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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主干“并棒”树形在长枝富士苹果矮砧集约栽培 

中的表现初探 

 

栽培与土肥研究室  张东  韩明玉  马小龙 

 

苹果树形影响树体内部光截获和光照辐射分布，对于苹果树的

光合作用、肥水利用效率具有重要影响，适宜的树形对于提高果实

品质以及果园整体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的矮砧苹果园

常见树形有高纺锤形、细长纺锤形、改良纺锤形、Y形、V形等，其

中高纺锤形应用最广，近年来，本岗位在千阳、凤翔、扶风、乾县

等地果园调研发现，富士品种应用高纺锤形树形存在大小年结果现

象，需要进一步优化。树形优化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双主

干甚至多主干整形可以将树体生长活力分配到各个主干中，一定程

度上减弱树势，同时枝叶更加分散，可以增加树体内部透光率，得

到了国内外同行关注，“BIBAUM”（翻译为“并棒”）树形是意大利

Mozzoni公司发明的专利双主干树形，该树形是在砧木同一高度、水

平相对的位置同时嫁接同一品种的两个芽，苗木定植后会在自根砧



上直接长成两个主枝，让这两个主枝平衡生长，最终形成类似于“Y”

字形的双主干树形（图 1），该树形与“Y”字形最显著差别在于，该

树形为顺行栽植，在一个平面内。 

 

 

 

 

 

 

 

 

 

 

 

图 1 意大利“Bibaum”（并棒）树形示意图 

2015 年，陕西华圣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果业公司率先在

国内果园引进种植此树形，品种为‘富姬酷’和‘富金’，两者均为

欧洲引进的长枝型富士系品种。为了对并棒树形在富士苹果矮砧集

约栽培中的表现进行初步探索与评价，本岗位自 2015年起，在华圣

公司果园选取了‘富姬酷’富士幼树进行了连续的观察，高纺锤形

株行距 1.0*3.5m，并棒形株行距 1.2*3.5m，砧木均为 M9-T337，重

点比较了该果园富士苹果并棒形和高纺锤形在树体结构、冠层及果

园光照、果实品质产量等方面的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并棒形长枝富士苹果幼树较高纺锤形，在多个

方面都具有出色表现（图 2）。首先，并棒形富士由于采用了双主干

整形方式，很好地分散了树体生长活力，其树高、干径显著小于高

纺锤形，因此，可以更好地控制树势；两种树形同样都采用了 M9-T337



自根砧，但并棒形砧木粗度明显大于高纺锤形，这是由于更粗的砧

木可以更好地满足双主干对于水分和营养的供应。虽然并棒形树体

高度显著低于高纺锤形，但其树体生长速度更快，枝量增加迅速。

并棒形亩枝量建园第二年低于高纺锤形，但建园第三年迅速反超。 

 

 

 

 

 

 

 

 

 

 

 

 

 

图 2 建园第三年‘福布拉斯’富士苹果并棒树形结果状 

枝类组成和成花方面，并棒形由于采用双主干整形，拥有更合

理的枝类组成比例。即营养长枝的比例明显减少，短枝、果台枝及

其副梢的比例显著增多。建园第三年，并棒形和高纺锤形的长中短

枝比例分别为 14.05%和 26.81%，12.10%和 8.88%，73.85%和 64.3%。

并棒形长枝比例明显低于高纺锤形，中短枝比例明显高于高纺锤形。

因此并棒形幼树相比高纺锤形具有更合理的长中短枝比例，更容易

形成较高产量。较低的营养长枝比例可以更好地控制树体徒长，增

加果实生长的营养分配比例。同时，并棒形树体成花率也明显高于

高纺锤形，建园第三年，并棒形和高纺锤形树体成花率差异明显，



树体整体以及长中短枝成花率分别为 84.05%和 64.81%，77.33%和

55.33%，64.00%和 50.87%，82.98%和 63.41%。说明并棒形富士幼树

枝梢更容易成花。更高的短枝比例以及成花率为高产奠定了基础。 

基于树体三维模型及虚拟果园分析（图 3），并棒形富士的树体

单株以及果园整体光照都具有一定优势。对于单株树体，并棒形富

士冠层光截获值高于高纺锤形。同时并棒形着生果实的果台副梢在

冠层中的分布更合理，即果实品质随树体树龄增长的影响相比高纺

锤形更小。在实际果园环境中，树体光照会受到自身结构和周围树

体的双重影响，而基于虚拟果园的结果表明，并棒形富士冠层整体

以及营养短枝的光截获值受周围树体的影响更低，说明并棒形在果

园环境中的冠层光照优势更大。而并棒形富士的树体遮挡效应始终

小于高纺锤形，说明并棒形富士具有发展更高密度栽植的光照优势。 

图 3 并棒形和高纺锤形富士幼树树体虚拟冠层图像 

果实品质和产量方面，两种树形在单果重、果实硬度、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等品质指标方面无显著差异，但由于并棒形具有更合理

的枝类组成以及更高的枝梢成花率，其单株挂果数以及单株产量始

终大于高纺锤形；在产量方面，并棒形的果实产量表现以及绝佳的



潜力。建园第二年两种树形单株产量差异不大，而并棒形种植株距

大于高纺锤形，因此并棒形建园第二年亩产量稍低于高纺锤形，但

由于并棒形枝叶增长迅速，产量在建园第三年迅速增加，亩产量明

显高于高纺锤形。 

矮化自根砧嫁接长枝型富士采用并棒树形相比高纺锤形，树体

更矮，但树体生长速度快、枝量大、易成花、枝（梢）类组成更合

理；树体单株和果园整体光照更优，且有望在更高密度的栽植中依

然保持优势；两种树形果实品质相当的同时，并棒形富士幼树产量

增长迅速，树体成形后产量更高，更能满足苹果矮砧密植生产中快

速建园的需求。 

现代矮砧密植园在发展过程当中，为了省力化和机械化的要求，

也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无论高纺锤形还是“并棒”树形，其共同特

点都是树体冠幅越来越小，结果墙越来越薄，结果枝轴越来越短，

结果部位越来越靠近中干，慢慢的，由量变到质变，即树体结构越

来越平面化，由三维立体结构向近似于二维平面结构转变（由 3D到

2D），树体结构越来越简单，更为高效和简化，树体薄了，光照分布

和光能利用显著改善，通风采光更佳，病虫害发生减轻，果实品质

提高，整形修剪、人工疏花疏果和采摘等管理更加高效快捷，果园

机械化使用最大化，因此，笔者认为平面化的 2D树形将成为未来树

形开发的重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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