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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区又称青岛西海岸新区，是山东省青岛市的市辖区，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九个国家级新区。黄岛区地处北温带季风区域

内，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空气湿润、雨量充沛、温度适中、

四季分明。有明显的海洋气候特点，年平均气温 12.5℃，夏季平

均气温 23℃。青岛全市共有樱桃 8 万多亩，其中大樱桃有 6 万多

亩，主要分布在黄岛、胶州、莱西等地区，大樱桃亩产量约有千

斤，其中大棚大樱桃因为上市比较早，售价在每斤 30 元左右，青

岛樱桃产业产值超过 12 亿元，与苹果、桃、葡萄、蓝莓、梨成为青

岛市六大水果支柱产业。

1 夏季大樱桃栽培管理存在的误区

冬季、春季栽培管理主要以施肥、修剪、清园以及花果管理

为主，栽培人员对大樱桃冬季、春季管理较为了解，并能够熟练

掌握管理技术要点，但大樱桃栽培产量却难以达到栽培要求，其

主要原因是栽培人员忽视了夏季、秋季阶段的管理，只有出现栽

培问题才能引起足够注视。大樱桃果实采收时期较早，夏季树木

进入到生长旺季，长势较为旺盛，栽培人员会误认为大樱桃树生

长情况较为旺盛，基本不会对其进行施肥，从而导致大樱桃树营

养不足。栽培人员在完成大樱桃树的修剪之后，发现树木长势较

为旺盛，会选择不进行树木修剪，导致树木枝条较多，造成树木

主干营养不足，影响树木长势。栽培人员对果园光照资源、通风

性能以及土壤结块等重视度不够，从而导致大樱桃树木生长较

为缓慢，产量以及质量无法达到预期目标[1]。

2 夏季温室大樱桃栽培管理技术要点

2.1 环境调控

夏季温室大樱桃栽培管理过程中，应做好环境调控工作，保

证树木能够在合适的环境中生长。白天应将温室内温度控制在

20℃-25℃，夜间将室内温度控制在 12℃-15℃，空气温度应控制

在 30%-50%左右，每天需补光 1 小时，可以提高温室二氧化碳

含量，能够促进光合作用，提高大樱桃的生长速度。春季晚霜后

即可进行揭膜，为夏季大樱桃的栽培管理做好准备，揭膜前 3-5

天进行放风，但通风口应远离风口，提高树木自身的适应能力。

揭膜当天应保证天气情况较好，为避免夜间温度过低导致树木

冻伤，应循序渐进的进行揭膜，如果揭膜过急，会导致樱桃树木

出现黄化，不利于樱桃树木正常生长，树木也无法贮藏养分，严

重影响树木的产量和质量[2]。

2.2 中耕除草

温室内部容易出现杂草，与樱桃树木争夺养分，延缓樱桃树

木的生长速度。栽培人员可以采取中耕除草的方式及时铲除温

室内部的杂草，使樱桃树木养分和水分充足，为樱桃树木提供良

好的生长环境。

2.3 树体调节

在夏季大樱桃栽培管理过程中，应当注意抹除多余的嫩芽，

疏除树木上多余的树枝，生长较为旺盛的树枝需要保留 15cm 左

右并进行摘心，从而提高樱桃树木之间的通风性。完成大樱桃采

果之后，结过果的大樱桃树枝会重新回缩，从而刺激樱桃新生树

枝结果，为樱桃产量提供保障。栽培人员完成树枝修剪后，可以

抹除修剪树枝附近多余嫩芽，保证树枝进行单轴延伸。

2.4 果实管理

果实转色阶段栽培人员应当在保证土壤中水分和养分的稳

定供给，定期给喷洒氯化钙液，减少裂果情况的发生。由于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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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较高，大樱桃果实不容易贮藏，果实成熟之后应及时进行采

