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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是世界第一大类水果，也是我国南方地区经济

地位最高、种植面积最大的果树类型，在促进农业发

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以广西地

区为例，分析柑橘优质高产栽培技术和管理方法，旨在

进一步提高该地区柑橘产量和质量。

一、柑橘生物学性状和生长特点
柑橘也被称为蜜橘，叶片披针形，翼叶通常狭窄，

花单生，部分花枝为 2 ～ 3 朵簇生，花柱细长，花萼

呈浅裂状，花期约为 4—5 月，果型成近圆球形，外皮

光滑且薄，多为淡黄色、橘黄色、深红色或朱红色，

果期约为 10—12 月，是热带、亚热带常绿果树之一。

柑橘的生长发育和开花结实与生长地温湿度、日照、

地形、坡向等因素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过低温度

将导致植株受冻，过高温度将加剧根部基腐，因此始

终保持生长环境在 12 ～ 37℃之间，可促进柑橘植株生

长发育良好，保证秋季花芽分化。同时在选择造林地

时，最宜选择日照时数为 1200 ～ 2200 小时之间、降

雨量约为 1000mm左右的缓拖地，保障土壤含水量约为

65% ～ 80%之间即可，空气相对湿度在 75%左右为宜。

此外，砂糖橘对土壤适应能力较强，pH值 5.5 ～ 6.5 之

间最为适宜（pH值在 4.5 ～ 7.8 之间均可以生长），如

果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在 2.5% ～ 3%之间，可使得砂糖

橘生长更加旺盛，产值也是最高的。因此，农技人员可

以在种植之前，利用测土配方技术，提升土壤有机质含

量，满足砂糖橘生长所需。

二、广西地区柑橘生产优势
从区域规划方面来讲，广西整个区域内均属于季风

性气候区，其中北部属中亚热带气候，其他地区属南

亚热带气候，且受到地形和坡向影响，全域呈多样化气

候分布，降水量均维持在 1000 ～ 2800mm之间，温度

在 16 ～ 23℃之间，雨热同期，夏长冬短，沿海地区几

乎没有冬季，土壤呈微酸性或中性。同时，在整个十三

五期间和十四五规划初期，广西地区出台柑橘种植相关

政策，聚焦乡村振兴任务目标，践行《广西推进水果产

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指示要求，重点调控柑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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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增强疾病防控，最终保障柑橘产业稳定发展。可

