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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了提高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苹果幼树的栽植成活率和保存率 ,对 3 个穴状整地时期的土壤物理

性状及苹果幼树生长状况进行了监测研究。结果表明 ,穴状整地后土壤容重降低 ,土壤总孔隙度和非毛管

孔隙度提高。雨季前穴状整地提高了春季和幼树生长前期的土壤水分 ,减小了土壤日温差 ,提高了苗木成

活率 ,促进了树体生长。但雨季后和春季穴状整地降低了春季和幼树生长前期的土壤水分 ,加大了土壤日

温差 ,降低了苗木成活率 ,削弱了树体生长 ,并且加深了定植当年的地面塌陷深度 ,降低了苹果幼树冬春季

的枝条含水量 ,提高了枝条抽条指数 ,降低了苗木保存率。陕北丘陵沟壑区栽植苹果时应该在雨季前穴状

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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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order to increase t he livability and survival rate of young apple t rees in t he loess hilly and gully

areas of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 soil p hysical p roperties and young apple t ree growt h were monitored by

t he t hree t reat ment s of soil p reparation by digging hole before rainy season , af ter rainy season , and in

sp ring. Result s showed t hat soil bulk density was decreased and soil total porosity and soil non2capillary po2
rosity were increased after soil p reparation by digging hole. For t he t reat ment of soil p reparation by digging

hole before rainy season , soil moist ure was increased in sp ring and t ree growt h prop hase period ; soil temper2
at ure difference between daily max2temperature and daily min2temperat ure was decreased ; t ree livability was

increased ; and t ree growt h was promoted. However , for the t reat ment s of soil p reparation by digging hole

after rainy season and in sp ring , soil moist ure was decreased ; soil temperat ure difference was increased ; t ree

livability was reduced ; t ree growt h was weakened ; ground subsidence dept h was deepened in plant year ;

branch water content was reduced in t he winter and sp ring ; branch shriveling index was increased ; and t ree

survival rate was decreased. Soil p reparation by digging hole before rainy season is suggested when apple

t rees were planted in t he loess hilly and gully area of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Keywords : period of soil preparation by digging hole ; soil physical property; young apple tree ; l ivabil ity

