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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柑属于柑橘种类中的一个品种，原产于中东地区，
于 2004 年由设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的国家果树种
植重庆柑橘圃从韩国济州柑橘试验场引进，是“坦普尔”
橘橙与“丹西”红橘的杂种，在我国南方多地均可种植。
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沃柑产出果实品质好、产量高。广
西是全国最大的沃柑产区，其中最重要的产地是南宁市武
鸣区，武鸣沃柑获评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成为 2019 年最
具影响力的新锐区域公共品牌。沃柑在广西种植的主要优
势产区为南宁、崇左、玉林、贵港、百色、钦州、来宾等
地，但由于种植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农户过量用肥用药情
况时有发生，导致出产的沃柑产品农残超标，口感不佳。
因此，为了确保沃柑能够稳定产出优质果实，应大力推广
沃柑的绿色高效栽培技术。

绿色栽培技术是指在作物种植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化
学肥料和化学农药的使用，使用有机肥替代化学肥料进行
种植，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等综合技术措
施来防控病、虫、草害，从而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保
障食品安全，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我国国土面积辽阔，
经纬度跨度大。各种作物在我国分布范围广，随之而来的
就是相关病、虫、草以及其他有害生物对作物生产的影
响。为了能够保证作物有较好的商品性，在作物栽培过程
中，为了追求更大经济效益，作物生产过程中往往大量使
用化肥和农药，若进入市场前没有将农残清除或降低至检
测指标以下，会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伤害。所以，在作物
栽培过程中大力推广绿色栽培技术确保农产品安全具有重
大的研究意义。

一、沃柑优良品种的选择
要想种出个大味美的沃柑，就需要选择优良的沃柑品

种。沃柑优良品种的保存和繁育是通过嫁接技术来实现
的。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研究，香橙、红橘以及枳橙是沃柑
苗木嫁接常用的砧木品种，它们都有着生长速度快、抗逆
性强、结果早且落果少的特点，并且在沃柑苗木嫁接后，
可以提升沃柑植株的抗病性，各有优缺点，香橙作为砧木
的沃柑品种适应性更好一些，应用范围更广。用于嫁接的
沃柑接穗枝条需要选择无病无虫的健康植株，根系要健壮
发达。使用这样的苗木可以防止嫁接苗带黄龙病等病菌或
潜藏虫害，并能够更快地完成嫁接过程。沃柑的种植还需
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实际的环境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沃柑
树苗。

二、沃柑绿色栽培果园选址
果园的地址选择，对沃柑的产量和品质有一定的影

响。在进行沃柑绿色栽培的地址选择时，对果园方位和土
质的要求应该满足如下几方面：果园土壤无污染物，重金
属含量不超标；果园远离道路主干道，避免汽车尾气等污
染物对沃柑品质造成影响。土壤的质地疏松，土层需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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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深度；土壤肥沃，能够提供足够丰富的有机质为沃柑成
长提供养分；需要有良好的排水状况。

三、广西沃柑绿色栽培杂草防控技术
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沃柑初期的种植密度往往比

较高，按照 3m×2.5m的规格，每亩可种植 88 株沃柑。由
于第一年沃柑树冠还比较小，如果控制不当，田间往往会
杂草丛生。杂草过多过高会导致土壤中养分被抢走，使沃
柑植株养分获取减少，影响植株的生长速度。而当前面临
的问题是，多数种植户考虑到人工除草效率低下以及成本
高，都会选择使用效率较高的除草剂来防除杂草。据调
查，果园每年用药多达 5 ～ 6 次，个别果园每年用药甚至
达 10 次。过度使用除草剂会导致柑橘地下根系受损，杀死
蚯蚓和很多根际微生物，土壤板结严重，地上部分营养获
取减少，叶片变黄，使柑橘田间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影响。