见，广西地区基于气候优势和政策优势，凭借独特自然

条件和政策资源，可为后续柑橘产业发展提供助力与

支持。

三、广西地区柑橘优质高产栽培及管理技术
（一）选种

要想实现高产丰产目的，应选择优质种源。广西地

区常见高产柑橘品种有：脆蜜金桔、金葵砂糖橘、明

日见、广宁砂糖橘、钦桔一号、沃柑、梧州砂糖橘、

华葵砂糖橘等。以上品种脆嫩多汁，油胞多而明显，

果实呈进圆形，果径均在 40mm以上，果皮蜡纸层厚而

鲜亮，单果平均重量均超过 45g，最大可高达 80g，果

肉为橙色和深橙色，部分品种前期略酸，但后期风味

浓甜。从果实理化指标来看，以上品种总酸含量约为

0.46% ～ 0.89%，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约为 15.5%左右，

维生素C含量约为 0.38 ～ 0.47mg/mL，总含糖量约在

12% ～ 13%之间，可食率均超过 78%，固酸比均在 25
以上。

（二）选地整地技术

要想实现砂糖橘高效栽培，农技人员首先应该选择

土壤肥沃的园区，园区坡度应该小于 15°，光照充足，

灌溉良好，排水方便，pH值在 5.5 ～ 6.5 之间，之后选

择没有病虫害的健壮杯装幼苗进行定植。定植之前，根

据当地地形条件修筑等高水平梯田，根据坡度大小决定

梯田宽度，通常情况下在广西地区 15 ～ 25°之间梯田

宽面约为 3 ～ 4m，采取单行种植方法，如果面宽是 5m
左右，甚至 5m以上，每级最多可种植 2 行，之后挖定

植坑，坑深约为 80cm，长度和宽度约为 80 ～ 100cm之

间；如果是坡度高于 25°种植地，定植穴规格约为长∶

宽∶深=120cm ∶ 50cm ∶ 30cm。

（三）施加基肥

要想为柑橘植株创造优良土壤条件，应该施足基

肥，基肥以草料肥、绿肥、生石灰、磷肥为主，其中草

料肥施加量约在 15kg/穴以上，绿肥施加量应在 20kg/
穴以上，磷肥施加量约为 0.25kg/穴，生石灰施加量约



农家科技 55

种 植天地
ZHONGZHITIANDI

为 0.5kg/穴。如果是坡度高于 25°的种植地，应该进

行改土扩穴，在 9 月上旬至 10 月上旬之间，施加腐熟

农家肥 40kg，石灰 1kg，磷肥 1.5kg，复合肥 0.5kg，麦

麸肥 1kg，以此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确保土壤疏

松，使得孔隙度提升，改善土壤通气状况，提升肥料利

用率，确保砂糖橘在中期不会出现水肥流失现象，促进

土壤内微生物活动，加大肥料供应，在发芽期和展叶期

促进砂糖橘花芽分化。施肥后覆土，将植株向上提，确

保根系全部舒展，一次性将水浇透，确保缓苗期之后，

植株可以正常存活；其次，为了保护砂糖橘根系，每年

必须培土和科学密植，在春梢萌芽前进行，培土厚度在

3 ～ 5cm之间。

（四）促花促果技术

柑橘为常绿果树，在整个生长周期内，其生殖生长

和养分生长竞争较为激烈，要想实现二者平衡，应该

及时追肥，避免柑橘因为抽梢次数多而导致肥力供应不

足问题。因此，技术人员应该根据柑橘物候期，依据树

势、气候、土壤、产量等因素，在柑橘不同生长阶段及

时补肥，以此实现促花促果目的。

1.春季萌芽肥。为有效满足柑橘萌芽开花对养分需

求，及时补足果树植株开花需要，避免树体因为营养供

给不足问题，降低坐果率，因此应该在春季萌芽期，在

柑橘植株开花之前多施氮肥，施肥时间约为 3 月上旬，

最晚不宜超过 3 月中旬，适当配合磷肥，施肥量分别在

15kg/667m2 和 10kg/667m2 左右，施肥量占据整个生长

周期施肥总量的 20%左右。

2.促花肥。在开花期间，应该施加速效氮肥，施加

量约为 50kg/667m2，根据树势水平喷施生物刺激剂，如

果遇到新梢卷叶现象，可以施加芸苔素内酯，施加量约

为 120g/667m2，以此促进树势健旺，此时施肥量共占据

施肥总量的 35%左右。

3.稳果肥。在稳果期，应该以促进果实生长发育为

主要目的，在补充叶片营养的同时减少生理落果，避免

因为夏梢、春梢大量旺长和抽发而加剧落果问题，比

如：可以喷施 0.3%磷酸二氢钾+0.3%尿素溶液，或者将

液态肥按照 1 ∶ 2500 的比例与以上两种药剂进行混合

喷施，每 7 ～ 10d喷施一次，喷施量以叶片滴水为宜，

可以有效减少生理落果，并且实现控旺目的。

4.壮果肥。为保证当年果实膨大，为丰产打下基

础，应该在抽发秋梢时，追施氮磷钾速效肥和腐熟农家

肥，施肥量分别为 150kg/667m2 和 200kg/667m2，以此

保证柑橘花芽分化好，秋梢质量好，提高单果重量。追

施时间在 7 月中下旬左右，最晚不能超过 8 月中旬，在

这一阶段，施肥量共占据全年施肥总量的 30%左右。

5.采后肥。在采收之后，柑橘园树势较为衰弱，

同时采收期过后，逐渐步入广西地区寒冷季，因此为

充实结果母枝，促进花芽来年继续分化，应追施农家

肥和磷肥，追肥时间在 11 月中旬左右进行，施加量为

250kg/667m2 和 80kg/667m2，必要时对于部分土壤条件