　　土壤是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交换的重要场所 ,

是果树生长发育的基础。土壤容重和孔隙度影响土

壤的蓄水性和通气性 ,并间接影响土壤肥力和果树生

长发育。土壤容重过大 ,孔隙度过小 ,不利于土壤蓄

积雨水 ,易造成土壤通气不良 ,种子发芽困难 ,根系不

易下扎甚至不能生长等[ 123 ] ;土壤容重过小 ,孔隙度过



大 ,易漏风、跑墒 ,土壤温度不易稳定 ,土壤养分易淋

失 ,且根系不能与土粒密切接触 ,吸水吸肥困难 ,易产

生吊根、倒伏甚至死亡[ 425 ] 。对于通气不良 ,排水不畅

的地块 ,农业生产中通常采用免耕、轮耕、深耕、覆盖

及土壤调理剂等来调整土壤的通气状况及蓄水、保温

能力[ 6210 ] ;对于容重小 ,孔隙度大 ,易漏风、跑墒的地

块 ,通常采用碾压的方式提高土壤的紧实度 ,减少土

壤水分散失。果树、林业生产中为了改良土壤 ,对于

质地黏重 ,通气不良的土壤通常采用穴状整地及施肥

来调节土壤的蓄水性与通气性 ,改善土壤温度变化 ,

提高苗木成活率 ,促进树体生长[11214 ] 。陕北黄土丘陵

沟壑区为干旱半干旱地区 ,苹果栽植面积为1. 0 ×105

hm2 ,为陕西省新发展的优质苹果生产基地。陕北黄

土丘陵沟壑区降水主要集中于 7 —9 月 ,土壤主要为

黄绵土 ,轻壤。果树栽植大多采用雨季后穴状整地春

季定植 ,但苗木成活率低 ,树体生长状况差 ,且定植穴

越大越深 ,冻土层越深 ,土壤水分越少 ,苗木成活率越

低 ,抽条越严重[15 ] 。陕北丘陵沟壑区雨季后穴状整

地造成苗木成活率降低 ,生长状况变差与该区域的黄

绵土容重小 ,孔隙度高 ,保水性、保温性差等具有密切

的关系[16 ] 。为了解决生产中的问题 ,提高土壤水分

和苗木成活率 ,2006 —2008 年以雨季后穴状整地为

对照 ,对雨季前、春季穴状整地的土壤容重、土壤孔隙

度、土壤水分、土壤温度和苹果幼树成活率及保存率

进行了监测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的自然条件

试验地位于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安塞县沿河湾

镇县南沟流域寨子湾村 ,年均气温 8. 8 ℃, ≥10 ℃活

动积温 3 171. 2 ℃,年太阳辐射 528. 6 kJ / cm2 ,日照

时数 2 415. 6 h ,无霜期 159 d。该区年降水量 549. 1

mm ,主要集中在 7 —9 月 ,10 月到翌年 4 月降水 92. 3

mm ,仅占全年降水的 16. 81 %。试验地海拔 1 180

m ,为梯田 ,宽 20～25 m ,坡向南偏东 12°。试验地土

壤为黄绵土 ,轻壤 ,厚度 90～150 m。试验地耕层土

壤田间持水量为 198. 1 g/ kg ,容重为 1. 17 g/ cm3 ,总

孔隙度为 55. 4 % ,毛管孔隙度为 35. 3 %。受降水的

影响 ,3 —6 月为土壤水分散失阶段 ,7 —9 月为累积阶

段 ,10 —11 月为缓慢散失阶段 ,12 月到翌年 2 月由于

土壤封冻 ,为相对稳定阶段。

1. 2 　材料与设计

试验苹果品种为长富 2 号 ( M al us domestica

B ork h cv. Red Fuj i 2) ,砧木为新疆野苹果 ( M.

