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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柑桔绿色栽培技术
张治国，陈天毅，邓泽涛，冯 杰

（重庆市种畜场，重庆 400020）

摘 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在选择水果的时候，首先就会考虑到无污染、绿色的水果。为了提升柑桔销量，就需
要推行绿色栽培技术，从而提升消费者对于柑桔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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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生产过程中，最好是采用良好的保花保果方法，

尽可能避免产量受损，保证丰产稳产。
4 绿色植保技术

4.1 农业防治 在冬季清园中，需要剪除密集的树

枝、残叶和病枝，及时将枯死树、落叶残果等处理。在春

季，需要做好园地土壤翻耕，消灭象甲、花蕾蛆等越冬

蛹和幼虫。及时抹除零星抽发夏梢和晚秋梢，最大限度

地减少病虫源。
4.2 物理防治 3 月下旬，可以选择频振式杀虫灯来

灭杀卷叶蛾和金龟子等。在 5 月下旬 ~11 月上旬，可以

利用 3%的红糖再添加 800 倍液乐斯本 +2%的醋，实

施全株全冠的喷施，并且诱杀大实蝇、地老虎等。在 4
月份，则需要挂放黄板，灭杀蚜虫、粉虱等害虫。
4.3 生物防治 合理改善果园生态环境，通过人工引

移或者是繁殖释放天敌。在柑桔树上，通过捕食螨防治

螨类，利用粉虱座壳孢菌控制柑桔白粉虱，也可以利用

松毛虫赤眼蜂防治卷叶蛾。
4.4 植物源农药 通过植物源农药“清洗剂”，从而

防治柑桔的砂皮病和红蜘蛛。在春芽达到 1~2mm，进

行第 1 次植物源农药的喷施，在春梢萌发的 20~30 天

内，需要再 1 次进行喷施。在 9 月中下旬，因为红蜘蛛

回升较快，需要按照园区中的实际情况，利用清洗剂进

行治理。
4.5 选用无毒、低残留农药 在防治柑桔潜叶蛾、木
虱等，在采果之后，选择 3000~4000 倍液的螨危，可以

有效地防治红蜘蛛。在 3 月中旬和 8 月上旬，属于潜叶

蛾、木虱的盛卵期，可以选择 1000 倍的啶虫脒进行喷

雾防治。在 6 月中下旬，如果存在“灰果”，则需要考虑

使用苯丁锡来进行防治，亦或是选择大生 M- 45[2]。
5 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柑桔种植技术的不断研究，想要保

护柑桔本身的生长，能够实现绿色栽培，就需要将其优

势完全地发挥出来，能够实施柑桔的绿色种植，这样在

满足柑桔产量的同时，还能够促进柑桔绿色种植业的

可持续发展。
（收稿：2018- 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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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柑桔的种植过程中，选择绿色栽培技术，尽量减

少农药的使用，这样就可以提升柑桔的生产效率，创造

经济效益。
1 柑桔品种及种植园地的选择

由于柑桔品种较多，不同品种，其形状、口感以及

营养成分都会存在差异。所以，在柑桔栽培前，就需要

针对当地的气候条件，有针对性地选择品种。在具体选

择中需要考虑到：①选择优质品种；②选择能够适应生

长的环境。因为柑桔本身喜光、喜温，所以不适合在高

温环境下培育柑桔，这样才能促进柑桔正常生长；③柑

桔需要在偏酸性土壤中种植。种植园地本身的酸度应

该在 pH 值 6.0~6.5 之间[1]。
2 柑桔栽培方式

在柑桔种植中，不但需要地质条件的支持，同时也

需要优质栽培方式的支持。由于柑桔可以一年四季培

育，再加上春天属于万物复苏的季节，所以最适合在春

季进行种植。另外，春季本身的光照和水源也非常充

足，也适合柑桔生长。另外，在种植中最好选择长方形

栽种，这样利于柑桔的正常生长。
3 柑桔栽培园地管理

在柑桔栽培过程中，需注意园地管理，从源头上减

少病虫害的发生，为柑桔生长提供充足的水源与光照。
3.1 肥水管理 柑桔栽培肥水管理也就是对肥料和

水源的调节。在柑桔种植中，不同时期所使用的肥水有

所差异，否则就可能出现肥水过量或是肥水不足的情

况。同时，在进行柑桔绿色栽培中，不能够选择人工制

作的复合肥，一般应考虑到农家肥的使用，最终满足柑

桔生产质量的要求。
一般在柑桔树冠滴水线下偏外的部分挖环状沟，

沟深控制在 20cm 左右，在沟内均匀撒上肥料，然后利

用土将肥料覆盖，确保肥料的利用效率。具体施肥方

法：一般在 2 月底 ~3 月初的萌芽前，在 5 月和 6 月下

旬以及 7 月的上旬，都需要施入 20kg/ 株的有机液肥

或是 2.5~5.0kg/ 株的柑桔专用有机肥。在 9 月的中下

旬则考虑 25~50kg/ 株的腐熟农家肥。
3.2 保花保果 保花保果也就是保护花和果实。因

为柑桔本身的生长过程中容易出现落花落果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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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成熟期管理关键技术
宋文君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312300）

