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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我国柑桔生产和科研工作
,

取得很大成就
:
柑桔良种得

到了初步普及 ; 幼龄果园和红壤荒地新建果园分别创造了亩产万斤 和 5 0 0 0 ~ 1 0 0 0 0 斤的

高产纪录
,

而且
,

积累了许多丰富的高产栽培技术经验
:
特别是广东

、

广西
、

福建
、

湖

南
、

江西等省
、

区利用红壤荒地种植柑桔
,

获得成功
,

为我国柑桔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

途
。

但是
,

必须看到我国的柑桔生产还存在不少问题
。

例如品种混杂
,

良种比例低
。

一

些地区柑桔园肥培管理差
,

病虫危害严重
。

采果时间集中
,

贮运中烂果比例高
。

这种状

况和客观形势的要求很不适应
。

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

只要我们深入开展
“

农

业学大寨
” 的群众运 动

,

认真贯彻
“以粮为纲

,

全面发展
” 的方针

,

切实加强领导
,

大

千
、

苦干
,

实行科学种果
,

我国的柑桔生产是完全可以迅速突上去的
。

当前提高我国柑

桔产量和质量
,

可以从建立良种柑枯园 (包括改造现有幼果园) 和管好现有结果园两方

面下功夫
。

一
、

认识和掌握柑桔的生长发育规律

柑桔原产亚热带森林
,

喜温
、

怕热
、

怕冻
,

冬季需要有相对的低温
,

需要有机质丰

富而疏松的土壤条件
。

柑桔经过高度的栽培驯化和长期的人工选择
,

已经成 了 高 产 作

物
,

但是
,

抗逆性较弱
,

一

需较多肥
、

水
,

易受冻
、

受涝
,

易受各种病虫的侵害
。

所以贫

下中农
一

说: “
柑桔一分管一分收

,

十分管十分收
。 ”