sieversi i (Ledeb. ) Roem) ,2007 年 4 月 15 日定植 ,

密度 4. 0 m ×5. 0 m。定植时苗高 120 cm 左右 ,径粗

0. 8～0. 9 cm ,每株有 5 条以上根系 ,生长健壮 ,无病

虫害。

试验以雨季后 (2006 年 10 月 15 日) 穴状整地为

对照 ,设雨季前 (2006 年 7 月 15 日) 和春季 (2007 年

4 月 15 日)穴状整地。试验每个处理为 1 小区 ,每个

小区穴状整地 50 个 ,重复 3 次。第 1 层梯田由东向

西依次为雨季前、雨季后和春季穴状整地 ;第 2 层为

春季、雨季前和雨季后穴状整地 ;第 3 层为雨季后、春

季和雨季前穴状整地。定植穴长、宽、深均为 1. 0 m ,

雨季前、雨季后穴状整地完工后及时回填土壤 (回填

时不踩实 ,以利降水入渗) 。春季穴状整地时边整地

边栽植。定植时不同处理每穴施腐熟羊粪 5 kg ,灌

水 5 kg ,以树干为中心 ,树盘内覆盖地膜 1. 0 m2 。定

植后的修剪、病虫防治等相同。试验园无灌溉条件 ,

定植后果树生长完全依赖自然降水。

1. 3 　测试项目及方法

1. 3. 1 　土壤容重、孔隙度及地面塌陷深度 　定植前

(2007 年 4 月 13 日)在春季穴状整地区 (此时还未穴

状整地)选取 3 个采样点 ,10 cm 土层采样 1 次 ,环刀

法测定 0 —100 cm 土层土壤容重、总孔隙度和毛管孔

隙度 ,并计算出非毛管孔隙度[17 ] ;相同方法测定雨季

前、雨季后穴状整地穴中心 0 —100 cm 土层土壤容

重、总孔隙度和毛管孔隙度。2007 年夏季 (6 月 15

日) 、秋季 (10 月 15 日)和 2008 年春季 (4 月 15 日)每

个处理选取 3 株苹果树 ,在树干正南部 25 cm 处测定

0 —100 cm 土层土壤容重、总孔隙度、毛管孔隙度和

非毛管孔隙度。2006 年 10 月 15 日用游标卡尺测定

雨季前穴状整地的地面塌陷深度 ,2007 年 10 月 15

日测定不同处理的地面塌陷深度。

1. 3. 2 　土壤水分 　定植前在春季穴状整地区选取 3

个点 ,10 cm 土层采样 1 次 ,烘干法测定 0 —100 cm

土层土壤含水率 ( %) ;相同方法测定雨季前、雨季后

穴状整地穴中部 0 —100 cm 土层土壤含水率。2007

年夏季、雨季、秋季和 2008 年春季测定不同处理树干

正南部 25 cm 处 0 —100 cm 土层土壤含水率。根据

土壤容重、土层厚度和土壤含水量换算出不同土层土

壤的水层厚度[18 ] 。

1. 3. 3 　土壤温度 　定植前在春季穴状整地区选 3 个

点 ,从 7 :00 时到 21 :00 时用曲管地温计每隔 1 h 测

定 1 次 20 cm 和 40 cm 土层土壤温度 ;相同方法在雨

季前、雨季后穴状整地区测定穴中部 20 cm 和 40 cm

土层土壤温度。定植后、夏季、雨季、秋季和 2008 年

春季在距树干 25 cm 的正南方向测定不同处理 20

cm 和 40 cm 土层土壤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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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幼树成活与生长状况 　2007 年 7 月调查不

同处理的苗木成活率。2007 年 11 月测定不同处理

的枝条数、枝条长度与粗度 (春梢和秋梢分别测定) 、

树干直径等状况。2008 年春季调查不同处理的苗木

存活率。

枝条含水量 :2007 年 11 月 15 日 ,12 月 15 日和

2008 年 2 月 15 日 ,3 月 15 日 ,4 月 15 日分别从每个

处理的 10 株上剪取 10 根 1 年生枝条 ,分别在每根枝

条的春梢和秋梢中部剪取 10～15 cm 的枝段 ,用烘干

法测定不同处理春梢、秋梢枝条含水量。

2008 年 4 月 15 日调查不同处理的抽条级别。0

级 :未抽条 ; 1 级 :秋梢上部抽干 ; 2 级 :秋梢抽干 ; 3

级 :春梢抽干 ;4 级 :2 年生枝条抽干 ;5 级 :地上部全

部抽干。抽条指数 :

W I = ∑
n

i = 0
( X i - S i ) / ∑

n

i = 0
( X i S max ) ×100

式中 : W I ———抽条指数 ; X i ———不同级别的株数 ;

S i ———抽条级别 ; Smax ———最高抽条级别。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 1 　土壤容重与土壤孔隙度

2. 1. 1 　土壤容重 　土壤容重、土壤孔隙度与降水渗

透率密切相关。土壤太紧实不利于蓄积雨水 ,太疏松

不利于保墒。一般情况下土壤容重在 1. 1～1. 2 g/

cm3较适宜种子发芽和作物根系生长[ 19 ] 。春季穴状

整地 0 —100 cm 土层土壤容重在定植前由表层到深

层逐渐增加 ,平均为 1. 21 g/ cm3 (表 1) ,适宜苹果根

系的生长。雨季前、雨季后穴状整地的土壤经过扰

动 ,上下层土壤容重相近 ,定植前 0 —100 cm 土层土

壤容重平均为 1. 05 g/ cm3和 1. 02 g/ cm3 ,极显著 ( P

< 0. 01)低于春季穴状整地。随着时间的推移 ,降水

入渗和土壤沉积 ,雨季前穴状整地的土壤容重在夏

季、2008 年春季显著高于 ( P < 0. 05) 春季穴状整地 ;

在秋季显著高于雨季后和春季穴状整地 (表 1) 。定

植前雨季前穴状整地、雨季后穴状整地的土壤容重较

低 ,土壤水分易散失 ,苗木根系不能与土壤密切接触 ,

易导致苗木根系吸水困难而死亡。不同处理的土壤

容重在夏季、秋季及 2008 年春季均有所上升 ,但均未

达到 1. 1 g/ cm3 ,相对未整地的土壤容重较不适宜苗

木生长。

2. 1. 2 　土壤总孔隙度 　土壤孔隙是土壤水分、空气

的通道和贮存场所 ,土壤孔隙度越大 ,水分和空气所

占土壤中的容量就越大 ,土壤越易吸纳降水及散失水

分。耕层土壤总孔隙度在 50. 0 %～56. 0 % ,下层土

壤在 50. 0 %对农业生产有利[5 ] 。春季穴状整地 0 —

100 cm 土层土壤总孔隙度在定植前 (未穴状整地) 为

54. 34 % ,而雨季前、雨季后穴状整地在 60. 0 %以上

(表 1) ,高于作物适宜生长的范围 ,极显著高于春季

穴状整地 (未穴状整地) 。3 个处理的土壤总孔隙度

在夏季、秋季、翌年春季均表现为基本相同 ,无显著差

异。穴状整地后土壤总孔隙度提高 ,土壤疏松 ,利于

降水入渗和水分蒸散 ,当降水较少时易出现吊根及倒

伏现象。

表 1 　不同处理不同时期 0 一 100 cm土层土壤容重和孔隙度

土壤物理
性质

处 理
定植
前

夏季 秋季
翌年
春季

容重/

(g ·cm - 3 )

