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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柑 , 主要是橘与橙或橘与柚的杂

交后代 , 通过自然杂交和人工杂交而得。

目前种植和发展的杂柑主要由人工杂交

所获。杂柑因其优质丰产 , 近 10 多年来 ,

深受种植者的欢迎和消费者的青睐。

杂柑品种 繁 多 , 适 应 性 广 , 从 20 世

纪末以来 , 国外特别 是 日 本 杂 柑 品 种 的

不断推出 , 我国从不 同 渠 道 引 进 大 量 杂

柑品种 ( 品系 ) , 不少柑 橘 产 区 也 纷 纷 种

植。为有利我国杂柑 正 常 发 展 , 现 就 杂

柑 的 主 要 品 种 及 其 栽 培 注 意 点 简 介 于

后。

1 品种(品系)

杂柑品种(品系)很多,有的是从日本

等国引入 , 有的是我国自行杂交育成或

从自然杂交中选优而得。以下介绍主栽

和发展有前景的杂柑品种。

1.1 天草

系日本农水省果树试验场口之津分

场 ( 现 农 林 省 果 树 试 验 场 柑 橘 部 ) 于

1982 年 以 清 见×兴 津 早 生 14 号 的 杂 交

后代为中间母本 , 再与佩奇橘杂交育成。

1993 年被命名为天草橘橙 , 1995 年登记

注册 , 我国上世纪 90 年代引入。

树势中等 , 单性结实强 , 果实通常无

核 , 果实扁球形 , 大小整齐 , 单果重 150~

180 克 , 果面光滑 , 果皮薄 , 果色橙黄 , 肉

质柔软多汁 , 囊壁薄 , 化渣 , 可 溶 性 固 形

物 11%~13%, 酸含量 1 克/100 毫升。果

实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中旬成熟。

天草易栽培 , 丰产 稳 产 , 品 质 优 良 ,

栽培时不宜与有种子 的 其 他 柑 橘 混 栽 ,

以免出现多核。天草在气候适宜 , 尤其是

光照充足的地区种植 , 常因结果过多而

使果实变小 , 应注意疏果。

1.2 象山红

系浙江省象山县从国外引进的杂柑

中 选 出 的 橘 橙 新 品 种 , 2000 年 12 月 通

过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品种认

定。

树势中等,高接换种树树势较强。果

实扁球形 , 大小整齐 , 单果重 200 克左

右 , 果皮橙红色 , 光滑 , 剥皮稍难 , 果肉橙

色 , 肉 质 致 密 , 囊 衣 薄 软 , 易 化 渣 , 汁 较

多 , 有香气。果实可食率 81%左右 , 可溶

性固形物 11%~13%, 酸含量 1 克/100 毫

升 , 无核 , 风味浓 , 品质上乘。果实 11 月

下旬至 12 月上旬成熟。

象山红适应性广 , 耐寒性比脐橙、伊

予柑强 , 比温州蜜柑弱。以枳作砧木和以

温州蜜柑、椪柑为中间砧亲和性好。

象山红优质丰产 , 宜单独栽培 , 不宜

与有核的其他柑橘品种混栽 , 常结果过

多 , 宜采取疏果措施。

1.3 南香

系日本农水省园艺试验场久留米分

场口之津试验站 , 于 1970 年以三保早生

温州蜜柑×克里迈丁红橘杂交育成 , 1989

年品种登记注册。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

我国。

树势中等 , 果实高腰扁球形 , 平均单

果重 130 克 , 果皮深橙 红 色 , 油 胞 略 大 ,

果顶部有突起的小脐 , 果皮较薄 , 果肉橙

