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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栽培

猕猴桃是一种新兴水果，具有丰富的营养和良好的药用价

值，是人们喜爱的滋补保健食品。随着我国猕猴桃产业持续发展

壮大，不仅进一步满足了人们对特色水果的消费需求，而且作为

产业振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08 年贵州

省委省政府把猕猴桃产业作为精品水果产业助推发展，到目前

全省种植面积已超过了 60 万亩，产量约 20 万吨左右，种植面积

和产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三和第四。其中，修文贵长猕猴桃和六盘

水猕猴桃已成为贵州精品特色农业。当下，贵阳市委市政府集中

优势资源发展猕猴桃产业，把猕猴桃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然而，随着猕猴桃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栽培技术的不足和日

益严重的病虫害都已经成为制约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因素。因此，如何提高猕猴桃栽培技术，有效防控猕猴桃病虫害，

组建猕猴桃高产优质发展技术体系已成为猕猴桃产业发展的关

键所在。

1猕猴桃种植现状

我国地形及气候具有多元化特点，能够很好地满足猕猴桃

生长需求。目前，我国猕猴桃种植主要分布在贵州、四川、陕西和

福建等地，其中贵州山地、立体气候为猕猴桃的生长提供良好的

自然条件，是猕猴桃的重要产区。据报道[1]，果园的标准化管理程

度不高、猕猴授粉及遮阴技术不足，部分果园水肥管理仍主要依

靠传统经验，以及肥料使用种类单一化，人工栽种比例大，人工

成本高和机械化水平较低等都已成为贵州猕猴桃产业发展的重

要制约因素。当前，随着猕猴桃种植面积的增加，猕猴桃病虫害

愈来愈多，加上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这给绿色防控病虫害工作带来了较大难度，特别是猕

猴桃细菌性溃疡病已成为全球猕猴桃产业发展中的首要难题，

目前还缺乏有效的防治药剂。因此，提高猕猴桃栽培技术，加强

对其病虫害的防治，改善猕猴桃品质，提高其产量，已成为亟待

解决的关键问题。

2猕猴桃栽培技术要点

2.1 选址建园

贵州地形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在建园的过程中需结合当

地实际情况进行规划设计，如：在山地上建园可以建成梯田式果

园。在果园建设过程中，猕猴桃果园要做好防旱灌溉基础设施，

要完善相应的排水灌溉系统，保证猕猴桃后期生长过程中不会

发生旱涝情况，合理设置水泥柱，便于后期猕猴桃上架，最大程

度上保证产量。目前，大量研究表明，猕猴桃喜欢生长在昼夜温

差较大且潮湿的环境下，对光照条件也有较大要求，所以大多数

情况下猕猴桃果园大多建在偏北方向的坡地上，以保证其光照

及温度处于适宜条件。同时，在建园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土

壤的酸碱性，当土壤 pH 值保持在 5.5～6.5 之间，土壤水分更加

充足，促使猕猴桃植株更好地吸收土壤水分，从而改善猕猴桃果

实的品质，提高其产量。此外，为了提高猕猴桃种植效率，减少劳

动力成本投入，加快销售进度，强化果园及其周围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为猕猴桃产销奠定良好基础。反之，交通不便利，有可能让

“好果优果”错过最佳的销售时间，带来滞销隐患，挫伤果农生产

积极性，影响果农的经济收入。

2.2 育苗选苗

健壮苗木是种植发展猕猴桃产业的关键种子“芯片”。一般

猕猴桃育苗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实生苗，一种是嫁接苗。在育实

生苗时，需要在品质优良且成熟的猕猴桃中获得种子，并将收集

来的种子用纱布包裹，进行揉搓擦拭，去除果肉，整个过程要控

制力度，防止对种子造成损伤。随后，需对种子进行加工，反复冲

洗种子并在阴凉处晒干，晒干后用温水将种子进行浸泡，时间控

制在 2h 左右，水温控制在 45℃，再放入冷水中浸泡 1d。浸泡结

束后，继续控干水分，进行沙藏（约为 50d），并定期进行检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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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发生霉变。在育嫁接苗时，需要在发芽期的前 3 周进行育苗，