现有幼果园有的亩产高达万斤
,

但

有的却多年不结果
。

嫁接柑桔树阶段性发育已充分成熟
。

从定植开始以至衰退死亡
,

都充满着营养生长

与生殖生长的矛盾
,

而且常常成为主要矛盾
。

当它们处于相对平衡的时候
,

便能获得丰

产稳产
。

但是
,

平衡是相对的
,

不平衡是绝对的
,

有时营养生长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
有

时生殖生长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

我们栽培柑桔随时利用外界自然条件
,

采取各种栽培措

施
,

不断调整这对主要矛盾的关系
,

使之处于相对平衡而达 到高产
、

稳产
。

定植后至结

果前主要促进生
一

民抑制生殖
。

结果开始后直至盛果期前
,

适 当抑制生
一

长
。

促进生殖
,
植



株开始衰老前
,

应该促进生长适当抑制生殖
,

尽量延长盛果期
。

在柑桔盛果期间
,

应造

成适量开花
,

足量着果
,

果大品佳的局面
。

保持生长枝有5。一60 %
,

花枝 40 一 50 %的比

例
。

便能适量开花
。

在花量适中时
,

有叶花比例高
,

着果率便高
,

果实也较大
。

所以
,

生长是基础
,

整个栽培周期都应充分注意柑桔的生长方 面
。

虽然
,

也有因旺盛生长而影

响开花
、

着果的幼树
,

但是
,

它们往往是丰产类型树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分枝增加
,

柑

桔便自动削弱生长势而促进生殖
,

因而可以继续高产
。

生长衰弱树
,

往往花而不实
,

高

产后会逐渐形成大小年结果
,

这时应及时地有意识地抑制生殖促进生长
。

柑桔是多年生

作物
,

当前应当与长远结合起来
。

根系发育是地上部分生长和丰产的基础
,

应有相对强大的根系
。

不断进 行 断 根 更

新
,

深翻压肥
,

可以形成深
、

广
、

密的根群
。

当需要削弱地上部生长
,

加强生殖时
,

也

可以利用适当抑制根系发育的办法
,

来达到早产和高产的目的
。

二
、

全面贯彻农业
“

八字宪法
” ,

突出土壤培肥和病虫害防治

只有全面贯彻农业
“
八字宪法

” ,

才能获得柑桔的高产
,

稳产和优质
。

在 良种 (包

括砧木) 合理布局的前提下
,

土壤培肥是控制柑桔生长发育的最根本措施
,

病 虫防治是

使这种控制得 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

当病虫危害了柑桔植株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
,

应

当首先及时防治病虫害
。

修剪可以起到‘定的调节作用
。

(一 ) 选用良种
、

优砧和壮苗
。

良种是柑桔生产的先决条件
。 “

有了优良品种
,

即不增加劳动力
、

肥料
,

也可以获

得较多的收成
” 。

我国巳有不少高产
、

优质兼备的良种
,

例如新会橙
、

柳橙
,

香水橙
、

雪

柑
、

锦橙
、

脐橙
、

血橙 (红玉橙)
、

伏令夏橙
、

蕉柑
、

碰柑
、

温州蜜柑
、

本地早桔
、

南

丰蜜桔
、

沙田抽等
。

但是
,

不少良种适种区域性强
,

往往此地良种
,

彼地会成为劣种
。

因此
,

应注意区域化
。

柑桔良种嫁接后
,

除少数情况外
,

多数能在一定年份内相对地保

持种性的稳定
。

但是
,

我国柑桔品种人为混杂现象比较严重
。

当务之急是在群众性全面

普查缓定的基础 上
,

确定各品种的优良单株
,

建议以县为单位建立繁殖母本园
。

并将苗

圃生产列入国家计划
,

保证品种纯正
。

四川
、

浙江
、

湖南等省巳分别开始对锦橙
、

本地

早桔
、

温州蜜柑进行了群众性的提纯选优工作
。

某些嫁接代数很多的老品种
,

例如新会

橙
、

碰柑
、

脐橙等
,

可以由科研单位利用珠心系复壮更新
。

向国外引种
,

做到
“
洋为中

用” 。

最近几年引进的脐血橙
、

哈姆林甜橙
、

阿尔及利亚红桔等都是很有希望的优良品

种
,

应积极试种
。

甜橙品质优良
、

产量高
,

且耐赊藏运输
。

世界上许多柑桔主产国甜橙栽植面积都在

70 写以上
。

我国可栽甜橙面积很大
,

自然条件很优越
,

应该积极扩大种植面积
。

主产县栽植柑桔品种不宜过多
,

可 以主栽 3 一 4 个品种
,

早
、

中
、

晚熟适当搭配
。

当前应该提倡栽植中
、

晚熟品种
。

这样
,

可以使柑桔上市季节错开
,

有利于周年供应
,

有利于劳动力和运输工具等等的安排
。



砧木的重要医不亚于品种
。