雨季前穴状整地 1. 05B 1. 05a 1. 08a 1. 09a

雨季后穴状整地 1. 03B 1. 03ab 1. 05b 1. 07ab

春季穴状整地 　 1. 21A 1. 02b 1. 04b 1. 06b

总孔隙度/

%

雨季前穴状整地 60. 37A 60. 37 59. 24 58. 86

雨季后穴状整地 61. 13A 61. 13 60. 37 59. 62

春季穴状整地 　 54. 34B 61. 50 60. 75 60. 00

毛管

孔隙度/ %

雨季前穴状整地 34. 08 34. 14 34. 35 34. 52

雨季后穴状整地 34. 68 34. 06 34. 26 34. 51

春季穴状整地 　 34. 74 33. 72 34. 12 34. 62

非毛管

孔隙度/

%

雨季前穴状整地 26. 29A 26. 23b 24. 89b 24. 32

雨季后穴状整地 26. 45A 27.07ab 26.11ab 25. 11

春季穴状整地 　 19. 60B 27. 78a 26. 63a 25. 38

　　注 :表中数据采用新复极差法检验 ,a ,b 表示同一列数据显著水

平达 0. 05 ,A ,B 表示显著水平达 0. 01。下同。

2. 1. 3 　土壤毛管孔隙度 　土壤毛管孔隙是土壤水分

贮存和水分运动的场所。土壤毛管孔隙过少不易保

水 ,过多则保水性过强 ,易产生渍涝。毛管孔隙为

43. 0 %～45. 0 %最适宜土壤保水和作物生长。黄绵

土通透性强 ,保水性较差 ,不同处理 0 —100 cm 土层

毛管孔隙度在不同时期均低于作物生长最适宜的范

围 (表 1) 。毛管孔隙主要取决于土壤质地、结构等 ,

穴状整地对土壤毛管孔隙影响较小 ,不同处理的毛管

孔隙在不同时期无显著差异。

2. 1. 4 　土壤非毛管孔隙度 　土壤非毛管孔隙是土壤

通气透水的通道 ,经常被土壤空气占据。土壤非毛管

孔隙直接影响土壤的通气性和渗水、排水能力及散失

能力。通常作物生长最适宜非毛管孔隙度 ,耕层土壤

为 15. 0 %～20. 0 % ,下层土壤为 10. 0 %左右 ,一般情

况下土壤非毛管孔隙度为 10. 0 %～13. 0 %[5 ,19 ] 。黄

绵土通气性和渗水、排水能力强。春季穴状整地 0 —

100 cm 土层土壤非毛管孔隙度在定植前 (未穴状整

地)为 19. 6 %(表 1) ,非毛管孔隙度偏高 ,而雨季前、

雨季后穴状整地的为 26. 0 %以上 ,极显著高于作物

生长最适宜的范围和春季穴状整地。随着降水入渗

及土壤沉积 ,雨季前穴状整地的土壤非毛管孔隙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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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秋季显著低于春季穴状整地。不同处理的非毛

