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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推广是一项涉及农业传播、教育与咨询服务的

工作。农业推广是农业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不可

少的重要环节，是将农业知识技术传授给农业从业者，

从而提高农户生产力，增加其生产效益的一种手段。农

业技术推广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其最终目的是帮

助更多农民实现增收，保证社会经济的平稳增长，推广

地点主要以农村基层为主。近年来藤县沃柑产业发展得

有声有色，但由于种植时间较短，且大多为农户自主

种植，在藤县沃柑种植技术推广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本文将通过运用所学知识和相关理论，对藤县沃柑种植

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论证，提出相应的、有针

对性的、可操作性的建议，为当地农业推广工作提供借

鉴或参考，促进沃柑产业的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

一、藤县沃柑种植技术推广现状
藤县沃柑种植面积 1.4 万亩，总产量 33000 多吨，

600 户农户种植，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了农业龙头企业

2户，家庭农场 23个，年产值约 1.3 亿元，户均种植沃

柑收入约 5200 元。当地沃柑种植分为农民自主种植和

外地老板承包种植两种，种植的年限在 3～ 10a不等。

农户自主种植的面积大都比较少，有条件的种六七亩

左右，这部分农户只是把种植沃柑作为农业生产中的副

业，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之余挤出时间去进行沃柑种植，

种植沃柑所获得的收入只是家庭总收入的一部分，他们

的销售渠道一般是在赶集的时候拿到集市上出售，还有

一些是周边的居民直接到沃柑园中去摘。少部分农户也

会承包山地进行比较大规模的种植，这部分农户把种植

沃柑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和精力也放在沃柑种植的各个环节中，因此他们沃柑销

售的渠道要比种植规模较小的农户更多，通常这些种植

户的沃柑大部分都被外地水果经销商大规模收购。

二、沃柑高效栽培技术分析
沃柑露天栽培易出现黑点病、日灼病、产前落果、

霜冻灾害等问题，所以生产中沃柑经常采用设施栽培

以克服这些问题。沃柑设施栽培的目的是可对温度、水

分、肥料进行有效控制，但要实现人工周年精准调控却

是个新课题。现有设施栽培技术大多采取每年定期覆膜

与揭膜或盖遮阳网来调节棚内温度和预防病害，即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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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膜入冬覆膜，不仅耗工费时，且覆膜期间的开花期和

