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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指引下，全国各地
积极发展绿色生态产业，蚕桑产业作为成本低、风险小、见效快
的农业产业之一，成为众多区县的特色农业产业。该产业的发展
以系统规划为主要引领，进一步促进农户增收，合理化布局蚕桑
种植产业，促使蚕桑产业的发展，也成为区域增收致富的重要途
径。进一步加强对于老桑园的改造，全面提高老桑园的产量和质
量，能够进一步推动蚕桑产业的稳步发展。

一、老桑园低产成因分析
（一）桑品种老化、树龄长
桑树是一种深根性树种，其根系异常发达，树根扩展的范围

能大于树冠，纵向深度可达 10m左右。而且，桑树的生长速度极
快，萌芽性更强，种植方式也较多，通过种子、压条、扦插、嫁
接或者分株都能够实现繁殖。而从具体的栽培科学角度来分析，
桑树的丰产期一般是在桑树种之后的第 3~15 年，如果超过这个年
限的桑园，桑树的整体生理机能就会出现衰退，桑树的发条数会
逐渐下降，整个桑树长势不旺，产量则会逐年降低。

（二）老桑园管理粗放，缺株严重
在蚕桑产业发展的初期，老桑园的管理相对比较粗放，有一

部分老桑园甚至长期失管，再加上一些人为耕种等现象，造成了
相对严重的缺株现象。有一些桑园在栽种的初期就缺乏管理，没
有形成相适应的树形，整体树冠偏小，发条数也不足，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桑叶的产量。

（三）桑园立地条件差，水土严重流失
老桑园的栽种一般是在产业发展的初期，区域内缺乏对桑

园产业进行整体打造的统筹规划，主要由农民自由选择土地进行
栽种，整体布局相对不合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桑园的立地条件
相对较差，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土壤已经不能满足桑树的生长环
境。同时，在前些年整个生产行业受到低潮的冲击不少，有一部
分种植户已经开始改桑种粮，从而使得一些桑园也变成了粮食，
甚至出现了桑叶混种的“插花田”。这一类桑园通常被农药污染
相对严重，生长环境更差，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桑园的整体生产
水平。

（四）施肥品种单一，偏施氮肥，土壤板结
老桑园由于缺乏精细化的科学管理，其施肥也具有一定的随

意性，没有进行科学搭配，出现了品种单一的情况，使整个土壤
出现板结。同时，施肥的过程也过于简单粗放，可能出现肥料流
失，影响了土壤肥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老桑园的桑叶产量。

二、老桑园改造对策
（一）选择优良品种，及时更新换种
对于一些品种不良的老旧桑园，采取换种方案进行全面改

造，可以采用嫁接方法。嫁接成活之后，要及时对树形进行培
养。对于一些实生桑和不良桑品种的桑树要加强改造，尤其是实
生桑，其花果较多、叶型较小、产量偏低，但是这类桑树的根系
相对发达，生长态势也较旺，通过嫁接优良的桑树品种能够实现
快速成林，在短时间内提高产生的整体产量。同时，由于干系比
较发达，嫁接存活之后长势较好，因此在桑树新芽长到一定高度
之后要进行摘心处理，进一步促进桑树的分支，进一步缩短树形
成形的年限，从而促进产量提升。

（二）补种补植，保证单位面积株数
对于一些缺株较为严重的老桑园，要及时进行补植，这是提

高老桑园整体产量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在补缺的过程中，要严格
筛选补充的桑苗，栽种之后要做到科学管理，促使其长成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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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形。同时，补植除了采用苗补的方式外，还可以通过平负压条
的方法，效果也非常好。

（三）科学管护，平衡施肥
对改造后的老桑园进行科学的田间管理，包括翻地、病虫

害防治、施肥等。桑园的具体施肥要制定合理地施肥方案，综合
权衡桑树的生长发育情况、土壤性质、肥料的具体种类以及养蚕
的用途，并结合具体的气候条件来确定。一般情况下，春夏秋冬
四个季节都可以进行施肥，从而能够有效增加全年的商业产量。
具体施肥以氮素肥料为主，也可以施加有机肥。冬春肥肥一般是
在桑树停止生长之后进行施加，主要以有机肥为主。施肥的过程
中不能靠近根部，应该在距离桑树主干一定的距离进行开沟，这
样能够进一步提高肥料的吸收率。同时，要做到长效肥料和短效
肥料的有效结合，以长效肥料为主，并将无机肥与有机肥进行混
合，保证养分充足。

（四）合理采叶，养用结合
桑园改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采桑养蚕，但是相对于桑树本身

来讲，桑叶是其制造营养物质的重要器官，在桑树的生长过程中
需要通过叶片的光合作用获取能量。因此，要对桑树进行合理地
采摘，如果采摘过多，会影响桑树正常的生命活动过少，又有可
能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升。在采桑过程当中，要做到采养结合，
合理收获，考虑到养护，从而实现后期获得更多桑叶。因此，
采桑需要根据桑树不同生长发育的时期，保留一定的叶片在枝干
上，维持光合作用，为桑树的正常生长制造养分，从而实现高产。

（五）间种套种，以地养地，培肥地力
为了进一步提高桑园的桑叶产出率，在不影响桑树正常成长

的情况下，可以在桑园内进行套种其他农作物，能够进一步增加
经济效益。套种的农作物品种根据桑园的土质进行选择，例如菜
类、花生、以及马铃薯都可以，主要以矮秆经济作物为主。不可
以选择油菜、玉米、大豆、山药等，其生长过程会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桑树的正常生长。选择合适的农作物品种，采取恰当的方式
进行套种，不仅不会对桑树的生长造成影响，同时还能在农作物
的除草以及施肥过程中，进一步促进桑树营养的补充，从而促进
桑树获得长势良好。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改造老桑园，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是提高桑园

采桑能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而随着蚕
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桑树栽种的面积还将持续扩大，因此要进
一步提升桑树管理的综合能力，才能保证桑园产量。对于改造后
的桑园，要及时除草、施肥，并做好树形的整形修剪，促进桑树
获得复壮和生长。同时，还要结合桑园的实际情况制定病虫害防
治方案，进一步保证桑叶的产量以及整体品质，从而推动蚕桑产
业获得更好更快的可持续发展，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更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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