红色 , 囊壁薄 , 化渣 , 肉质稍粗 , 可溶性固

形物 12%~13%, 酸含量 1 克/100 毫升。

果实 12 月中、下旬成熟。

南香丰产性好 , 单 性 结 实 强 , 无 核 ,

不宜与有核的其他柑橘品种混栽 , 以免

出现多核。南香冬季易落叶 , 宜选冬暖、

避风和肥沃的土壤栽培。

1.4 清见

系日本农水省园艺试验场久留米分

场口之津试验站 , 于 1949 年以特罗维塔

甜橙( 华盛顿脐橙的实生变异) 与宫川温

州蜜柑杂交而成。1979 年命名为清见。

我国上世纪 90 年代从日本引进试种 , 表

现优质丰产。

树 势 中 等 , 果 实 扁 球 形 , 单 果 重

200~250 克 , 大的可达 300 克 , 果实整齐

度较差 , 果面黄色 , 较光滑 , 果肉橙色 , 囊

壁薄 , 肉质柔软多汁 , 果皮与果肉均具有

甜橙香气。可溶性固形物 12.5%~13.5%,

酸含量 1 克/100 毫升 , 无核。果实 2 月底

至 3 月上旬成熟。

清见是晚熟的杂柑品种 , 宜选冬暖

的中、南亚热带气候区栽培。此外 , 清见

的结果性好 , 结果过多 , 易造 成 大 小 年 ,

甚至隔年结果 ; 结果过少使果实太大导

致品质下降 , 应注意挂果适中。

1.5 不知火

系日本农水省园艺试验场久留米分

场口之津试验站 , 于 1972 年以清见与中

野 3 号椪柑杂交育成。我国上世纪 90 年

代引入。

不知火以 枳 为 砧 木 的 树 势 较 弱 , 以

温州蜜柑做中间砧的 高 接 树 树 势 中 等 。

果实倒卵形或葫芦形 , 果梗部有突起短

颈 , 也有无短颈的扁球形果。果皮橙黄、

略粗、易剥。果肉柔软多汁 , 囊壁极薄。可

溶性固形物 14%~15%, 酸含量 1 克/100

毫升 , 无核。果实 2—3 月成熟。

不知火系优质的晚熟杂柑 , 发展应

选冬无严寒的中、南亚热带气候区种植。

宜选用强势的枳( 如大叶大花) 或红橘作

砧木 , 以增强其树势。注意适中留果 , 以

免结果过多 , 新梢变细、变短 , 叶片变小 ,

树势变弱 , 结果性变差 , 甚至早衰。

1.6 诺瓦

系 美 国 佛 罗 里 达 州 1942 年 用 克 里

迈丁红橘与奥兰多橘柚杂交 , 1964 年育

成推广。我国从美国、西班牙等国引入 ,

种植后表现丰产优质 , 并从中选出了橘

橙 7 号。

树 势 旺 盛 , 果 实 扁 圆 形 , 单 果 重

100~120 克 , 果面橙红 , 果皮薄 , 不易剥。

果肉脆嫩 , 果汁较多 , 品质优良。有单性

结实性 , 单独栽培时无核。可溶性固形物

12%~13%, 果实 11 下旬至 12 月上旬成

熟。

诺瓦和橘橙 7 号丰产优质 , 适应性

广。宜单独栽培 , 不宜与有核的柑橘品种

混栽 , 干燥会出现果实枯水 , 干旱时应及

时灌水。

1.7 少核默科特

又 名 W.murcott, 或 叫 Afourer, 美 国

育成 , 为橘与甜橙的杂种。

树势强健 , 果形扁圆 , 单果重 120 克

左右 , 果皮红色 , 鲜艳 , 薄而光滑 , 易 剥 。

肉质细嫩化渣 , 风味浓甜 , 可溶性固形物

12.5%, 酸含量 0.76 克/100 毫升 , 果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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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种子 6 粒。果实翌年的 2 月中、下旬成

