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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刺梨也叫无籽刺梨，脆甜化渣，属于一种高产早产果树，
其中涵盖多种维生素、氨基酸以及矿物质等营养元素，同时还拥
有良好的抗氧化抗衰老能力，具备良好药用功能以及食补功能。
果实还可以被加工为果汁、果酱、果脯以及果酒等，拥有较大开
发应用价值。

一、金刺梨生物特性分析
金刺梨属于浅根性果树，相关根系分布主要在 10 ～ 60cm的

表土层，相关土层温度大于 10℃。根整体生长不断加强，在土层
温度达到 25℃条件下，根系生长较为旺盛。金刺梨拥有较早的萌
芽时间，几乎在每年的早春回温阶段便开始萌芽，从树干基部至
树梢部分全部开始萌发新芽，具有较强的萌芽能力，为此需要及
时抹除多余嫩芽，促进果实质量和产量的全面提升。

贵州安顺市处于珠江水系盘江流域和长江水系乌江流域之间
的分水岭区域，也是一种典型喀斯特地貌。岩溶发育强烈，地质
结构复杂，平均海拔高度处于 1102 ～ 1694m，无霜期较长、雨量
充沛、气候温和、冬夏季风交替明显。

二、金刺梨高产栽培技术分析
（一）育苗技术
通常在生产中可以选择扦插育苗和组培育苗方法实施，选择

优良单株中腋芽饱满、健壮无病的顶芽充当外植体，用自来水将
外植体冲洗干净，并将其剪成长为 2 ～ 3m的茎段，通过洗衣粉
水实施常规清洗后，再用纯度为 75%的酒精实施 30 秒处理，随
后通过 0.1%升汞液进行 5min浸泡，采用无菌水进行 5 次以上冲
洗，并通过无菌滤纸将水分全部吸干，顺利接入高压灭菌MS培养
基中。进行 15 天培养后，添加相应激素，进行增殖扩繁，在小苗
长度达到 10cm高度后，以及新条超出 10 个以上，便可以直接移
入苗床以及营养袋内，进行遮阴，浇定根水，随后做好日常养护
管理。

秋季扦插拥有最高成活率。在秋季扦插中，选择良好沙壤
土作为苗床，施底肥，深翻，形成插床，消毒后等待扦插。在成
功结果木树中剪取径粗超出 0.5cm的枝条，将其剪为 10 ～ 12cm
长度的插条，其中插条拥有三个芽，下剪成马耳形。每捆里面有
50 根，通过ABT1 号生根粉溶液对插条基础部分进行有效处理，
相关扦插深度是插条 1/2，株行距为 8cm×8cm，在苗床中进行斜
插，将土壤全部压实，浇一次水。冬季加盖塑料拱棚保温保湿。
春季回温时注意揭膜通风，强化肥水管理，及时中耕除草，第二
年秋季便能出圃。

（二）园地选择
安顺市金刺梨种植园区选择方面通常需要拥有较强的保水保

肥力，土层肥沃深厚，拥有良好排气、通风能力的微酸性到中性
沙壤土、黏壤土以及壤土最为适合，针对大果园需要合理划分道
路、小区，对蓄水坑、排水沟以及拦水沟等进行合理修缮。

（三）整地施肥
如果是山地建园，则应该选择水平带状整地，顺着等高线进

行种植，从而有效减少水土流失问题发生。因为山地区域的土壤
耕层相对较薄，肥力不足，有机质含量少，需要率先改善土壤性
质。定植前需要率先挖掘长宽为 60cm，深度为 50cm的穴，各个
种植穴内添加 20 ～ 25kg左右的有机肥以及 1 ～ 1.2kg的磷肥，和
土壤均匀搅拌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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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金刺梨生物特性，介绍了金刺梨丰产栽培技术，具体包括育苗、园地选择、整地施肥、定植、抚育管理、病虫害防治，希望能给相

关人士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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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植
通常选择在金刺梨落叶后休眠期实施定植处理，即在 11 月

下旬至第二年 2 月上旬，通过营养袋苗能够于雨季定植。在定植
中，应该率先于相应的植穴内挖掘出大小适合的土坑，随后在坑
内放入金刺梨苗，明确苗木深度和所处位置，舒展根系，将细土
填入其中，适当上提苗木，促进根系的全面伸张，随后回填土壤
踏实。具体定植深度参考苗木出圃埋深，于定植穴以及沟两侧形
成小土埂，将定植水彻底浇透，强化管理，保障苗木成活概率。

（五）抚育管理
苗木成活后，需要做好施肥、中耕除草、及时浇水抗

旱。在开花前 15 ～ 20 天左右，针对各株成年结果树添加尿素
0.1 ～ 0.2kg，或添加 15 ～ 20kg的农家肥，促进叶芽以及花芽的
稳定发育。落花后通过 0.2%磷酸二氢钾以及 0.3%尿素液进行喷
施，为树体补充营养，保障幼果正常发展。从 6 月下旬至 7 月
下旬，各株可以通过 0.2%硼肥以及 0.5%磷酸二氢钾进行叶面喷
施，对各株根部土壤投入 30kg粪水或 0.25kg尿素，以 10 ～ 15 天
作为基础间隔，连续实施 2 ～ 3 次，使果实不断扩大，优化果实
的品质质量，提高产量。

（六）病虫害防治
安顺种植的金刺梨相关常见病害包括食心虫、粉虱、刺蛾、

蚜虫、黑斑病以及白粉病等。而在试验区内发现白粉病相对严
重，通常发生在春秋阶段，为此在早春发病初期，应该喷洒 2～3
次的 25%粉锈灵 1500 ～ 2000 倍液，或每 15 天喷洒一次 70%的
甲基托布津 800 ～ 1000 倍液，能够得到良好防治效果。黑斑病于
发病初期还可以喷洒 2 ～ 3 次的 80%代森锰锌 200 ～ 2500 倍液。
蚜虫问题主要会对新梢造成危害，为此可以选择喷洒 25%的速灭
杀酊 2000 倍液防治，效果较好。除此之外，对于衰蛾以及刺蛾等
害虫也拥有良好防治效果。冬季还需要针对各种病叶进行及时清
除，同时对各种病株进行有效修剪。

三、未来发展研究策略
在未来发展方面应该全面整合金刺梨研究队伍及相关资源，

联系当地生产实际和种植规律，针对金刺梨种植中的各种技术难
题进行重点研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是金刺梨增产以及品
质提升技术，专门研制金刺梨生物有机肥，从而进一步提高土壤
肥力，实现优化品质、提升产量的目标。第二是对金刺梨相关病
虫害防治进行系统研究，明确病虫害发展规律，掌握其中可利用
的天敌种类，研制有效地生物制剂以及防控技术，提高病虫害防
控效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针对金刺梨丰产栽培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从

而在生产层面实施全面示范推广，能够为日后全面实施人工栽培
奠定良好基础，优化金刺梨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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