许多重要的或难于解决的栽培问题
,

往往可以应用砧木

来解决
。

我国现有用的砧木品种不多
,

尤其是缺少丰产优质的矮化砧木
,

急待发掘
。

积

是四 川
、

湖南
、

湖北
、

浙江等省山地果园比较优 良的矮化砧木
,

早产
、

丰产
、

优质
,

而

且
,

抗脚腐病
。

矮化砧若后期早衰
,

可 以靠接换砧更新
。

构头橙是东南沿海的海涂果园

比较抗盐的矮化砧木
。

只有栽植 1 一 2 年生的嫁接壮苗
,

定植后才能迅速发根生长
,

弱苗
、

小老苗不易恢

复生长势
。

有了粗壮的砧木
,

嫁接才易成活
,

才能出壮苗
,

所以
,

要对砧木施肥管理
。

适时嫁接和塑料薄模的应用
,

可使嫁接成活率大大提高
。

广东
、

广西
、

福建南部等春季

雨水多
,

气温比较稳定的地方
,

以及浙江
、

湖南
、

江西等冬季有冻害的地方
,

可以在春

季切接
。

四川等春季干旱和气温不稳定的地方
,

可以在秋季腹接
,

然后在春季补接 (切

接)
。 “

三分接七分管
” ,

成活后苗圃的培肥管理和治虫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

应做到勤

施薄施速效性肥料
,

以氮肥为主
,

干旱时灌水
,

及时除萌
,

除草
,

及时防治立枯病
,

疮

痴病和红
、

黄蜘蛛
、

潜叶蛾等病虫害
。

对苗木最好能设立支柱和初步整形
。

(二 ) 合理密植
、

早产高产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果树栽培
,

都在研究和利用矮化砧木进行密植或 超 密 植 栽

培
,

以期达到早期高产和便利管理的目的
。

广东潮汕地区的水田柑桔利用密植栽培获得

早产
、

高产
,

巳经有很成功的经验
。

他 们主要是运用土壤肥水状况控制柑桔根系发育
,

以达到矮化
。

高产品种
,

结果多
,

前期也有一定的矮化作用
。

山地果园可 以因地因品种

比过去增加 1 一 2 倍的密度
。

在幼龄结果期间
,

将结果后的母枝或基枝短切压缩
,

虽然

抑制 了单株树冠的扩展和产量的增加
,

但延缓了交叉郁蔽时间
,

从而可获得早 期单位面

积的高产
。

待控制 已经不再有效
,

在树冠已经郁蔽时
,

再进行间伐
。

缓坡红 壤 荒 地 建

园
,

为了能够顺利地进行机械耕作和喷药
,

可用宽行窄株密植
。

坡度较大的丘陵山地果

园隔梯不易遮荫
,

有利密植
,

机械化主要考虑机动喷药
,

自流灌溉和施肥
,

以及铁索缆

车运输等
。

山地果园定植后不宜过早结果
,

过早结果对树势发育影响很大
。

因此
,

结果前要大

力促进柑桔的生长
,

培育强大的根系和长好骨架
。

土壤培肥是山地果园幼树生长的重要

条件
。

为了建园后能顺利培肥土壤
, :必须修建等高梯地

,

合理配置排灌
、

蓄水
、

沟渠和

道路系统等水土保持工程
。

这是建园的百年大计
。

据广东惠阳地区柑桔场和福建樟浦县

大南坂农场的经验
,

定植时用大穴 (或壕沟 )
,

扩穴压青的栽培方法
,

是发展山地柑桔

的有效措施
。

定植穴宽深各一米
,

分层压埋绿肥
、

杂草
、

青枝绿叶或稻草等有机物
,

并

适当施入石灰和磷
、

钾肥
。

待土壤下沉后栽植
。

定植前再适当施用有机肥
。

定植后继续

扩大定植穴
,

每年一次
,

同样分层压青
,

直至全园普遍深翻压青为止
。

四川紫色丘陵土

层浅薄
,

采用爆破开定植穴 (或壕沟)
,

注意穴和壕沟排水
。

柑桔根系遇丰富有机质和

疏松的土壤而盛发
,

便能引伸根系至深层
。

以后每年秋季继在树冠滴水下东
、

西两方深

施基施一次
,

第二年在另南
、

北两方施下
,

这样可 以使根系得到不断更新
。

每年冬季修

剪
、

喷药后
,

全园深翻一次
。



幼树期间
,

追肥以氮肥为主
,

勤施薄施
。

干旱时灌水
。

施肥
、

灌水
,

降雨后都应及

时松土
,

以防止山地柑桔根系浮生和断裂
。

结果前一年开始加施磷钾把
,

随基肥施下
,

特别是红壤果园
,

更要注意氮
、

磷
、

钾

肥配合
。

但仍需注意氮砚的咆用
。

增施氮肥能显 荞地提高着果
互

书
,

增大果实
,

和维持一

定的生长
。

施肥种类以有机肥为主
,

化学肥料为辅
,

为了解决有机肥料的米 源
,

在果园四周要

留足绿肥或饲料用地
,

做到以园养园
。

幼果园主要间作绿肥
,

不宜间作 高 杆 作 物
,

否

则
,

因柑桔幼树发根慢
,

竞争力差
,

会受到很大抑制
。

根食作物与柑桔分地块种植
,

以

粮为纲
,

以果促粮
,

许多地方都获得了粮果双丰收
。

柑桔在苗圃和幼树期间应该稍事整形
:

