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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棚樱桃高产栽培技术概述

大棚樱桃高产栽培技术是以果树管理学、生态学、

果树病理学、果树昆虫学、植物保护学等学科知识为基

础，通过合理运用樱桃水肥管理技术、生物农药技术、

小气候监测技术等，推进樱桃精准灌溉、科学施肥、病

虫害精准防控等各项措施的有效落实，为培育高品质、

优质、无公害樱桃奠定基础。

二、樱桃高产栽培技术的优势

近年来，山东省邹城市相关部门依据本地区的气候

优势、人文地貌，在结合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将樱桃成

为该地区的优势产业。据 2020 年相关数据显示，邹城

市的樱桃设施种植面积达 6.6万亩，年产量 1600 万kg，

年产值达 23亿元以上，大棚樱桃生产对促进全市农民

增收有重大意义。然而据林业保护和发展服务中心以及

种植户的反馈，由于气候变换较大、管理不善等因素，

近年来樱桃病虫害发生概率较高，双子果现象严重，影

响樱桃的口感、品质以及商品价值，制约该地区樱桃产

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而樱桃高产栽培技术的推广，

可以加速樱桃精细化管理的进程，降低双子果的发生概

率，提升樱桃的品质与产量，提高其商品价格，为推进

樱桃产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樱桃高产栽培主要技术分析

（一）合理规划樱桃栽培地

栽培地的环境是保证樱桃树光合作用、呼吸作用、

蒸腾作用等基本生理功能正常运行，进而提升其品质

和产量的关键。优质樱桃栽培地一般应具备以下基本特

征：远离金属冶炼厂、化工厂、高速公路、畜牧养殖场

等场所，避免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对周围的土壤、

水源、大气污染后，富集到樱桃果实中，导致樱桃采摘

后出现重金属或其他有害物质超标的现象，影响樱桃的

品质。栽培地应具备灌溉方便、排水便利、运输方便

等基本特点，一是保证樱桃生长过程中对于水分的需

求；二是在樱桃采摘以后，可以第一时间进行运输、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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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栽培地的土壤应具备土质疏松、营养丰富、储水能

力良好等基本特性，为其根系的生长和深扎提供良好的

环境。

（二）土壤土质改良

土壤的特性不仅具有供应樱桃树所需营养物质与

水分的基本功能，而且是樱桃树根系深扎的基础。因

此应做好樱桃园土壤土质的改良，创造利于果树生长

的基本环境：土壤消毒，首先在樱桃树栽培以前，对

栽培地的杂物、农作物残枝落叶进行清理，然后通过

喷施封地除草剂的方式进行杂草的清除，随后按照

60 ～ 100kg/667m²的用量，撒施氧化钙、高锰酸钾等土

壤消毒剂进行土壤中有害生物的杀灭。测土施肥，利用

土壤速测仪进行土壤基本结构、土壤的温湿度、酸碱度

以及铵态氮、硝态氮等营养物质含量的精准检测，然后

利用肥料撒施机进行腐熟粪肥、微生物菌肥、腐熟豆

粕、腐殖酸、有机肥等添加，有效调整土壤的酸碱度，

改良土壤土质、提高土壤的细腻程度，缩短樱桃树幼苗

的缓苗时间，促进樱桃幼苗的茁壮生长。

（三）品种与幼苗筛选

品种筛选，依据邹城市各季节的气候条件（昼夜温

差、光照强度、有效积温等），选择抗逆性强、抗病虫

能力强的樱桃品种，现阶段邹城市的主要种植樱桃品种

包括红灯、美早、布鲁克斯等。幼苗筛选，在樱桃幼苗

购买的过程中，要选择根系发达、主干笔直、粗壮、树

龄合适（一般 5～ 6a）、且未被病原微生物和靶标害虫

侵染的林木幼苗进行购买。

（四）科学移栽

1.移栽时间要合理，一般而言推荐在早春 3月中上

旬，樱桃树枝条萌芽之前，完成移栽作业。移栽密度要

科学，依据品种的不同其移栽的株距一般为 3 ～ 4m，

行距一般为 4 ～ 5m，其总体栽培密度控制在 45 ～ 56

株/667m²。合理混栽，实践证明其主要栽培品种的数量

为授粉品种数量的 4倍左右，可以保证樱桃授粉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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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进行，从而显著提升樱桃的品质和单位面积的产

