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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栽培

在我国水果市场中，香蕉所占份额较大。 所以推动香蕉产业

快速发展，提高香蕉产量是有效促进市场经济进步的必经之路。

现阶段，山坡地逐渐成为香蕉的主要种植地。 但山坡地普遍存在

水肥不足的问题，直接影响香蕉产量，难以获得理想经济效益。

所以，香蕉种植户应合理应用山坡地香蕉栽培技术，努力实现其

高产、优产，从而为山坡地香蕉产业发展带来推动作用。

1 香蕉栽培技术应用必要性

1.1保证种苗质量

在以往香蕉种植过程中，种苗通常以吸芽苗为主，但这种苗

存在明显劣势。 经过香蕉栽培技术研究后，在当下香蕉种植过程

中开始采用组培苗。 相较于吸芽苗，组培苗具备诸多优势，包括

生长速度较快、病虫害抗性较高、种植过程易于管理、种植产量

较高等。 所以组培苗在香蕉种植过程中的应用愈发广泛，且在实

际种植中，组培苗能达到预期产量，为种植户带来更大的经济效

益。

1.2提高管理水平

香蕉植株通常体积较大， 其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水分和

营养。 所以在香蕉种植管理中，种植户应注重灌水和施肥工作的

开展。 但在以往香蕉种植管理过程中，施肥工作不仅效率较差，

且所用化学肥料较易污染周围环境。 所以种植户应积极利用先

进施肥技术和灌水技术。 目前，基于香蕉栽培技术的进步，在水

肥管理过程中开始应用水肥一体化灌溉设备， 通过这种先进设

备，可同时进行灌水和施肥，不仅工作效率得到显著提升，还能

有效节省水资源。

2 香蕉栽培技术的应用优势

2.1在枯萎病防控方面

在香蕉种植过程中，枯萎病属于一种常见病害，会严重影响

香蕉的产量和质量。 通过应用香蕉栽培技术，能有效解决这一问

题。 基于香蕉栽培技术，鉴定香蕉枯萎病的病原菌，进而实现病

原菌检测技术的开发，随即在选种选苗环节，可通过检测来选择

未携带病原菌的香蕉苗。 所以，香蕉栽培技术的应用可快速鉴定

种苗的抗病性，对种苗的质量予以有效控制，从源头上强化枯萎

病的防控。

2.2在种植管理方面

现阶段， 不少种植户在香蕉栽培管理过程中以粗放式管理

手段为主。 实际上，香蕉种植的产量和质量与栽培管理效果密切

相关。 所以在栽培管理过程中， 种植户应合理应用香蕉栽培技

术。 一方面，基于香蕉栽培技术的应用来强化蕉苗管理，在种植

后提高香蕉幼苗的成活率;另一方面，在香蕉生长中后期，强化

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管理、自然灾害预防管理等，为香蕉植株

生长创设有利条件。

2.3在环境保护方面

在香蕉植株生长过程中，茎叶脱落属于常见现象。 为对脱落

茎叶予以充分利用，种植户可采用生物有机肥发酵工艺，运用脱

落茎叶制作能满足香蕉生长所需的肥料， 通过生物有机肥的施

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化学肥料的施用量，进而达到环境保护的

目的。 总体来讲，香蕉栽培技术的应用能缓解环境污染问题，在

科学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优化香蕉生长环境，为香蕉生长带

来积极影响

[1]

。

3山坡地香蕉栽培技术应用研究

3.1选地挖沟

选择坡度较为低缓的山地， 所选山地的土壤条件应符合要

求，土壤疏松且具备良好的透气性、排水性，山地附近应有水源，

以便在旱季时开展灌溉工作，优先选择连片山坡地，以满足规模

山坡地香蕉栽培技术的优势及实际应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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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香蕉富含营养元素、味道香甜,深得社会大众喜爱。 而且,香蕉全年都可收获,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在香蕉

产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下,如何提高香蕉的产量和质量已成为香蕉种植户重点探究的问题。 在香蕉种植生产过程中,