在沃柑绿色栽培过程中，绿肥种植是一项先进、实
用、高效的土壤管理技术。果园种植绿肥作物，能形成良
好小气候，协调土壤水分和养分供应，调节土壤温湿度变
化，延迟果树根系活动时间，抑制杂草生长，减少病虫害
的发生和危害，促进果树良好生长。

选择绿肥品种应遵循耐寒、耐旱、耐阴性、耐践踏、
须根性、生态兼容性等原则。如豆科的白花三叶草、毛叶
苕子、紫花苜蓿等；禾本科多年生黑麦、鼠茅草、早熟禾
等；十字花科的二月兰、冬油菜等。果园翻压绿肥作物，
可以显著增加土壤有机质 10% ～ 20%，速效磷、速效钾均
有较大提高，降低土壤容重 5.1% ～ 10.5%。土壤益生菌的
数量增加 8 ～ 19 倍，真菌数量明显减少，土壤微生态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

四、广西沃柑绿色栽培肥料使用技术
沃柑喜肥，需肥量大，对部分微量元素较敏感，易出

现缺镁、锌、硼等症状，需注意补充微量元素肥料。沃柑
种植前底肥要施足，后期可以少追肥。1～2 年树龄的幼树
主要以氮肥为主，少量磷钾肥，促进树冠的快速形成。进
入第 3 年的结果树根据时期和树势来施肥，营养生长期，
主要施氮肥，生殖生长期主要施磷钾肥，配合补充一些微
量元素肥料。随着树体成长，施肥量要增加。以环施的方
式进行施肥，并根据树势强弱判断是否需要施肥以及施肥
量。近年来，腐殖酸类肥料被广泛应用于沃柑促进生长，
腐殖酸储量大、来源于动植物遗骸，对环境污染小，应用
范围广，对于改良土壤、强健植株、提高抗逆性等有较好
的效果，是沃柑绿色栽培中重要的推荐使用肥料。沃柑花
果期采摘完果实后，需要迅速在土壤中增施发酵腐熟的花
生麸等有机肥恢复树势。为节约成本，花生麸发酵可以按
照花生麸∶糖蜜∶水=1∶3∶10 的重量比进行配比发酵，
除发酵前面 15 天留小缝隙排气外，要注意密闭发酵，避免
太阳光直射，一般发酵 3 个月即可取出稀释 100 ～ 2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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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施。并在开花前追施叶面肥，以喷施 0.5%磷酸二氢钾和
0.2%硼砂为好。为防止重金属和亚硝酸盐含量超标直接影
响沃柑产品品质及食品安全，需要减少化肥的使用，改为
使用清洁环保的有机肥。

五、广西沃柑栽培病害绿色防控技术
广西沃柑的主要病害有溃疡病、炭疽病、灰霉病、疮

痂病和黄龙病等。溃疡病属于细菌性病害，随着风雨等途
径传播，暴发时间不定。沃柑感染溃疡病后叶片和果实会
出现病状斑点，继而掉落，严重影响果实的产量和品质。
用铜制剂如氢氧化铜或松酯酸铜等 1000 ～ 1500 倍液进行
防治。应在暴雨过后喷洒药剂，若已经感染溃疡病，应将
患病树枝剪去，并在新枝长出 2cm时用石硫合剂、可杀得
等再次防治。炭疽病在每年 4 月、5 月、7 月、8 月和 9 月
为高暴发期，对沃柑的叶片、果实和枝梢都可造成危害，
导致树梢枯萎、果实腐烂。炭疽、灰霉、疮痂统称真菌性
病害，此类病害可用吡唑醚菌酯、咪鲜胺或唑醚代森联
1500～ 2000 倍液进行防治。用药后应注意加强田间管理和
通风透气。黄龙病是细菌性病害，在沃柑上危害极大，暴
发期为每年 7 ～ 8 月。目前尚无防治黄龙病的有效药物，
应以防为主。在选择树苗时就应选择育苗圃有网室防护，
植株健壮且无病虫害的树苗，同时加强栽培管理，用噻虫
嗪类药物对柑橘木虱进行防治。