幼果期遇高温天气对坐果影响较大；

（一）建园

1.园地选择。宜选择坡向面东南、日照时间长，土

层中厚，排水性良好的山地种植，霜冻严重地区需选择

背靠大山体、有明显逆温层、能避开风口的缓坡地。不

在排水不良、易积水的洼地种植，如种植需开 60cm以

上深沟，并建立强排系统，以保证根系正常生长。种

植土壤以深厚的黄壤土或沙壤土为宜，土层厚度大于

60cm，需有充足的灌溉水源。

2.土壤改良。建园前全园深翻，撩壕改土，定植

沟宽 0.8 ～ 1m，深 0.6m，每 667 ㎡填埋 5 ～ 10t的秸

秆、杂草以及堆沤腐熟的菌渣、畜禽粪等有机肥加 50kg

钙镁磷，pH值低于 5.5 的园地在改土时每 667 ㎡撒施

100kg的生石灰。撩壕改土是不揭膜设施栽培的重要基

础，可以培育强壮深扎的根系，有利于保持壮旺树势、

提早投产和增强树体抗逆性。

3.砧木选择与苗木定植。选择香橙砧或枳砧脱毒或

无毒嫁接苗，建议优先选择香橙砧嫁接苗，具有早期丰

产和抗早衰的优势。棚内有良好灌溉条件和防寒能力，

定植时期以春植（立春至立夏）和秋植（白露至霜降）

均适宜。选择生长健壮根系发达的小苗或营养袋大苗，

定植规格 3 ～ 4m×2 ～ 3m，在新梢老熟后至萌芽前

进行。

（二）大棚与配套设施

1.大棚结构与管理。选择热浸锌全钢管连栋大

棚，立杆釆用圆管或方管，大棚肩高 3 ～ 3.5m，脊高

4.5 ～ 5.5m，拱距 8m，每栋单顶开窗或双顶开窗，开窗

幅度 1.2 ～ 3m，顶开窗固定 20目防虫网。四周围膜卷

杆至肩高，加设 40目防虫网或 0.8cm孔径防雹网，前

者可隔离小如蚜虫、木虱等大多数害虫，但通风较差，

后者可隔离吸果夜蛾和凤蝶等中大型蛾蝶类及天牛等害

虫，通风效果好。棚膜采用厚度 0.08 ～ 0.12mm的耐老

化无滴防尘膜，顶膜一般每 3～ 5a换膜一次，不需每年

揭膜与覆膜。除沿海台风严重地区，其余地区特别是山

区适用不揭膜大棚。

大棚日常管理一般 11月中下旬至次年 2月中下旬

顶窗和边膜常闭保温，非寒潮天气边膜保持卷起部分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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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棚内温度超过 28℃或天气预报晴天最高温度达到