熟。

少核默科特是优质丰产晚熟的杂柑

品种 , 宜推广种植。结果过多会使果实偏

小 , 应注意疏果;与有核的柑橘品种混栽

会增加种子 , 宜成片或隔离栽培。遇冬季

低温会出现落果 , 宜选冬暖之地种植 , 或

11 月上旬喷布 2, 4- D, 防止冬季和采前

落果。

除以上的品种外 , 还 有 早 香 、天 香 、

阳香、南风、有明、口之津、津之香、清峰、

濑户佳 ( 香 ) 、朱见、爱媛、日辉、秋辉 、默

科 特 、红 玉 柑 、胡 柚 、高 橙 、玫 瑰 香 柑 、

1232 和 439 等 , 在此不再赘述。

2 栽培注意点

2.1 选好品种

杂柑品种 ( 品系 ) 很 多 , 应 选 市 场 欢

迎的丰产稳产 , 高糖优质 , 尤其是晚熟杂

柑品种 , 如晚熟的不知火、清 见 、少 核 默

科特。中晚熟的天草、象山红、诺瓦( 橘橙

7 号) 等杂柑也受市场欢迎。

2.2 配好砧木

杂柑多数以枳作砧木 , 但有的品种

树势较弱 , 如不知火 , 可选用 强 势 枳 ( 大

叶大花) 、红橘或卡里佐枳橙作砧木。有

的园区土壤偏碱 , 特别在 pH7.5 及以上

时 , 枳砧杂柑容易产生缺铁黄化 , 宜选用

红橘或资阳香橙作砧木 , 以解决此弊。

2.3 适地种植

杂 柑 绝 大 多 数 是 晚 熟 和 中 晚 熟 品

种 , 适应性也较广 , 但种植要选适栽的区

域 , 尤其是晚熟品种 , 宜在热量条件丰富

的中、南亚热带气候区种植。光照充足的

柑橘产区多数杂柑表 现 丰 产 性 提 高 , 适

宜种植。热量条件相对较差的柑橘北缘

产区种植应谨慎 , 推广种植前要做品种

适应性试验。

土壤是杂柑生长的基础 , 又因多数

品种易丰产 , 种植的 土 壤 宜 选 深 厚 、肥

沃、疏松、微酸性 , 以利充足 的 肥 水 供 植

株生长结果。

2.4 加强肥水

杂柑丰产性好 , 结果多。如中亚热带

气候的 10 年 生 的 枳 砧 天 草 杂 柑 正 常 年

每株产 50~60 千克。为提高果实的商品

率和品质 , 肥水管理必须跟上。有的品

种 , 遇干旱会出现果实枯水 , 因 此 , 种 植

的园地要有水源 , 旱时及时灌溉。

2.5 疏果保果

为使杂柑优质 , 不出现大小年 , 栽培

上应实施疏果技术。如天草、象山红 , 宜

在稳果后进行疏果 , 以保证果实大小适

中 , 品质优良。晚熟品种 , 冬季低温易出

现落果 , 宜选冬暖之 地 栽 培 , 或 在 11 月

起喷施 2, 4- D, 防止冬季和采前落果。

2.6 适时采收

杂柑品种 , 通常采收期从 11 月下旬

至翌年的 2 月底、3 月初 , 有的晚熟品种

可留树延期采收。但过迟采收会因气温

升高 , 枝梢生长等导致果实枯水 , 如默科

特 延 至 4—5 月 采 收 就 会 出 现 果 实 枯 水

现象。

2.7 成片种植

杂柑不少 为 单 性 结 实 性 强 的 品 种 ,

成片种植果实为少核、无核。因此 , 在栽

培上宜集中成片栽培 , 不与有核的其他

柑橘品种混栽 , 以免果实种子增多。

!绿色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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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氨基酸多元肥、氨基酸钙和氨基酸锌

