育期按照少

量、多次、均衡、适当的原则进行 [12,22-23]。特别注意

石榴果实发育中后期浇水，如遇前期长期干旱

时，切忌大水漫灌，要小水勤浇；雨季来临前，为

增强果皮对湿潮环境的适应性，防止果皮开裂，

可以向树冠喷水；采收前禁止浇水。在果实发育

中后期，做到旱浇涝排，使土壤含水量保持在

18%～23%[24]。此外，地膜覆盖、树盘覆草、间种绿

肥植物等均可保持水分、减少蒸发、稳定地表温

湿度，降低石榴裂果率，是生产上行之有效、简便

易行的技术措施。其中地膜覆盖的效果较好，可

降低裂果率近 9%[25]。
改善施肥状况保持营养平衡。提倡秋施基

肥，以腐熟的农家肥为主，辅以适当磷、钾肥；幼

果期至果实膨大期，根据树体营养状况及时追

肥。最好选用果树专用复合肥，保持营养全面、

均衡。近年来，生物微肥广泛应用于农林业生

产，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26]。施肥以少量、多次补充

为宜。严格控制化肥，尤其是氮肥的使用。叶面

喷肥是快速精准补充养分的有效措施。于果实膨

大期，果面喷施 0.5%氯化钙溶液，每 7～10 d一
次，连喷 3次，有利于增强果皮韧性，降低石榴裂

果 [27-29]。硝酸钙、高能钙或其他有机钙等也有减

轻石榴裂果的作用。

3.3.2 加强修剪，保持中庸树势

注意合理修剪，及时疏花、疏果，保持中庸树

势和正常负载量，防止“大小年”现象的发生，有

利于降低裂果率。冬季修剪时要疏掉或回缩一部

分大的交叉枝、重叠枝和外围密生结果枝，调整

好各级骨干枝的从属关系；夏季修剪主要是抹

芽、摘心和剪枝等，对无用的密挤枝芽要及早抹

除，及时疏除无用的徒长枝，打开层间光路，防枝

磨果。据试验，树冠下光斑面积占树冠投影面积

的 10%～15%，且透光均匀，对促进果实着色、提

高品质和防止裂果有一定的作用。

3.3.3 果实套袋

果实套袋可减少光照对果皮的灼伤，对温、湿

度的剧烈变化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增加了外果

皮的延伸性和弹性，减少裂果发生，是防止石榴

裂果最有效的技术措施之一。不套袋的石榴裂果

率为 23.08%，套塑料袋石榴裂果率仅为 5.02%，效
果明显[28]。套袋一般在幼果期进行。套袋前全树细

致喷 1次大生M-45 800倍液+25%灭幼脲 3号 2 000
倍液。套袋不仅可防裂果，还有防病、防虫、改善

外观品质的作用，可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3.3.4 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

合理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是防止果实裂果的

一项高效、省力措施，已在枣、葡萄、荔枝等果树

上普遍应用 [30-31]。石榴果实膨大期，树冠喷施 25
mg/L的赤霉素、乙烯利和 NAA以及 0.3%多效唑、

0.1%的比久等均有减轻和防止裂果的作用。但

不同种类的外源激素施用效果差异明显，以赤霉

素的效果最佳，可使裂果减少 30%以上 [25]。
3.4 适时采收

根据石榴多次开花、多次坐果、果实成熟期不

一致的特点，采收时应根据石榴果实成熟度分

期、分批采收，成熟一批采收一批，既可减少裂果

的发生，又能保证果实的品质 [32]。此外，如石榴成

熟期久旱遇雨，雨后应及时采收。对不抗裂果的

品种可适当早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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