管孔隙度在 2008 年春季无显著差异。穴状整地提高

土壤的非毛管孔隙度 ,不利于土壤保持水分 ,易造成

土壤水分下渗及蒸散。

2. 2 　土壤水分及塌陷深度

2. 2. 1 　土壤水分 　土壤水分不但直接影响作物的生

长 ,而且对土壤微生物活动 ,土壤养分分解与转化 ,土

壤温度和土壤空气等各种理化性质都有着深刻的影

响与制约作用。定植前 0 —100 cm 土层土壤水分雨

季前穴状整地为 141. 50 mm ,雨季后穴状整地为

104. 7 mm ,春季穴状整地为 128. 6 mm ,三者之间达

到极显著差异 (图 1) 。经过干旱的春季与初夏 ,夏季

不同处理的土壤水分均比定植前降低 ,雨季前、雨季

后、春季穴状整地的土壤水分分别为 94. 7 , 83. 7 ,

86. 2 mm。雨季前穴状整地的土壤水分仍极显著高

于雨季后和春季穴状整地 ,春季穴状整地略高于雨季

后穴状整地。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降水集中于 7 —9 月 ,受降

水的影响 ,不同处理的土壤水分在雨季、秋季基本相

同 ,无显著差异。不同处理的土壤水分在 2008 年春

季为雨季前穴状整地 > 雨季后穴状整地 > 春季穴状

整地 ,但无显著差异。雨季后与春季穴状整地降低了

苹果幼树生长前期的土壤水分 ,相对提高了生长后期

的土壤水分。陕北丘陵沟壑区春季土壤水分低 ,枝条

生长缓慢 ,夏秋季土壤水分较多 ,枝条生长旺盛。陕

北丘陵沟壑区秋季降温速度快 ,往往 1～2 次的降温

便可由秋季转为冬季 ,使秋季旺盛生长的枝条遭到早

霜的危害 ,叶片不能自然脱落 ,造成枝条成熟度差 ,易

导致春季抽条严重[16 ] 。

2. 2. 2 　塌陷深度 　土壤越疏松 ,遇水越容易塌陷。

雨季前穴状整地的地面塌陷深度在 2006 年秋季为

6. 2 cm ,2007 年秋季为 1. 7 cm。雨季后和春季穴状

整地的地面塌陷深度在 2007 年秋季为 6. 7 mm 和

5. 6 cm。2007 年秋季 3 个处理之间的地面塌陷深度

均达到极显著差异水平。果园地面塌陷深度越深 ,越

容易产生吊根、断根、裸根等现象 ,越易导致苗木抽条

或死亡。

2. 3 　土壤温度

土壤温度与土壤水分、质地、土壤空隙度等密切

相关。土壤水分越高 ,土壤空隙度越小 ,土壤温度变

化越平缓。定植前、定植后不同处理 20 ,40 cm 土层

土壤日温差均达到极显著差异 ,其中雨季后穴状整地

土壤日温差最大 ,雨季前最小。夏季 20 ,40 cm 土层

土壤日温差雨季前穴状整地与雨季后穴状整地、春季

穴状整地达到极显著差异。雨季、秋季和 2008 年春

季不同处理土壤温度变化相同 ,无显著差异 (表 2) 。

图 1 　不同处理不同时期的土壤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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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处理不同时期的土壤日温差