选择生长状态良好，且带芽枝段长度为 3.8cm 左右，将表皮进行

去除后，进行切割，切割长度在 3cm 左右。进而在切割面的另一

侧切割出一个短斜面，斜面角度可以控制在 45°~50°之间，然

后通过砧木，在距离地面约 12.5cm 处进行剪砧，光洁面朝下进行

剪切，再将砧木的表皮去除，仅留下 1/3 的表面，随后插入接穗

中，保证二者之间对齐后，用嫁接膜包裹固定即可。在猕猴桃苗

木选择方面，为保障猕猴桃的产量和质量，不可选择带病苗木，

尽可能选择实生苗。同时，在种植过程中，要结合园区管理及时

对苗木的病枝、残枝、伤枝及时修剪，最大限度地保证苗木的健

康，确保其质量，为猕猴桃后期生长奠定坚实基础。

2.3 水肥管理

移栽猕猴桃苗前，需对土地进行深翻（约 50cm），作业过程中

施入腐肥或有机料，从而保证土壤中的养分充足，为猕猴桃苗定

植做好准备（定植穴：宜在 60～80cm 之间;定植时间：当年 12 月

份开始到翌年的 2月份）。较多研究表明，猕猴桃根系较浅，既不

耐旱也不耐涝，加上其对于空气中湿度及土壤的水分较为敏感，

若猕猴桃没有出现明显干旱现象，只需要在萌芽期之前及伏旱

期进行 3次左右的浇水即可。反之，在雨季或猕猴桃园出现水涝

情况时，要及时做好果园内外部沟渠疏通和排水处理。同时，根

据猕猴桃不同生长期，合理施肥，均衡氮、磷、钾肥施入比例，以

期提高猕猴桃植株的抗逆能力。一是基肥选择及用量，一般使用

腐肥（1500～3000kg/667m2）和磷肥（100～159kg）作为基肥。萌芽

期之前，施入氮肥（6～10kg），促进猕猴桃茎叶的生长;在花期和

授粉期，主要施入磷肥及氮肥，磷肥为 0.3%KH2PO4，氮肥为 0.2%

尿素液，为猕猴桃植株提供充分的养分。

2.4 授粉疏果

高效授粉与否对猕猴桃后期产量高低起到绝对性的影响。

猕猴桃授粉是先将开花的雄花花粉收集起来，将花粉收入玻璃

容器内，在雌花开花后再进行人工授粉。因猕猴桃花期一般在 7d

左右，建议 3d 内要完成授粉工作。同时，对授粉成功率较高的植

株进行疏花疏果，防止果实数量过多，造成养分不足，给植物生

长发育带来不良影响。此外，对坏果和小果要及时进行清理，确

保果实质量均匀。

3猕猴桃常见病虫害及其防治方法

3.1 溃疡病

猕猴桃细菌性溃疡病主要危害枝干、枝条，同时也危害叶片

和花蕾，严重时造成植株、枝干枯死。其病症主要表现为白色黏

质菌脓、韧皮部深灰色和叶片淡黄色晕圈，通过风雨、昆虫、修剪

刀、农具、苗木和接穗等方式进行传播。当前，随着猕猴桃产区溃

疡病日益严重，加上长期或不规范使用化学药剂，猕猴桃溃疡病

菌已对常用药剂产生了较大的抗药性风险。因此，防控猕猴桃溃

疡病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科学用药的原则。目前，化学防

治是当前生产上防控猕猴桃溃疡病的主要措施。秦虎强等[2]发现

农用链霉素和氢氧化铜有一定的预防效果，在枝干发病显症初