600 倍 混 合 液 , 通 过 补 肥 、补 钙 、补 锌 来

提高叶片的光合效率和果实受损细胞的

修复能力 , 促进果皮的发育和气孔裂口

的愈合。结果不到 3 周时间 , 全园果实果

面光洁 , 很难找到一个病果。所以 , 已发

生皮孔斑点病的果园 , 可参照这一办法

进行矫治。

4 套袋苹果红点病斑

红点病的发病原因 , 目前尚不完全

清楚。吴桂本等经病原菌鉴定认为是斑

点落叶病致病真菌格链孢霉侵染果实所

致。据观察 , 红点病一般出现在果实胴体

的阳面和果肩处 , 多为直径 1～2 毫米大

的针状紫红色斑点 , 较叶片上的斑点略

小。严重发生的果实斑点较大 , 常出现直

径 2～5 毫米的褐色坏死斑 , 并在褐斑边

缘有圈红晕 , 与上述几种红色斑点的症

状明显不同。

红点病在除袋后 3～4 天 开 始 发 生 ,

随着果实色度的提高 , 斑点增 多 、扩 大 。

如果除袋后遇到降雨 , 发生迅速 , 而且量

大。通常树体下部斑点多于上部 , 内膛多

于外围。据观察 , 感染红点病的果实在常

温下贮藏一个月或两 个 月 也 不 烂 果 , 而

复合感染上轮纹病菌或炭疽病菌后果实

才腐烂。贮藏时间较长的病果 , 斑点下果

肉常常发生病变而逐渐干缩 , 色泽深暗 ,

但无苦味。套袋红富士苹果感染红点病

的主要原因是谢花后至套袋前苹果斑点

落叶病没有防治好所致。苹果谢花后套

袋前 , 是格链孢菌频繁侵染时期 , 如不采

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 套袋后由于纸袋的

阻隔作用 , 使果实见不到药液 , 病菌就会

在袋内继续侵染 , 在除袋后集中发病。

据调查 , 目前不少套袋红富士果园

对红点病普遍没有防治好 , 主要原因有

三:

( 1) 相 当 一 部 分 果 农 错 误 地 认 为 红

富士苹果感染的斑点落叶病单纯为叶部

病害 , 还有的果农认为富士苹果抗斑点

落叶病 , 从而导致了防治失当。实际上 ,

富士苹果叶片较抗斑点落叶病 , 而果实

不抗斑点落叶病 , 果实上一旦感染这一

病害 , 极易出现红点 , 套袋果实更是如

此。

( 2) 一 部 分 果 农 对 目 前 果 园 应 用 的

主要杀菌剂的防治作 用 缺 乏 正 确 认 识 ,

每年只在套袋前喷 1、2 次 70%甲托可湿

粉 800～1000 倍液 , 并不知道甲托对斑点

落叶病无效。实践证明 , 防治红点病的关

键是抓好对斑点落叶病的防治。在树体

萌芽前应选择硫悬浮剂、硫磺锰锌等能

防治斑点落叶病的药剂 , 谢花后到套袋

前应喷布 4 次能防治或兼治斑点落叶病

的 药 剂 。 如 大 生 M- 45、 普 诺 M- 80 等

80%全 络 合 代 森 锰 锌 , 50%多 锰 锌 等 具

有内吸、保护双重功能的杀菌剂 ; 套袋前

再 细 致 均 匀 地 喷 布 一 遍 锰 锌 类 或 三 唑

类、异菌脲类杀菌剂。据笔者 2005 年调

查 , 花后间隔 15～20 天连喷两 遍 50%多

锰锌可湿粉 800 倍液 , 套袋前细致周到

喷 布 70%甲 托 可 湿 粉 800 倍 液+80%代

林锰锌可湿粉 800 倍液的果园 , 红点病

发 病 果 率 不 超 过 2% , 而 套 袋 前 单 喷

70%甲托可湿粉 800 倍液的发病果率达

34%。

( 3) 目 前 , 一 些 专 家 提 倡 在 除 袋 后

3～4 天 , 即在果实尚未着色时喷布一遍

多抗霉素水剂 400 倍液 , 对防治红点病

也有明显效果 , 但喷药时间不好掌握。喷

早了药液往往会污染 刚 脱 袋 的 果 面 , 迟

喷 1～2 天常常有红点病斑的发生。笔者

经试验证明 , 在除袋前的一周内认真喷

布 一 遍 70%甲 托 可 湿 粉 800 倍 液+70%

锰锌乙铝可湿粉 800 倍液 , 既对预防除

袋后轮纹病斑和红点病斑的发生具有显

著效果 , 又可避免除袋后过早喷药对果

面的污染。

( 作者联系电话 : 0913- 671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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