摘，这样可以避免造成经济损失。大樱桃成熟期如果温度较高，

就会导致果实出现腐烂变质的情况，应在完成果实采集后及时

进行销售。栽培人员可以扩展传统的大樱桃销售渠道，选择“线

上 + 线下”的销售方式，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线上可以通过抖音

等平台输出大樱桃的种植产量，通过互联网和农业的高效联合

促进大樱桃的销售，线下可以联系果饮企业制作大樱桃的系列

饮品，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结合提稿大樱桃的经济效益。

2.5 水肥管理

大樱桃花芽分化时期通常是在采果后 10 天左右开始的，完

成采果后的 1-2 月后进行形态分化，栽培人员应保证樱桃种植

区域土壤中养分、水分充足，避免出现败育花的形成。完成大樱

桃采果后，需要及时追加速效化肥，促进樱桃花芽迅速分化[3]。肥

料种类基本以复合肥等肥料为主，复合肥每棵树木施加 2kg 左

右，栽培人员在施肥过程中应保证肥料在树冠外围的正下方，施

肥沟应保证外浅内深，避免肥料过多导致树木根系产生损伤，完

成施肥后进行浇水，保证土壤水分和养分较为充足。栽培人员也

可以施加叶面肥，有助于提高叶片的光合能力，使枝条养分更加

充足。大樱桃植株本身抗旱和耐涝能力较弱，需要根据温室内土

壤水分情况进行灌溉，同时做好排涝工作。

3 夏季露天大樱桃栽培管理技术要点

3.1 园址选择

大樱桃对于土壤和水分要求较为严格，进行园址选择过程

中应避免选择耐盐碱性较差的种植区域。大樱桃树木抗旱和耐

涝能力较差，园址应选择排灌性能较好的地区，树木根系呼吸较

为旺盛，需要园区土壤具有良好的透气性能，沙质土壤有利于加

快树木的生长速度，较为适宜树木生长。大樱桃开花期较早，容

易受到晚霜的影响，因此，园区应避免选择通风口或者地势较低

的区域进行建园。由于大樱桃树自身抗旱性和耐涝性较差，建园

时应采取起垄栽培的措施，有效解决樱桃抗旱、耐涝能力差的问

题，并且需要对土壤进行处理，在土壤中混入有机肥料和化学肥

料，增加园区土壤中有机物质的含量，避免土壤中碱度较高，影

响树木的正常生长。栽培人员在进行起垄定植前，需要对垄体进

行浇水，避免树木在定植后出现下沉倾斜，不便于栽培人员开展

后续栽培管理。如果樱桃种植园区面积较大，需要对果园进行合

理划分，保证排水系统、灌溉系统等较为完善[4]。

3.2 品种选择以及定植技术

大樱桃属于异花授粉的品种，自花结果率较低，需要做好品

种配置工作，从而提高产量和质量。栽培人员在选择品种时，应

保证大樱桃品种花期一致，花期之间的间隔应小于 2 天，才能够

达到异花授粉的目的。尽量选择经济效益较高以及授粉亲和性

较强的品种，主栽品种占据的面积应该较大，并且两种不同的品

种应进行交错种植，便于花粉传播，能够有效提高大樱桃栽培产

量。大樱桃定植阶段一般在秋季，秋季定植需要在土壤封冻前进

行，定植后可以加快樱桃树木根系恢复。定植过程中应合理控制

栽培密度，如果栽培密度过小，会导致樱桃树后期出现郁闭的情

况，并且还会导致樱桃果园出现大量病虫害问题，最终导致树木

衰弱死亡。

3.3 树体管理

春季大樱桃发芽后，栽培人员需要抹除枝头竞争芽、修剪周

围无用芽等，对树木嫩芽数量进行调整，控制嫩芽率，避免其与

树木主体争夺养分。对于新梢进行摘心，能够达到控制大樱桃生

长的目的，防止树木出现过度生长的情况，对于生长过于旺盛树

枝可以进行拉枝开角处理，并实行环割处理，抑制樱桃树木的正

常生长。摘心是指在新梢尚未出现硬化之前去除新梢较嫩的部

分，对于大樱桃旺树进行摘心，能够控制树木枝条长势、扩大树

冠、节约养分，为树木提供充足的养分。剪梢主要是对新梢进行

修剪，主要应用于不能进行摘心的大樱桃树。栽培人员在摘心的

过程中，应当注意对生长较为旺盛的主干枝进行控制，从而充分

发挥摘心的作用。栽培人员完成树枝修剪后，可以抹除修剪树枝

附近多余嫩芽，保证树枝进行单轴延伸。大樱桃树一般是在夏季

6 月份开始拉枝，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冬季进行树木修剪的过程

中，无法解决园区通风问题，部分树木在冬季修剪过程中如果过

度调整角度，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夏季拉枝树体反应较为温和，

能够解决冬季修剪中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提高植园区的通风

性，避免夏季园区温度湿度较高，避免病虫害问题发生。夏季疏

枝阶段一般在 5 月下旬或者是 6 月下旬进行，避免大樱桃树枝

重叠，达到改善树冠通风性和透光性，保证树木长势较为均衡。

完成大樱桃树采果之后进行梳枝，便于树枝伤口进行愈合，使树

木长势更加的旺盛[5]。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新梢还未出现木质化

时进行扭枝，将直立枝条轻轻进行扭转，可以减缓树枝的长势，

从而有助于形成花芽。对樱桃树进行环剥，能够促进花芽的形

成，并提高花朵坐果率，从而提高果实的品质。大樱桃树环剥宽

度应控制在 0.5cm，需要栽培人员进行合理控制，避免出现流胶

的情况。大樱桃树顶端优势较强，传统树型难以控制顶端优势，

容易造成树木疯长，严重影响大樱桃产量。栽培人员可以采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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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唑对大樱桃长势进行控制，在树木生长至四年以后可以使用