单主干附三个主枝
,

主干有一定的高度
,

主

枝有一定的间距
。

在冬春修剪时短切夏秋梢
,

春季疏 花
,

这样
,

有利生
一

长
,

并使树冠紧

凑
。

在结果前一年和结果初期
,

对 夏秋梢实行抹芽放梢的管理
,

是广东普宁县贫下中农

创造的好办法
,

这种控制枝梢的技术
,

实质上适当地抑制了幼树的营养生长而促进 了生

殖生长
,

可以有效地提高幼树产量
。

必须指出
,

树冠管理需在培肥和病虫害防治的基础

上才能充分发挥效果
。

(三) 离产稳产
,

丰产丰收

提高现有成龄柑桔园的产量
,

最重要的技术措施仍是土壤培肥和病虫害防治
。

未修

建水土保持工程的果园需要改造
,

加厚土层
。

每年秋季深施基肥一次
,

压埋绿肥等有机

肥
,

加施磷钾肥
,

以便改良土壤
,

促发新根
。

我国柑桔产区降雨量都很大
,

所以
,

追肥

宜采用勤施薄肥
,

每年追肥 4 一 8 次
。

可在采果后
、

萌芽期
、

谢花后 ( 1 一 2 次 )
、

壮

果期 (2 一 4 次 ) 等时期施下
。

如肥料不足
,

可分两次在谢花后和稳果后施下
。

追肥以

氮肥为主
。

氮肥对提 高产量和恢复低产的弱树
、

衰老树的生长
,

均有显著效果
。

其他如

干旱时灌水
、

中耕
、

深耕等同幼龄园
。

修剪有调节柑桔营养生长和生殖生 长的矛盾
,

恢复树势
,

延长盛果期
,

提高果实品

质
,

以及缩小大小年差距等作用
。

应该根据不同品种的生物学特性
,

认树认枝
,

结合栽

培目的进行修剪
,

不能采取千篇一律的修剪方法
。

所谓认树认枝主要视其生长与生殖矛

盾的情况
。

对营养生长太弱
,

生殖生长太盛的植株或大枝
,

可施行减少分枝
,

减少花芽

以及恢复其营养生
一

长的修剪
。

对营养生长旺盛的植株或大枝
,

轻剪以促进其结果
,

以后

随结果量的增加而加重修剪量
。
应将短切 引入柑桔修剪

。

成龄树的夏秋梢可在其结果后

及时短切
,

对结果后的基枝亦及时短切更新
。

这样便可以做到轮换更新
、

不断更新
、

推

迟全树更新的时间
。

不少地方
,

由于精细管理
,

产量不断提高
,

但在此情况下柑桔果实

的发育往往逐渐影响了花芽分化
,

若不及时短切更新
,

容易出现大小年结果
。

在密植条

件下
,

可以考虑采用植株内基枝间
、

株间或行间轮换结果
,

以作为克服大小年 结果的一

种方法
,

对大小年幅度大的单株
,

在大年前重剪
,

剪去夏秋梢
,

重删弱枝
,

能显著地恢

复树势和增大果实
。

小年前轻剪或不剪
,

只短切外部结果后的基枝
,

有增产的效果
。

为 了延长柑桔果品的上市时间
,

除了主栽品种早
、

中
、

晚熟搭配以外
,

还可以适 当

1 4
.