为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减少其对环境的污染和对
人体健康的危害，笔者提倡采用绿色防控技术来防治沃柑
病害。绿色防控技术主要包含有种植抗病品种，加强田间
管理，使用植物源农药、有机硅助剂和矿物油，生防微生
物，网室栽培等。种植抗病品种具体要根据广西各地的环
境情况选择种植不携带病菌的沃柑种苗。加强田间管理的
措施包括残株病株清理，在果园周围种植木麻黄、杉木等
减少溃疡病菌随风传播。农用有机硅助剂属于表面活性
剂，可以有效提高药液在植物表面的覆盖率和渗透率，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矿物油能够抑制真菌菌丝体和分
生孢子的生长和繁殖，也能在单用或与杀菌剂混用时提高
农药的防治效果；植物源农药是指利用植物资源开发的农
药，包括从植物中提取的活性成分、植物本身合成的化合
物及衍生物。其有着低毒、广谱、高效的特点，且不容易
引发病原菌对其的抗性，在自然界中有完善的降解机制，
不会有残留。生防微生物是对植物病菌有抑制或拮抗作用
的微生物，例如沃柑溃疡病的病原菌会被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subtilis）、荧光假单胞（Pseudomonasfuorescens）、
草生欧氏杆菌（Erwiniaherbicala）和丁香假单胞（Pseudo-
monassyringae）等抑制或拮抗，从而防治沃柑溃疡病。网室
栽培是一种新型的沃柑栽培方式。对比于田间栽培，网室
栽培可以有效预防柑橘的溃疡病以及黄龙病，但会出现煤
烟病，因此该方法的使用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改进。

六、广西沃柑栽培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广西沃柑主要发生的虫害有潜叶蛾、柑橘木虱、蚜

虫、蓟马、红蜘蛛等。为了减少化学药剂使用对环境造成
的污染以及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广西应用了包括植物检
疫，种植抗虫品种，田间管理措施，使用有机硅助剂、矿
物油和植物源农药、天敌昆虫以及网室栽培等措施的沃柑
栽培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植物检疫就是从外地引进沃柑苗
木时严格检疫，防止检疫性害虫及其虫卵藏于苗木中进入
未发生虫害地区。种植抗虫品种则是选择适合广西各地环
境情况，且对虫害有一定抵抗能力的品种进行种植。田间
管理措施以清除携带虫卵植株为主，并在周边种植防风林
防止害虫如柑橘木虱的随风侵入。有机硅助剂可提高杀虫

剂在叶面上的覆盖率和渗透率，减少农药使用量。矿物油
对杀虫剂有增效效果，提升杀虫剂的粘着性和布展能力，
提高防效。植物源农药如除虫菊素、烟碱、大蒜素、苦楝
素等都对害虫有防治效果。天敌昆虫是利用能够寄生或捕
食害虫的天敌昆虫，如利用草蛉、捕食性蚂蚁和白星姬小
蜂防治柑橘潜叶蛾。网室栽培可以减少柑橘木虱的侵害，
但会加剧红蜘蛛等短生育期害虫的危害，因此还需要更进
一步的研究才可有效应用于实际生产当中。多毛菌属于病
原真菌，它能侵染多种作物害虫，害螨，在沃柑虫害防治
中具有较重要的经济价值。多毛菌是锈蜘蛛重要的寄生性
天敌，按照 5 斤奶粉+5 斤海藻粉+10 斤黄豆粉+15 斤红糖
+100 斤水配制，发酵 20 天即可制成多毛菌，发酵罐中要
预留三分之一的空间，不然会爆瓶。多毛菌制作好并过滤
后，按 200 倍液一周喷一次，连续使用 4 ～ 6 次，可以有
效防治沃柑螨类危害，而且不会产生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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