为实现香蕉的高产和优产,有必要合理应用香蕉栽培技术。 本文首先分析香蕉栽培技术应用的必要性和优势,进而重点探究

山坡地香蕉栽培技术的实际应用,以期为相关行业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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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所需，并注重强化灌溉系统固定设施功能，提高其利用率。

待选地完成后，应对环山路走向进行规划，道路应便于后续

运肥工作， 上坡坡度不宜过大， 以免影响灌溉储水池和工棚建

设。 首先，应开通环山路，每间隔 20m 设置 1个长、宽分别为 7～

10m 的转车台，不仅用于转车，也用于堆放肥料和香蕉。 其次，开

通主道路后，可沿山坡等高线从山顶至山底开通第一梯田，在开

梯田的过程中应在梯田内侧挖设壕沟， 控制壕沟深度和宽度分

别在 0.5m 和 1.5m 左右，将挖出的黄泥土在沟边压实，并在壕沟

底部预留 50cm 深度的松土层。 在挖设的过程中，应逐梯向下往

返，每间隔 50～100m 斜线设置一条人行道，人行道宽度控制在

2m 左右，并与主道路和转车台相接，以便后续运输肥料和香蕉

等工作所需。 最后，选择山顶最高点进行储水池设置，为安装滴

灌系统创设有利条件。

山地坡香蕉种植往往以单行为主，植株间距通常在 2～2.5m

左右。 待挖设壕沟后，应结合植株间距在壕沟内部定点放肥，每

坑施加 5kg 经过发酵的有机菌肥，并与沟内松土混合均匀。 在放

肥时应注意，无需额外开坑。 针对梯田、壕沟较大的情况，在种植

时可以双行品字形方式进行。 如果施加有机肥，如鸡粪等，应在

施加前将肥料腐熟沤制，控制施加量在 10kg 左右。 如果山坡地

土壤呈酸性，可在壕沟内以 100kg/667m

2

的标准撒施石灰。 新挖

壕沟土质肥力通常难以满足香蕉幼苗生长所需， 所以应施加足

量的基肥进行土壤改良[2]

。

3.2选种定植

相较于平地，山坡地储水能力较差，有机物质含量较少，所

以在山坡地香蕉种植选种过程中，应以因地制宜为原则，结合当

地气候条件、土壤环境等进行，优先选择具备较强耐旱能力的香

蕉品种，如泰国香蕉、巴西香蕉等。待完成选种后开始选苗。在选

苗时， 应采用五代以内的组培苗， 种植后的香蕉苗不仅生长一

致，且便于管理、易于销售，选择叶片数量在 8～12 个左右且根

系发达、根茎粗壮、无病虫害现象的大袋苗，并在出苗前喷洒甲

基托布津液杀菌一次，以提高香蕉苗体的抗性，降低病害侵染危

害。

相较于水田种植方式，山坡地香蕉种植成熟期通常推迟 1～

2 个月左右。 在选择种植时间时，首先，应考虑干旱时节，由于土

壤湿度不足，水分含量较低，较易影响果实的膨大速度，所以在

香蕉抽蕾后，应保证处于雨水充沛时期，为橡胶果实膨大创设良

好条件，以控制抗旱成本，保证香蕉产量。 其次，在亚热带冬季存

在霜冻现象的地区，应考虑低温霜冻问题，如果香蕉抽蕾期间遇

到霜冻，会使香蕉产量下降，为种植户带来经济损失。 综合来讲，

香蕉定植时间应结合所在地的气候条件而定，一方面，应保证种

植期避开干旱时节;另一方面，应保证成熟期避开霜冻现象。 通

常情况下，定植期可选在 6～8 月份，此时定植，香蕉幼苗生长

1m 后会进入冬季，次年 7～9 月抽蕾正值雨水充沛时期，能降低

抗旱成本，而后在 10 月左右成熟，恰好中秋和国庆上市，市场价

格相对较高且易于销售。

在香蕉种植过程中，托住香蕉苗袋底部，将营养袋撕开，使

用锄头在种植穴中挖开小穴，将香蕉苗袋缓慢地放入穴中，利用

周边新土盖回并稍微压实，控制盖土超过苗袋 1～2cm 即可。 但

在盖土时应注意，不可使用种植穴中的肥泥，以防香蕉嫩根被烧

伤，盖回新土的目的在于避免香蕉苗根直接触肥而烧伤新根。 在

种植时应保护营养土，以免苗根松散或受到损害，待盖回新土后

应淋水以便定根，后续每间隔 3 天淋水一次，确保土壤湿润，促

进苗根生长

[3]