延
一

味采果时间和赊藏的有效办法
。

一般的说
,

多数品种可以适当提前或延后采果
。

提前

采果品质稍差
,

但有利树势的恢复
。

延后采果常会引起采前落果
,

尤其是遇阴雨降温季

节
。

在果实开始转色时喷布 2
。

j一D 一次
。

能有效地防止采前落果和延长树上挂果时间
。

采果太晚会影响明年产量
。

还必须注意摄 氏 一 3 度以下的气温会冻伤果实
。

果 实成 熟

后
,

处于衰老阶段
,

对病虫害抵抗 力差
。

要使果实耐储藏
。

采前约半个月便需停止灌水和

施速效氮肥
。

同时
,

必须仔细采收
,

在无雨无露时采果
,

沙使指甲
、

果剪
、

箩筐等碰 厉

果皮
。

果实采下 ,j]}l 三天内用 之
. 、
一自与 杀菌剂 (托布津

,
_
、

多菌灵
”

.

才果
,

然后置通风库或

冷库及地
二
怎对藏

,

能有效的延 梦: 果实贻藏时向和喊少果实损失
,

多数甜橙果实可以贮藏

半年以上
。

用 2
.

4一O 处理后能够保持果蒂新鲜
,

抵御黑腐病
、

蒂腐病菌的入侵
,

用托

布津
、

多菌灵等杀菌剂处理后能十分有效地控制青
、

绿霉病
。

通风库可用土房建筑
。

(四) 及时防治病虫害

各种病虫害的防治
,

必须贯彻防重于治和及时防治的原则
,

并和其它栽培措施配合

起来
,

以增强植株的抵抗能力
。

对为害柑桔的主要病虫害
,

;

特MlJ 是检疫性病虫害
,

如溃疡病
、

黄龙病
、

疮痴病
、

大

实蝇
、

瘤壁虱等应严格执行检疫制度
,

制止其扩展
。

溃疡病在一些产区任其蔓延
,

严重

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甜橙生产
,

今后这些地区在新建果园时应选用无病苗 木
,

并 严 格 隔

离
。

无病区开始轻度发病时应及时挖除病树
,

或重剪更新
。

波尔多液
、

代森锌
、

链霉素

等药剂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

近年来实践证明
.

在我国黄龙病发生地区
,

利用新区与更新区 (即柑桔淘汰了的老

区 )
,

选用无病健康的丰产母树培育壮苗
,

严格防治呀虫
,

加强培肥管理和及时挖除病

树等综 台措施
,

可以显著地控制黄龙病的危害
。

柑桔红
、

黄蜘蛛和锈壁虱繁殖代数很多 为害很大
,

柑桔一经落叶
.

不但当年减产

以至无收
,

而且影响第二年的生长结果
。

在虫害发生初期及时喷药防治
,

易于控制
。

现

在已有多种杀虫
、

杀卵或两种效果兼有的杀蜻剂
,

如乐果
、

三氯杀瞒矾
、

保棉丰
、

乙硫

磷
、

杀虫醚等
,

都能有效地防治红
、

黄蜘蛛
,

要做到轮换使 用或混合使用
.

这些药剂 以

延缓害虫产生抗药性
,

据浙江黄岩柑桔研究所报道
,

代森锌防治锈壁虱效果超过其他药

剂
,

而且残效期较长
。

.

杀虫醚是当前防治锈壁虱的良好的药剂
。

在幼果期间卷叶蛾为害

后
,

经常 引起大量落果
.

应定期检查喷药
。

纷类的为害会严 重削弱树势和降 低 果 实 品

质
,

积极寻找高效低毒的农药代替松脂 合剂
。

注意吸果夜蛾危害果实
。

在柑桔栽培上利用生物防治
.

已经取得 良好的成果
。

例如用澳洲瓢虫
、

大红瓢虫都

能很好地捕食吹绵纷
。

多毛菌能控制锈壁虱的发生
,

应加以保护
,

尽量避免 应 用 铜 制

剂
。

积极发掘柑桔病少害的益菌和益公
、天敌

,

加 以研究利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