20℃时打开顶窗降温。3月上旬—11月中旬边膜卷起，

除了雨季或大雨关闭顶窗，顶窗常开，降低棚内温度，

顶开窗可采用物联网技术远程控制。

2.肥水一体化设施。肥水一体化设施能保证棚内柑

桔生长所需肥水正常供应，并起到省工、省肥、省水等

高效管理的作用，有利于柑桔高产优质目标的实现。肥

水一体化包括首部设备和田间滴喷灌系统，0.33hm2 以

上生产园区首部设备应选择水肥机，提高施肥效率，

0.33hm2 以下小面积首部设备也可选用比例施肥器，节

省投资，但比例施肥器一次只能施一种肥料，工效偏

低。此外，还可选择泵吸肥法或泵注肥法施肥。

3.气象与土壤环境因子监测。采用气象和环境因

子感应器，接入物联网平台，24h不间断监测温度、湿

度，光照和气压等数值，并提供可视化界面，当监测到

温度、湿度、光照度、大气压力数据大于或者小于用户

设定的预警值，平台会自动给用户发送消息，提醒用户

采取相应措施。土壤环境检测可采用土壤温度、水分和

电导率传感器，传感器探头埋在土壤柑桔根系生长密集

部位，一般安装在滴头下方土壤 30cm深。

（三）肥水管理

1.施肥管理。沃柑枝梢偏软，适当磷钾肥比

例， 大 苗 移 植 第 一 年 推 荐 株 施N0.10 ～ 0.15kg，

N ∶ P2O5 ∶ K2O需求比例按 1∶ 0.3 ～ 0.4 ∶ 0.6 ～ 0.8

施 用。 配 合 施 用 黄 腐 酸 钾、 海 藻 肥 等。 初 结 果

树 按 株 施N0.20 ～ 0.35kg， 成 年 结 果 树 按 以 产

果 100kg施 纯N1.0 ～ 1.2kg， 氮、 磷、 钾 比 例 按

1∶0.6～ 0.7∶ 0.9～ 1.1 施用，主要分配在花芽分化

期、坐果期、秋梢和果实发育期、采果前和采果后。采

用“少量多次、薄肥勤施”的做法，全年施肥 15 ～ 20

次左右，总的分配原则是开花前后 3～ 4次，果实发育

期一般半月一次，秋梢期 2～ 3次，结果树生长前期萌

芽与春梢期以高氮肥为主，花期与幼果期以平衡肥为

主，果实膨大中后期以高钾肥为主。除了大量元素肥，

应注意补充中微量元素肥，增施钙镁肥，同时不定期施

入液体生物菌肥和液体有机肥增加土壤活性和提高化肥

利用率，中微量元素还可通过叶面肥补充。

2.叶面施肥。在不同的生长发育期，选用不同种类

的肥料进行叶面追肥，注意花前喷施硼、锌、钼等微量

元素肥，花后和幼果期喷施钙镁肥，以补充树体对营养

的需求，提高春梢生长和坐果质量，高温干旱期及开花

期应按使用浓度范围的下限施用，转色期喷氨基酸类叶

面肥增糖提香，果实釆收前 20d内停止叶面施肥。

3.基肥。采果后施足量的腐熟有机肥，采取穴施或

条施法，施入树盘周围 30 ～ 40cm深的土壤中；施用量

占全年的 20% ～ 25%。

4.水 分 管 理。 当 30cm深 土 壤 含 水 率 低

于 14% ～ 16%左 右 需 要 灌 溉， 土 壤 含 水 率 达 到

26% ～ 38%说明已饱和，当土壤含水率达到 20%左右可

以停止灌溉，以防止过量灌溉。秋梢期及果实膨大期对

水分敏感，可提高需要灌溉的土壤含水率阈值和灌溉频

率。传感器数据可作为土壤水分是否适宜的重要参考，

准确判断可以用小铲挖开根层土壤，抓些土壤用手捏，

对于沙壤土能捏成团，轻抛不散开则表明水分适宜，捏

不成团散开表明土壤干燥，对于壤土或粘壤土，抓些土

用巴掌搓，则能搓成条表明水分适宜，搓不成条表明土

壤干旱，黏手表明土壤水分过多。

（四）土壤管理

丘陵山地果园深翻扩穴一般在定植后第二年开始，

以每年 5—10 月新梢转绿后进行较好，从定植沟外开

始，逐年向外扩展，直至全园深扩完成。沟穴规格：

深 40 ～ 60cm，宽 30 ～ 50cm。回填物可选用当地优

势有机肥原料如牛羊粪、禽粪、菇渣等2～ 3t/667㎡，

有机肥源应提早1～ 2个月堆沤发酵，同时加入饼肥

100～ 150kg/667㎡、钙镁磷25～ 50kg/667㎡，与果园绿

肥及生草一并填入。有机物料分2～3层埋入，每层均撒

适量石灰或生物菌肥。完成填埋后高出地面15cm左右。

提倡生草栽培法，间作植物应为浅根、矮杆，并与

柑树无共生性病虫害，以豆科作物和禾本科牧草为宜，

如印度豇豆、黄豆、苜蓿、蕾香蓟与百喜草等。间作植

物要离树盘外约 30cm，适时割除覆盖树盘或结合深翻

扩穴改土埋于土壤中。

（五）修剪

1.整形修剪。幼树定主干高 40 ～ 50cm，分枝长

6 ～ 8cm时，选留 5 ～ 7条主枝预备枝。待新梢老熟后

再不同方位选留 3～ 5枝为主枝，每个主枝上留 2～ 3

个副主枝，新梢长 20cm时摘心。注意培粗主枝，新梢

丛生枝要及时疏剪，剪除下垂枝和中间密集枝，逐渐塑

造紧凑型矮化树冠。未投产树不同方向春梢短剪，促进

夏梢抽生，扩大树冠，夏梢老熟后短剪促发秋梢。成年

结果树冬剪时重点疏除病虫枝、内膛枯枝、交叉枝和已

结果枝，夏剪时主要剪去徒长枝、过密枝落花落果枝和

疏果枝；春梢修剪以疏删为主，操作上删除少叶、细

弱、密集的春梢枝条，保留强壮、7叶以上春梢枝，主

要目的是减少红美人总花量，维持树势平衡；夏秋梢修

剪以短截、回缩为主，操作上需根据树体情况，适当短

截夏梢或者回缩到夏梢节上，培育健壮秋梢结果母枝。

2.抹梢摘心。沃柑各次梢易抽生丛状枝，可直接剪

除顶端密集丛状枝和下垂枝，留下位2～ 4枝；旺树可

在新梢停止生长后疏剪，中庸或弱树新梢停止生长前疏

剪；无花春梢需7～ 8叶摘心，以促进叶片增大转绿，夏

梢留3～4叶摘心，加快老熟减少营养消耗；秋梢根据萌

发时间，早秋梢予以保留，迟秋梢可在当年或第二年春季

修剪抹除。

3.疏花疏果。沃柑开花性强，座果率高，大苗定植

第一年需结合春季修剪和人工抹花进行疏花管理，以促

进树冠扩大。前一年冬至前后 5d各喷一次 50 ～ 150ppm

赤霉酸可显著减少次年花量，节省疏花人工成本。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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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需合理疏花，以减少无叶花、增加有叶花为主。疏果