该药物进行控制，先施加 2g 进行观察，不容易导致大樱桃树木

出现中毒的现象。栽培人员可以采取喷施的方式控制延缓树木

生长，增强树木抗逆性能、提高产量等效果。栽培人员完成树枝修

剪后，可以抹除修剪树枝附近多余嫩芽，保证树枝进行单轴延伸。

3.4 花果管理

大樱桃容易发生落花落果的情况，坐果率比较低，这样不利

于提升大樱桃的产量和质量。为了能够提高大樱桃的坐果率，栽

培人员可以采取化学方法使大樱桃产量获得提升。大樱桃花期

可以选择尿素和磷酸施加补充养分，提升樱桃坐果率。花期落瓣

时可以喷施坐果灵，提高坐果率。栽培人员可以在花期进行喷

糖，有利于樱桃树进行授粉，从而降低栽培成本。梳除长势较弱

的果树枝，去掉生长情况较小的花朵，对于生长较为旺盛树枝进

行摘心，达到限制枝梢生长的目的，保证樱桃树主干养分较为充

足。如果栽培人员资金较为充足，可以选择在种植园区内放置蜜

蜂，达到增加田间蜜蜂量的目的，加快花粉传播速度，提高坐果

率。大樱桃坐果之后，栽培人员应及时去除果形不正或者是畸形

的果实，每个树枝保留 2-3 个果实即可。如果大樱桃果实出现裂

果的情况，会导致果实霉烂，可以在开花两周后施加氨基酸钙，

避免大樱桃出现裂果的情况。栽培人员也可以在幼果期间，施加

高脂膜粉剂，喷施后能够在果实表面形成一层高分子薄膜，可以

达到防治日光照射、保鲜、防裂的目的。大樱桃果实较为容易着

色，但是如果树木出现郁闭的情况，会影响樱桃的着色情况，从

而影响果实的商品性。栽培人员在大樱桃着色阶段应进行拉枝

开角，增加园区内树木的透光性。适当摘除园区内遮光严重的叶

片，可以保证大樱桃果实着色的均匀性。由于大樱桃果实生长位

置不同，需要栽培人员按照成熟情况进行果实采收，从而减少果

实的烂果率。大樱桃采收完成之后应剔除裂果、烂果等品质不合

格的果实，在果实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出现挤压碰撞的情况，入库

之后尽量避免过长的储存时间，可以避免贮藏过程中出现烂果

的情况。

3.5 水肥管理

大樱桃在坐果期间应快速补充营养，5 月上旬就应该施加水

溶肥，若水溶肥养分含量较高，施肥时实现养分和水分同步施

加，从而为樱桃补充好充足的水分和养分。然后在间隔 20 天左

右可再次补充养分，这样能促进果实体积不断增加，使大樱桃果

实质量获得有效的提升。如果，夏季干旱情况较为严重时，应当

及时进行灌溉，从而保证土壤的湿润度。可以在果实采收之前 15

天左右进行灌溉，从而能够达到改善果实品质和产量的目的。

3.6 病虫害防治

蚜虫对于大樱桃危害情况较为严重，栽培人员可以选择抗

蚜威等药物进行防治，每隔 10 天涂抹一次，涂抹 2-3 次能够有

效防治蚜虫。果蝇也是危害大樱桃的主要害虫之一，6 月份是防

治该虫害的关键时期，樱桃果实着色阶段应选择胺氯菊熏烟剂

进行防治，能够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如果果蝇处于成熟时期，

栽培人员可以按照 1∶1∶1 的配比配置糖醋液，将调配好的糖

醋液放置于樱桃园阴凉处，也能够达到消除虫害的目的，每周更

换一次糖醋液，如果出现降雨等情况，需要及时对糖醋液进行补

充，从而达到有效诱杀成虫的目的。大樱桃果实采收过程中容易

受到炭疽病的危害，如果夏季雨水量较大时，樱桃就会出现大面

积感染的情况，这时候栽培人员可以选择抗霉素可湿性粉剂，可

以达到保护果实的目的，降低病害对果实的影响。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栽培人员对大樱桃夏季栽培管理重视度不够，夏

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不易于栽培管理，加之栽培管理中存在较多

误区等原因，根据大樱桃树木生长情况进行夏季栽培管理显得

尤为重要。夏季大樱桃栽培管理过程中，栽培人员应熟练掌握栽

培管理技术要点，制定合适的栽培管理措施，提高大樱桃产量和

质量。首先需要改进的有栽培人员对果园光照资源、通风性能以

及土壤结块等重视度，其次是在大樱桃栽培管理技术要点方面

的重视，在环境调控、中耕除草、树体调节、果实管理、水肥管理

方面加强技术指导。本文对温室和露天大樱桃栽培管理技术分

别进行了阐述，涉及树体调节、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果实管理

等方面，为大樱桃的生长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提高产量和质

量，满足市场供应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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