摘 要：杨梅是浙江省的特色优势水果，是上虞农业的十大支柱产业之一。针对杨梅采前落果严重、商品果率不高的问题提出了及
时采摘、果园管理、合理施肥、病虫防治等杨梅成熟期管理技术。同时从采收时间、质量安全、包装等阐述了杨梅采摘品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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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系统。杨梅根系较浅，可用干柴草、树叶、青草等覆

盖树盘，减少水分蒸发。对一年生幼龄树，可在朝西方

向插带叶的树枝遮荫。
2.2 合理施肥

根据此时树体营养的补给与消耗是一年中最大的

特点，及时施好杨梅的采后肥，如有条件还可以采用喷

灌水，以及时补充树体水分的不足，有利于花芽分化充

实又饱满。对今年结果量多，长势中庸或偏弱的树体，

必须及时施好采后肥。一般以果实采收后越早越好，以

促进夏梢生长，尤其对初结果树和幼龄树，以采果后及

早施入为好。一般肥料种类以速效氮、钾肥料为主。株

产 50kg 的 健 康 成 年 树 ， 采 后 每 株 施 入 草 木 灰

15~20kg、菜籽饼 2kg、硫酸钾 1~1.5kg。
2.3 中耕松土

根据杨梅树根系与“放线菌”共生这一生长特点，

采果后尤其要重视杨梅树冠下的中耕松土，这样既可

改变树冠下被雨淋、脚踏等而造成的土壤板结，把采前

杨梅树底下的盖草理入土壤中作有机肥，并使表层土

壤疏松。中耕松土的深度以 5~10cm为宜，最好结合施

采后肥一起进行。
2.4 加固树盘

有条件的梅农可在树冠底下加一层表土，最好加

一层新鲜的黄泥土，要求每株杨梅以树冠滴水线为界，

形成一个树盘。
2.5 夏季修剪

疏删树冠中间直立性大枝，剪去拖地枝、交叉枝、
直立枝，使内膛枝散布均匀。
2.6 病虫防治

高温高湿天气，有利于各类病虫害的发生，尤其是

在果实成熟前后，果蝇、枯叶蛾等危害成熟果实，影响

品质，要注意监测和防治。采前用灯光或糖醋液等诱杀

卷叶蛾、枯叶蛾、白蚁、吸果夜蛾和果蝇等成虫，防治

时，以诱杀为主，切记勿用农药。采收后继续防治褐斑

病、卷叶蛾、果蝇等。
3 杨梅采摘品质要求

3.1 采收时间

二都杨梅成熟和采收时间因品种和产地而异，应

杨梅是我国南方的特产珍果，是浙江省的特色优

势水果。上虞是“中国杨梅之乡”，杨梅产业已成为上虞

农业的十大支柱产业之一。上虞二都杨梅有深红种和

水晶杨梅 2 个品种，是浙江省林木良种。深红种杨梅果

圆形，纵横径 2.77cm×2.83cm，平均单果重 13.1g，果面

鲜红色，肉柱先端多圆钝少尖头，肉质细软，汁液丰富，

味甜微酸，风味浓，有清香味，可溶性固形物 12.4%。果

实可食率高达 93.2%，6 月中下旬成熟，采收期约 20
天，经济寿命长达 80 年。占上虞杨梅产量的 80%以

上，是上虞的主栽品种。水晶杨梅为我国特有较高商品

价值的白杨梅品种，果面乳白色带光泽，纵横径

2.83cm×2.92cm，平均单果重 14.35g，肉柱长而圆钝，

肉质晶莹，柔软细致，汁液丰富，味甜稍带酸，风味佳，

品质上等，可溶性固形物 13.40%。果实可食率高达

93.6%，果实于 6 月中下旬成熟，采收期约 20 天，经济

寿命长达 100 年。但杨梅存在着严重的采前落果，尤其

是水晶杨梅，致使杨梅商品果率不高。做好成熟期管

理，提高杨梅商品果率，尤其是优质果率，对当年杨梅

产量效益至关重要。
1 及时采摘

抓住晴好天气，及时采摘已成熟的杨梅。俗语说：

“夏至杨梅满山红，小暑杨梅要出虫”。从 6 月上旬起，

从杨梅相继成熟，6 月中旬水晶、深红种杨梅进入大面

积成熟期。此时，正值高温梅雨期，成熟的杨梅果实极

易腐烂变质或脱落，降低商品价值和造成减产。及时采

摘已成熟的杨梅。果实采摘时注意选红留青，分批采

收。采摘时间宜选在露水已干的上午或傍晚。禁止在安

全间隔期内采摘。
2 果园管理

2.1 完善排水

6 月份是江南梅雨降水集中期，常常出现短时暴

雨甚至大暴雨，冲刷果树根部，造成基肥流失，果树根

系暴露，影响果树正常生长。要加强果园管理，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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