土层/ cm 处 理 　　
土壤日温差/ ℃

定植前 定植后 夏季 雨季 秋季 翌年春季

20

雨季前穴状整地 1. 1C 2. 9C 4. 0B 5. 6 3. 1 2. 9

雨季后穴状整地 3. 8A 3. 3B 4. 4A 5. 6 3. 1 2. 9

春季穴状整地 3. 4B 3. 7A 4. 6A 5. 6 3. 1 2. 9

40

雨季前穴状整地 0. 3C 0. 6C 0. 7B 0. 9 0. 4 0. 6

雨季后穴状整地 0. 7A 0. 8A 0. 9A 0. 9 0. 4 0. 6

春季穴状整地 0. 5B 0. 7B 0. 9A 0. 9 0. 4 0. 6

2. 4 　苗木生长状况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春季苗木栽植成活率与土

壤水分含量密切相关。雨季前穴状整地的土壤水分

在定植前及定植后较高 ,土壤孔隙度较低 ,土壤温度

变化平缓 ,利于苗木吸水吸肥及生长。雨季前、雨季

后及春季穴状整地的苗木成活率分别为 91. 3 % ,

71. 6 %和 79. 4 % ,相互之间达到极显著差异。雨季

前穴状整地的新生枝条多 ,枝条较长较粗 ,且春梢比例

较大 ,树干较粗 ,而雨季后和春季穴状整地的枝条较短

较细 ,且秋梢比例较大 ,树干较细 (表 3) 。2007 年秋季

到 2008 年春季雨季前穴状整地的春梢、秋梢水分含量

均极显著高于雨季后和春季穴状整地 ,春季穴状整地

显著高于雨季后穴状整地 (图 2) 。雨季前、雨季后、春

季穴状整地的抽条指数分别为 21. 13 , 31. 18 ,

25. 46 ,相互之间达到极显著差异。越冬后翌年春季

幼树存活率分别为 97. 5 % ,85. 2 % ,91. 2 % ,相互之间

达到显著差异 ,且雨季前与雨季后达到极显著差异。

图 2 　不同处理不同时期的枝条含水量

表 3 　不同处理的树体生长状况

处 理
枝 条

枝条数 平均长度/ cm 平均粗度/ cm

最长枝条

长度/ cm 粗度/ cm

春梢 秋梢 春梢 秋梢

树干直径/

cm

雨季前穴状整地 5. 2A 18. 8A 0. 41A 14. 3A 13. 1 0. 49A 0. 37 1. 58A

雨季后穴状整地 3. 4C 12. 4C 0. 32B 7. 5C 12. 6 0. 39C 0. 35 1. 13C

春季穴状整地 4. 1B 14. 2B 0. 33B 9. 2B 13. 2 0. 43B 0. 36 1. 28B

3 　讨 论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为干旱半干旱地区 ,春季苗

木栽植成活率与土壤水分、土壤温度密切相关 ,而土

壤的保水性、保温性与土壤容重、土壤空隙度密切相

关。陕北丘陵沟壑区降水集中于 7 —9 月 ,冬春季干

旱少雨多风 ,山坡地无灌溉水源 ,土壤主要为黄绵土 ,

轻壤 ,土壤孔隙度高 ,保水能力弱 ,如何提高土壤的蓄

水、保水性 ,达到“秋水春用”是提高苗木成活率的关

键。提前穴状整地的主要目的是蓄积降水 ,提高土壤

水分 ,但黄绵土土壤容重较小 ,通透性强 ,穴状整地会

进一步降低土壤容重 ,提高土壤总孔隙度和非毛管空

隙度 ,降低土壤的蓄水、保水能力。雨季前穴状整地

经过雨季 ,土壤得到沉积 ,土壤容重得到提高 ,非毛管

空隙减少 ,土壤的保水性提高 ,且雨季前穴状整地在

雨季蓄积了大量的雨水 ,经过干旱、多风的冬春季 ,土

壤失水量小 ,翌年春季定植时及定植后土壤水分含量

较高 ,土壤温度变化平缓 ,苗木的成活率提高 ,树体生

长状况良好。雨季后穴状整地土壤容重减小 ,非毛管

空隙增加 ,土壤的保水性能减弱。雨后穴状整地没有

蓄积到雨水 ,经过干旱多风的冬春季 ,散失了大量的

土壤水分 ,翌年春季定植时及定植后土壤水分含量较

低 ,土壤温度变化剧烈 ,苗木的成活率降低 ,树体生长

状况较差。春季穴状整地增加了土壤的通透性 ,但春

季降水量小 ,积蓄不到水分 ,土壤得不到沉积。而春

季气温上升快 ,风沙大 ,土壤水分散失量大 ,苗木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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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土壤含水量较低 ,温度变化剧烈 ,苗木成活率较低 ,

树体生长状况较差。定植后随着春夏旱季的结束 ,

7 —9 月雨季的来临 ,由于雨季后及春季穴状整地的

土壤容重较小 ,土壤总孔隙度和非毛管空隙度较大 ,

降水入渗能力强 ,大量蓄积了降水 ,造成苗木徒长 ,导

致枝条不易成熟 ,越冬及翌年春季枝条失水量大 ,抽

条严重 ,苗木存活率降低 ;雨季前穴状整地由于春季

土壤含水量较高 ,春梢生长量较大 ,雨季时土壤积蓄

的降水相对较少 ,苗木能正常生长 ,徒长现象较少 ,枝

条较成熟 ,越冬及翌年春季枝条失水量小 ,抽条较轻 ,

苗木存活率较高。定植后由于降水较少 ,雨季后和春

季穴状整地的土壤疏松 ,随着雨季的来临及雨水的沉

积作用 ,地面塌陷较深 ,易产生吊根、断根、裸根及苗

木倒伏现象 ,易导致苗木失水、抽条及死亡 ,造成苗木

越冬困难 ,降低苗木的存活率。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山坡地无灌溉水源 ,栽植果

树应在雨季前穴状整地 ,才能够蓄积大量降水 ,达到

“秋水春用”,才能提高苗木栽植成活率 ,促进树体生

长。雨季后穴状整地 ,不但不能蓄积到降水 ,而且会

促进土壤水分大量散失 ,降低苗木成活率 ,削弱树体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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