量，增加实际的经济效益。及时引入现代化栽培技术，

近年来邹城市依据区域特色，先后进行了起垄栽培、矮

化栽培技术的引入，显著提高了樱桃树的栽培密度和亩

产量。

（五）温湿度控制

1.合理规划扣棚时间。合理规划樱桃的扣棚时间，

可以在保证樱桃低温需求量的基础上，有效提早樱桃的

上市时间，提高樱桃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如果按照樱桃

树的低温需求量为 6.5 ～ 7.5℃的 1400 ～ 1500h，则一

般推荐扣棚时间为 12月中下旬。

2.棚内温度调控的主要措施。构建以第五代移动通

讯技术（简称：5G）、“物联网+”等计算机技术以及气

候实时监测设备为支撑的设施大樱桃小气候站，对樱桃

温室的温湿度进行实时监测，然后依据樱桃在不同时期

的生长需求，对樱桃种植棚的温湿度进行科学的控制。

在扣棚以后，温度控制的基本要求为，白天温度：

扣棚第 1d控制在 8～ 10℃，后期以 1.5 ～ 2.0℃的速度

增温，直至控制在 18 ～ 19℃，并维系到樱桃开花期，

切勿扣棚以后进行温度的迅速提升，影响后期樱桃的花

芽分化，进而导致授粉不足，坐果率下降。夜间温度：

一般控制在 0～ 6℃。

樱桃种植棚内的温度进行调控措施如下：如果遇到

连续阴冷的低温天气，则可以通过在种植棚内释放增

温剂，或者在土壤中迈入适量的鲜马粪，利用其发酵过

程，释放热量，提高棚内温度；如果遇到连续高温的天

气，则通过两侧通风的方式，对樱桃种植棚进行降温作

业；在温度极低的霜冻天气，则可以通过在种植棚内增

加火炉、种植棚外覆盖草帘等方式对樱桃树进行有效保

护，避免樱桃的果实、叶片出现冻伤。

樱桃园湿度过大，容易增加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影

响樱桃的正常授粉，因此应从多方面着手，进行种植

棚内的湿度的合理控制：种植棚内的湿度随着温度的

提升呈现下降趋势，一般温度提高 1℃左右，湿度降低

3% ～ 5%，因此在保持温度不会过高的情况下，可以通

过升温来降低湿度。在樱桃花期，可以通过向种植棚内

喷洒稀释剂来降低种植园的湿度，而在樱桃的幼果期，

则可以通过掀膜放风的方式，来控制樱桃园的湿度。

（六）水肥管理

1.科学施肥技术。在扣棚前按照复合型氮、磷、钾

缓释、控释肥 1kg/株，包含Be、Ca等微量元素的有机

肥 0.5kg/株的用量，以沟施的方法埋在樱桃树根系周

围，与此同时在授粉期、幼果膨大期，通过叶面喷施的

方法进行磷酸二氢钾以及Ca、Be、Mg叶面肥，从而保

证所供应营养物质的均衡、合理，提高樱桃的品质和

产量。

2.精准灌溉技术。樱桃的整个生长周期需水量比较

大，而传统的漫灌技术不仅造成水资源的浪费，而且容

易导致湿度过大。针对这种情况，可以依据地形地势，

围绕樱桃树根系附近，铺设滴灌管道，对樱桃树进行精

准灌溉，在提高水资源有效利用率的基础上，有效控制

田间湿度。

（七）病虫害防治

近年来，伴随着樱桃种植向规模化、产业化、集约

化的方向发展，其病虫害的危害日益严重，尤其是近年

来爆发的樱桃果蝇，严重影响樱桃的商品价值，因此种

植户应从多方面着手，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控”为基

本准则，制定一套相对完善的樱桃病虫害综合防控方案

合理运用物理、农业、生物、天敌、化学等多种技术进

行病虫害的综合防控，将有害生物对樱桃造成的经济损

失降至最低。

1.进行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测。樱桃管理人员要定期

到田间进行有害生物危害症状的调查，对不能识别的病

原微生物和靶标害虫，要及时联系当地的植保技术人

员，借助显微镜、解剖镜等设备进行精准识别。

2.农业防治技术。主要是通过对樱桃树的病枝病叶

进行及时采摘和统一销毁，保持樱桃园的田间卫生等措

施，创造有利于樱桃树生长，而不利于病原微生物在樱

桃园扩散的基础环境。

3.物理防治技术。主要是利用靶标害虫的某些趋性

对其进行控制，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按照 3 ～ 5套

/667m²的密度悬挂昆虫性信息素诱捕器（一种有害昆虫

雌性成虫性成熟后分泌的吸引同种类异性昆虫进行交配

的微量化学物质），对梨小食心虫、桃天蛾、桃红颈天

牛等靶标害虫进行诱捕，从而显著降低其交配、产卵的

数量，抑制其危害；通过悬挂食物引诱剂、捕虫板，对

近年来发生严重的樱桃果蝇、小绿叶蝉、大青叶蝉等靶

标害虫进行防控，降低其危害。

4.生物技术。主要是通过喷施苦参碱、印楝素、鱼

藤酮、苏云金杆菌、核型多角体病毒、芸苔素内酯、

几丁寡糖等生物农药的方式，进行樱桃多种病虫害的

防治。

5.天敌防治技术。主要是利用生物间相互制约的关

系，在樱桃生态系统内释放有益生物抑制有害生物的扩

散，比如释放胡瓜钝绥螨、智利小植绥螨等捕食螨进行

山楂叶螨的控制，释放草蛉、异色瓢虫等进行蚜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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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6.化学防治技术。主要是通过喷施化学农药的方式