。

3.3种植管理

3.3.1肥水管理

在香蕉种植生产全过程中，施肥和灌溉属于两项重要工作。

如果在香蕉生长过程中未合理进行灌水， 香蕉叶片由于水分缺

失而变薄，对根茎的生长产生影响，严重情况下甚至导致产量下

降。 基于此，种植户应注重灌溉管理。 现阶段，为落实环保理念，

香蕉种植灌溉逐渐应用滴灌、微灌等技术。 结合香蕉栽培管理实

际，可采用薄壁喷水系统进行灌溉，在喷水带上开设多个微孔，

合理调节喷水水压，将喷水高度控制在 1～1.5m，并在蕉园内铺

设喷水带， 通过喷水带上朝向不同的微孔以相互交错的方式喷

水，保证覆盖所有蕉苗。 这一技术能强化灌溉管理，达到有效节

约水资源的效果。 同时，种植户应结合香蕉品种和所在地的自然

环境条件对喷水流量和喷灌时间予以合理控制，通常情况下，喷

水流量应控制在 10～30L/h，每次喷灌时间控制在 10～15min。相

较于其他灌溉方式，喷灌系统的优势较为明显，包括应用成本较

低、操作较为便捷等，但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不足，如受到外界

因素的影响，管壁较易损坏破裂，难以保证能够长时间使用。

在香蕉栽培过程中，为实现高产、优产，种植户还要注重施

肥管理。 结合香蕉栽培管理实际，可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通过

有机结合灌溉与施肥两项工作，提高香蕉栽培质量。 所谓水肥一

体化技术，指的是利用灌溉系统同时进行灌溉和施肥。 在应用这

一技术时，种植户应对香蕉生长需求进行合理分析，明确香蕉所

需的水分和养分，进而以定量、定时的方式供应给香蕉植株。 与传

统施肥方法相比， 应用离心撒肥机不仅操作简便， 能实现均匀撒

肥，还能有效提高施肥效率，且施肥过程不会受到地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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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幼苗期管理