从第 2次生理落果结束开始，疏除朝天果、粗蒂果、畸

形果，风伤果、病虫果，春梢叶片偏小，夏梢抽不出，

有明显衰弱倾向的树可提前至 5月底至 6月初疏果，可

进行 2～ 3次疏果，最后一次疏果在 8月下旬。盛产期

每 667 ㎡产量控制在 2000 ～ 2500kg为宜，以提高果实

品质，同时防树势衰弱。

（六）病虫害防治

大棚病虫害主要有柑桔红蜘蛛、潜叶蛾、蚜虫、木

虱、凤蝶、吸果夜蛾等害虫，其中柑桔红蜘蛛较露天发

生严重，特别在6月果实膨大期容易上果暴发成灾，此时

果面虫口数量显著高于叶片，有一定隐蔽性，被害果面发

白、无光泽，导致成熟果实亮度不够应予足够重视。

潜叶蛾主要在夏秋梢发生，因此要集中放梢，新梢

芽长 1～ 2cm时药剂防治潜叶蛾，5～ 7d喷药一次兼治

蚜虫与凤蝶幼虫至新梢停止生长，可使用吡虫啉加溴氰

菊酯、阿维菌素防治。此外，大棚周围设置防虫网能有

效隔离木虱从而防止黄龙病发生。

沃柑果实成熟期极易受吸果夜蛾攻击，大棚围防虫

网、0.8cm孔径防雹网能有效阻止吸果夜蛾进入果园为

害。40目防虫网能隔离包括木虱、蚜虫在内的各种害

虫，前提是大棚周边设防虫网以及大棚入口设置缓冲间

严密进出管理。四周未设防虫网的大棚参照露天管理，

因此，可于 8月下旬至 9月上旬套白色单层纸套袋防治

吸果夜蛾。

三、藤县沃柑种植技术推广的建议
（一）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　　

各级政府对藤县的沃柑产业应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大

力宣传，提高藤县沃柑的知名度，提高市场竞争力，提

升农民种植收益。同时，要建立相对完善的推广体系、

培养技术人才、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等措施，来推动农业

技术推广的高效发展，以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些手

段都需要政府以出台政策的形式进行大力支持，来保障

相关内容的有效推进。除此之外，由于藤县沃柑种植技

术推广政策覆盖面窄，全面解决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形势依然很严峻，这也就加大了农户种植沃柑的风险产

生的可能性。因此，藤县及县级政府应该颁布沃柑种植

推广的专项文件，以政策的形式大力支持沃柑种植技术

推广的发展。

（二）建立沃柑种植技术示范基地

示范基地能够清晰、详细地展示农业种植技术的优

秀成果。成功的示范基地能够将适用于当地的新品种、

新技术等，按照规范将其优越性展示出来，引起农户的

兴趣并鼓励他们仿效。藤县应该将运营较好沃柑种植过

程比较完善的企业作为示范基地，吸引附近的农户来学

习沃柑种植管理办法，包括栽培技术、疏枝疏果、病虫

害防治等，通过示范激发农民的学习兴趣和采用热情，

形成可借鉴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带动引领作用，

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扩散。要使农业技术推广更好的深入

技术推广的示范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藤县也可以通过优

秀沃柑种植基地的示范作用来吸引农户学习，进一步推

动当地沃柑产业的发展。

（三）成立沃柑种植交流平台，拓宽种植户的认识

渠道

当前，藤县尚未建立起配套的沃柑技术推广信息交

流场所，同时当地的信息服务平台也没有针对沃柑种植

技术推广发挥相应的作用。因此，藤县应该成立一个沃

柑种植协会或者合作社作为沃柑产业交流平台。因为藤

县的沃柑种植不仅有农户自发的还有企业承包种植的部

分，这些企业有他们的专业农业技术推广专员，而农户

也有一些适合当地种植方法的传统经验。交流平台使农

户和企业之间的种植技术、市场信息互通有无，相互学

习，这样也能够有利于藤县沃柑种植技术推广的进一步

发展，农民种植技术进一步提高，产业的经济效益越来

越好。

四、结束语
本文首先对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作用进行了介绍，

然后分析了藤县沃柑种植技术推广所存在的问题，最

后对沃柑种植技术推广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建议。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藤县的沃柑种植技术推广

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种植技术推广的任务还任重而道

远。做好农业技术推广，不仅对农业发展可以起到积极

作用，还能够提高农民的生产力，节约时间、精力和成

本，促进农户增收，对于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也有积极

作用。要做到政府政策、推广组织、资金和宣传互相结

合，增强农业技术推广的工作效用，落实好每一个技术

推广的环节，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才能

更好地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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