期采用病斑划道后涂药治疗有较好的防控效果。同时，罗淇[3]研

究表明，猕猴桃采果后 7～10d，可以喷施 77%氢氧化铜 1500 倍

液，或使用 20%叶枯唑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进行全树喷施（次数

为 3次左右），完成秋冬园区管理后，喷施 5波美度石硫合剂。总

的来看，做好果园管理，合理施药，综合防控，对降低果园猕猴桃

溃疡病病菌基数，控制病菌在果园蔓延和扩散有较好的效果。

3.2 软腐病

猕猴桃软腐病属于采后贮藏期病害，主要是由葡萄座腔菌

和拟茎点霉菌引起的真菌性病害，俗称“熟腐病”。感病果实在前

期基本无症状，在果子后熟过程中逐渐开始发病，发病部位相对

集中在果蒂、果侧和果脐，发病后期果实逐渐完全腐烂并发出酸

臭味。较多报道显示，猕猴桃软腐病对猕猴桃贮运和销售产生了

较大影响，对猕猴桃品质负面影响大，对果农种植信心带来了较

大的挫伤，更多的是影响了果农的经济收入，阻碍了猕猴桃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对猕猴桃软腐病防控主要有 4种方法。第

一种是种植抗病品种，所以筛选和培育出抗病品种是当下亟待

解决的问题;第二种是园区建设时要充分考虑水、土、气等条件，

防治病菌蔓延，减少发病率;第三种是生物防治，利用植物中（肉

桂和黄芩等）的提取物或采用茉莉酸甲酯等植物源生物药剂的

诱导和抑制作用，防控猕猴桃软腐病。第四种是化学防控，喷施

45%代森铵水剂 150 倍液或 30%琥胶肥酸铜悬浮剂 300 倍液。

3.3 炭疽病

猕猴桃炭疽病的主要症状是叶片边缘呈现水渍状并逐渐演

变成褐色的病斑。相关研究显示，做好猕猴桃园通风管理、灌溉

排水措施和修剪工作，可避免高温高湿、积水洪涝和减少果园病

菌虫及卵存活量，降低病虫害发生率，促进猕猴桃生长发育。同

时，针对已发病植株，剔除病残株后，喷施 65%代森锌 1000 倍液

或喷施 25%吡唑醚菌酯 1500 倍液进行防控。

3.4 根腐病

猕猴桃根腐病的症状主要是根部皮层逐渐出现黄褐色的块

状斑点，根部树皮极易脱落，并且随着感染时间延长，其根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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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黑腐烂，从而影响猕猴桃生长发育，严重时使得猕猴桃枯萎

而亡。大量研究表明[4]，提高土壤肥力、选择健康苗木、防止根部

过湿和合理施药防治（喷施 60%代森锌 500 倍液 +70%霜脲·锰

锌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对猕猴桃根腐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3.5 透翅蛾