不佳的地区可以施加氮肥，施加量约为 100kg/667m2。

（五）灌溉方法

科学采取灌溉方式，可以有效发挥水能，降低水资

源对土壤的冲刷，广西地区砂糖橘灌溉方式主要有滴

灌、浇灌、喷灌、沟灌、蓄水灌溉等。在沟灌过程中，

更加适用于平原产业园区，灌溉水由沟底、沟壁渗入，

在产业园区挖取 25cm左右的灌溉沟，如果是山地、梯

田种植地区，可以通过引水沟罐方式，逐株灌水，使得

全园土壤浸湿均匀，实现节约用水目标。浇灌方法主要

是通过人力排水方法，在树冠下地面，开设环状沟进行

浇水，此种方法也更加适应平原地带，简单易行，灌溉

方式较为普遍；蓄水灌溉主要指为了避免广西地区在

干季时蓄水量不足，可以提前挖蓄水池（长∶宽∶深

=3m ∶ 2m ∶ 1m），可以解决一次性灌水需求，同时，

农技人员可以在蓄水池中施加肥料，通过水肥一体化灌

溉，对砂糖橘进行及时补水补肥；喷施就是指通过喷

头、管道等机械设备减少径流，省时省水，避免浇灌、

漫灌等方式对土壤结构造成破坏，该种方式不受地域限

制，可以实现资源节约利用；滴灌就是指为了避免土壤

表面水分蒸发较快，所以在地势起伏的山地园区进行滴

水灌溉，更加适合于水资源短缺的时节，省水省工，增

产效果良好。

（六）病虫害防控

1.炭疽病。在广西地区炭疽病是柑橘园中常见病害

之一，多危害果实、花、叶片，此时如果不加大防治力

度，在高温多雨季节，叶片将会大量腐烂脱落，严重时

全株绿叶萎蔫脱落，病斑蔓延至整个枝叶，浸染叶面和

叶背处。如果是慢性炭疽病，树梢可能从上至下呈现灰

白色，环绕枝梢一周，出现病斑，并产生孢子盘，并且

孢子伴随着树势的生长而生长；如果是急性炭疽病，在

砂糖橘嫩梢 5cm处，出现黏稠小液点；如果是果实染病

最初呈现灰绿色，如果后续天气潮湿，果实逐渐发黑腐

烂，之后随着病情的加剧，颜色逐渐加深，变为黄褐色

或者深褐色；如果气候干燥，叶片中部会呈现灰白色。

此时技术人员可以在整地时，清除地面落叶，剪除徒长

枝，并做好防洪防涝工作，结合冬季清园，为减少越冬

病原菌含量，喷施 40%硫磺多菌灵 500 倍液，或者在

春梢时期喷施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进行综合防

控，也可以喷施 60%吡唑 · 代森锌 1000 倍液，在保果

期促进枝稍老熟健壮，每 20d左右喷施 1 次。

2.黄龙病。黄龙病也是广西地区柑橘植株常见病

害，春夏秋三季均可出现。发病初期叶片黄化，尤其在

秋梢之后，植株吸肥能力下降，同时黄龙病以木虱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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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媒介，因此在防控柑橘黄龙病时，必须以木虱防控为

重点，降低病菌浸染率。比如，利用氧化乐果乳剂、水

胺硫磷乳剂将其配置为 2000 ～ 3000 倍液，在成虫寄生

处喷施，杜绝木虱转移寄主；也可以在夏梢期利用 45%
咪鲜胺微乳剂 2000 倍液，结合 37%苯醚甲环咗乳剂

4500 倍液进行综合性防控。在采收期利用 45%噻菌灵

悬浮剂喷施到果实表面，可减少烂果。

3.柑橘小实蝇。柑橘小实蝇主要危害砂糖橘的叶

片、枝条，是柑橘类植株种植中常见的害虫之一，被害

植株叶片蜷缩，直接导致砂糖橘光合效率降低，并且在

绿叶表面形成蜿蜒的隧道，一年最多可以发生 10 代。

广西地区每年 4 月 20 日～ 5 月 10 日之间小实蝇开始危

害植株叶片，在 7 月下旬到 9 月中旬之间，是虫害暴发

期，当进入 10 月之后，虫口数量有所降低。柑橘小实

蝇的成虫可以将卵产在果实中，幼虫在孵化期间直接吸

取果实和汁液，并且该种害虫繁殖能力较强，可以世代

重叠，一旦大规模暴发，将会导致砂糖橘绝产绝收。此

时技术人员可以利用 50%马拉硫磷 1000 倍液进行喷施

防治，或者结合 90%晶体敌百虫溶剂 3300 液和 20%灭

扫利 1500 倍液，混合制成毒饵，喷施在树干部位，每

隔 7 ～ 10d喷施 1 次，但是该种防控措施见效较慢，连

续防控 2 年左右才可有效降低虫口数量。或者利用物

理防控法，设置诱捕器，药剂选择 20%甲氰菊酯乳油

和 90%晶体敌百虫乳剂，悬挂在果园中，悬挂高度约为

1.5m，每隔 2 个月滴加一次性诱剂，以此降低小实蝇繁

育频次和数量。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以广西地区为例，结合该地区气候特征

和柑橘生长发育特点，在整个生长周期内，以提高树

势、促花促果、防控病虫害为主要目的，总结一系列高

产优质栽培技术管理经验，经过实际检验可发现柑橘产

量、品质均有所提升，因此可以投入大规模种植与技术

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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