来进行樱桃园有害生物的控制，在化学农药喷施过程

中，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优先使用低毒、高效、低

残留的化学农药；第二，推荐使用大型弥雾机、田园植

保机等现代化施药设备；第三，在樱桃的安全采摘期严

禁喷施任何化学农药。

（八）双子果抑制技术

樱桃双子果主要是由于种植棚内湿度降低、气温偏

高，樱桃花芽分化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双雌蕾”或

者“多雌蕾”现象，进而出现大量的“双胞胎”，乃至

“多胞胎”现象，调查研究显示，邹城市部分管理相

对粗放的种植园双子果的比例已经超过 20%，因此应

从多方面着手，制定一套相对完善的樱桃双子果抑制方

案。大樱桃树树盘覆草技术，进行大樱桃树树盘的科学

覆草，抑制樱桃双子果的发生的作用机理为：第一，减

轻果园地面日照反射、散射量，实现整个樱桃果园生态

系统的科学调控，有效降低果园地表和空气温度，降低

“双子房”以及“多子房”发生的概率；第二，树盘覆

草，可以有效储蓄土壤含水量，提高土壤表层的湿度，

降低樱桃双子果发生概率；第三，杂草中含有丰富的有

机质、腐殖酸等营养物质，可以为土壤微中的微生物繁

衍生息提供良好的环境，而且具有改良土壤土质的作

用，从而有效增强树势等作用，将更多的营养物质供应

给樱桃，抑制双子果发生概率，降低裂果率。樱桃树树

盘覆草的具体方法：覆草时间要合理，一般推荐为樱桃

采摘后、而花芽进入分化期前的 4月中下旬进行覆草

作业；覆草厚度要科学，一般围绕樱桃根系附近覆盖

15 ～ 20cm的农作物秸秆或者树叶杂草。进行樱桃生态

系统的降温作业，在樱桃进入花芽分化期后，可以通过

及时通风降温、覆盖遮阳帘、喷洒清水等措施，进行樱

桃生态系统整体温湿度的调控，如果遇到持续性高温情

况的发生，降低樱桃双子果发生的概率。加强樱桃树花

芽分化期的管理，保证营养物质的有效供应，降低“双

雌蕾”的发生概率，抑制双子果的产生：樱桃果采摘结

束后的 50～ 60d，及时通过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在

补充营养物质的同时，调节田间温湿度；在樱桃树进入

花芽分化期后，及时喷施含Be元素的叶面肥以及植物

生长调节剂，从而进行促进花芽的健康生长，降低双雌

蕾、多雌蕾现象的发生。

总之，加强樱桃树花芽分化期的水肥管理只能是抑

制出现樱桃双子果现象的一种辅助措施，其降低双子果

概率的核心技术是调节樱桃花芽分化期的生态气候，降

低高温、干旱等气候因子的影响。

（九）科学除草技术

针对移栽 2年以内的樱桃园，在春夏季节，及时通

过犁地的方式，进行大型杂草的有效去除，松软樱桃

树根系周围的土壤，促进根系的有氧呼吸以及向深处生

长。在深秋季节，则无需进行除草，杂草自然腐烂后，

可以对根系起到良好的保温作用。

（十）适时收获

樱桃进入成熟期以后，即可通过人工采摘的方式来

进行收获。由于樱桃的耐储藏性较差，因此应依据市场

的实际需求，结合樱桃的成熟情况，合理规划每天的采

摘量，避免过度采摘后因无法进行及时销售而导致樱桃

的腐烂。樱桃采摘后要轻拿轻放，避免对樱桃表皮及果

肉造成损伤，影响商品价值。

四、结束语

作为营养丰富的高附加值水果，早春的樱桃具有较

高的商品价值。温室樱桃栽培已成为带动邹城市人民发

家致富的重要产业，因此该地区的自然资源部门应充分

发挥其作用，依据本地区温室樱桃的种植品种、栽培规

模，制定温室樱桃高产栽培的科学方案，推动樱桃产业

向高端化、绿色化、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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