待幼苗定植后，应控制土壤湿润程度，提高幼苗成活率。 在

香蕉幼苗期，种植户应注重强化种苗巡查，在发生缺苗现象时立

即补上。 受气候环境和肥水灌溉的影响， 部分蕉苗可能出现倾

倒、歪斜现象，此时应及时扶正，回填蕉苗下方外部营养土并压

实。 针对生长情况不良的蕉苗，可简单利用树枝或搭设遮阴棚的

方式进行遮阴处理，以免蕉苗受阳光灼晒。 种植户应定期巡查蕉

苗，尤其在大雨过后应强化巡查，及时处理死苗和病苗，并立即

补种。 在香蕉幼苗时期，土狗、蟋蟀、斜纹夜蛾等虫害较为常见，

为防治虫害，可喷施稀释后的敌百虫、乐果、绿福、快马杀等药

剂。 此外，常发生的病害现象包括束顶病、花叶心腐病，为防治病

害，应将患病幼苗及时挖除，进而喷洒石灰水进行消毒，如果幼

苗出现叶斑病、黑星病等病害现象，可喷施稀释后的多菌灵、甲

基托布津等杀菌药剂来防治，以免抽生新叶受到危害。 待进入干

旱时节后，为保持土壤水分，应采取地膜覆盖方式。 在夏植和秋

植过程中，为保苗过冬，应保证土壤基肥充足，能满足幼苗生长

所需。 结合幼苗生长情况适当追肥 2～3 次，追肥时主要采用水

肥。首次追肥应在香蕉幼苗抽出新叶老熟后进行，利用 0.15kg 普

罗丹与 50kg 水均匀搅拌后淋施。 在后续第二、三次追肥时，则可

施加复合肥，并以每株 50～100g 为标准控制施加量。 此外，在幼

苗管理时期应及时清除杂草，以免对幼苗的生长造成影响。

3.3.3 中后期管理

第一，保证肥料施加充足，严格控制病虫害现象。 山坡地香

蕉夏植、秋植过冬后，应在春雨时期首次施肥，为香蕉生长提供

养分，通常在 3 月份左右，施加 10kg 有机肥和 0.5kg 复合肥。 第

二次施肥应在 5、6 月份，以促进香蕉植株生长、加快果实膨大速

度为目的，施加 0.5kg 钾肥、0.5kg 复合肥以及 0.25kg 尿素。 在香

蕉栽培过程中，保叶属于重要工作。 植株叶厚且颜色浓绿，能强

化光合作用，为香蕉果实提供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以提高香蕉的

产量和质量。 尤其针对香蕉 10 月份抽蕾过冬后，保叶工作更为

重要。 此外，在中后期管理过程中，也应注重开展病虫害防治工

作。 斜纹夜蛾在 3～6 月份的危害性较大，可喷施稀释后的敌百

虫、快马杀以及乐果等药剂进行防治，而针对叶斑病、黑星病的

防治，可施入稀释后的敌力脱、必扑尔等农药。 药剂喷施可与根

外肥施加同时进行。 根外保叶肥可采用磷酸二氢钾和光合素等

[4]

。

第二，在香蕉植株生长过程中，应及时开展杂草清除工作。

一方面，可通过人工方式铲除壕沟内的杂草，并使用松土严密覆

盖;另一方面，可采取化学除草方式，使用铺天盖地、一把火等品

牌除草剂，但需要注意的是，应确保所用除草剂对香蕉植株生长

无影响。 同时，在香蕉生长期，应清除香蕉头吸芽，待香蕉收获

后，利用锄头锄下壕沟两侧松泥，开展清园工作，将香蕉头盖住

大约 20～30cm，促使香蕉头新根快速生长，发挥固定防风作用。

施根肥时也是利用锄下的松泥盖住两侧，相较于平地香蕉种植，

山坡地香蕉种植培土难度较小，露根要求较为宽松，能节省时间

和人力。

第三，留梳套袋。 在香蕉抽蕾后，应开展校蕾工作，将香蕉蕾

周围蕉叶清除干净，为收梳创设有利条件。 同时，拉长香蕉仔，使

香蕉仔增壮，确保香蕉仔均匀。 在留梳断蕾 24h 之前，喷施香蕉

花药， 硕生、 甲基托布津、 绿芬威和灭扫利的量分别为 20mL、

19g、25mL、10mL，与 15kg 水混合后，以水喷雾方式从蕾部自下而

上喷施，避免同一位置多次喷施。 通常情况下，留 6梳，待确保梳

数留足后留单果，在单果下方距离大约 15cm 的位置断蕾。 针对

头梳达不到 10个、尾梳达不到 14 个的情况，去除整梳。 此外，去

除双孖香蕉，断蕾完成后将日期记录在果梳尾部。 利用蛇皮袋进

行套袋处理，进而将蓝袋套在外部，防止果实被太阳灼伤，避免

果实受病虫危害

[5]

。

第四，安装防风桩。 大风天气高发地区应注重立桩支撑。 在

安装时，可将长度为 3m 且较为粗壮的竹子用作香蕉桩，通常情

况下，其使用期限为 2 年，并在大风天气来临之前安装完成。 首

先，在距离香蕉头大约 20cm 的位置开设小洞，小洞的深度控制

在 40cm 左右，将竹插入洞中并压实，分别绑扎竹和香蕉树上部、

中部和下部，并确保绑扎牢固。

科学应用香蕉栽培技术不仅能保证香蕉种苗质量， 还能显

著提高香蕉种植管理水平。 香蕉种植技术在枯萎病防控、苗期管

理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具备显著的应用优势。 目前，山坡地逐

渐成为香蕉的主要种植地，但山坡地普遍存在水肥不足的问题，

对香蕉的产量造成直接影响，难以得到理想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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