猕猴桃透翅蛾属鳞翅目透翅蛾科，成虫头顶、胸部、两侧及

腹部有橙黄色横带。透翅蛾一年发生 1代，以老熟幼虫在粗枝内

越冬，翌年 3月起在被害枝干内化蛹，4～5 月羽化为成虫。透翅

蛾危害猕猴桃，在我国四川、浙江、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和贵州

等地时有发生，其中贵州修文、六盘水、开阳、毕节等猕猴桃产区

发生较为严重，且有上升的趋势。相关调查研究报道，猕猴桃虫

害有 50 多种，种类繁多，其中透翅蛾对猕猴桃植株的危害最为

严重。其主要危害猕猴桃茎蔓，幼虫在猕猴桃枝干内蛀食，透翅

蛾危害枝干后，其虫孔附近常粘附着许多虫粪，加上猕猴桃植蔓

常交叉缠绕，加剧了幼虫转主危害，易导致植株蛀孔以上部分枯

萎和折断，严重时会造成猕猴桃干枯死亡，对猕猴桃种植带来了

较大的负面影响。相关研究发现，透翅蛾的危害与猕猴桃园地条

件、管理水平、土壤肥力以及果园通风、采光等因素紧密相关。目

前，较多研究表明，一旦猕猴桃透翅蛾蛀入植株，再对其进行喷

药防控，难度系数较大。因此，防控猕猴桃透翅蛾需结合农业、生

物和化学等手段，根据透翅蛾生活习性进行综合防控。其中，农

业防治主要是在冬季做好猕猴桃修剪工作，处理好病虫残枝，减

少虫卵越冬基数，消灭越冬虫源。在猕猴桃生产过程中，一旦发

现猕猴桃植株有透翅蛾或其虫卵，及时往虫孔下方修剪枝条，并

将其带出果园后集中烧毁;化学防控是先利用 48%毒死蜱 1500

倍液喷雾，然后用注射器将药液注入虫孔，起到杀死害虫的作

用。

3.6 根结线虫

猕猴桃根结线虫主要出现在幼苗时期的根部。当病害发展

到一定程度，猕猴桃树体逐渐变为浅褐色，最终变为黑褐色，使

得猕猴桃根部出现肿胀，导致根系发育受阻，降低对养分和水分

的吸收能力，对猕猴桃健康生长发育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研究

发现可引入万寿菊、苦皮藤等植物，调节猕猴桃根系微生态，分

泌物可以抑制根结线虫的发生，从而发挥防治效应。此外，可以

利用化学药剂进行土壤“消杀”（10%克线丹 /667m2 均匀施入）、

浸根（1%克线丹药液，浸泡 60min 左右）和灌根处理（5%丁硫克

百威颗粒剂 1kg＋淡紫拟青霉颗粒剂 3kg 与 10～15kg 细土，混

合均匀施入根冠周围的环状沟内，盖土，浇水至土湿润即可）。

3.7 蚧壳虫

猕猴桃树蚧壳虫主要是通过卵、幼虫、雌性成虫进行传播，

虫体依附在猕猴桃树干处，使得树干表面出现凹凸不平的蚧壳

层，从而影响猕猴桃树生长，甚至造成其死亡。据相关研究报道[5]，

蚧壳虫最好的防控消杀时期是在幼虫或卵期，过了此时期，就会

给其防控带来较大难度，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蚧壳虫后期形成虫

蜡，药物难以渗透到病处，以致防控效果大打折扣。目前，主要是

通过农业（冬季修剪、通风透光、湿度均衡、深沟高厢）和化学手

段（石硫合剂 5 波美浓度喷施防治 +树干涂白 +喷施 48%毒死

蜱 1000 倍液）对蚧壳虫进行防控。

3.8 叶蝉

叶蝉属同翅目叶蝉科昆虫，喜在潮湿处栖息，当气温较低

时，若虫不活动，直至气温升高时活动较为活跃。叶蝉始发于每

年 4月下旬，6月中旬至 7月中旬达到高峰期，每年发生四代，以

第四代成虫在冬季绿肥作物和杂草丛中越冬。

其主要以刺吸方式危害猕猴桃枝条和茎叶，受害后枝叶慢

慢干枯或发黄，对其生长发育产生了较大影响。猕猴桃叶蝉防治

药剂可以选择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1.8%阿维菌素乳油和 3%

吡蚜酮可湿性粉剂。

4结束语

近年来，猕猴桃产业作为贵州省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

部分，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助农富农效果显著。当下，随着猕猴桃

产业的持续壮大，栽培技术提质增效不佳，病虫害种类也越来越

多，病虫害抗药性风险增强，给产业持续、绿色、健康发展带来了

较大阻碍。因此，加强对猕猴桃栽培及病虫害防治技术研究推

广，持续增强产业抗害能力，改善猕猴桃品质，提高猕猴桃产量，

增强产业内驱动力，对助推猕猴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有着举足

轻重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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