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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三红蜜柚优质高效栽培技术1

谭晓琴

（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街道办事处农业服务中心，重庆 401520）

【摘 要】：合理利用山地资源，是合川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路径，实践证明，三红蜜柚适宜在丘陵山地上种

植。从三红蜜柚的整地定植、树冠修剪、合理施肥、生态水灌溉以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对其栽培技术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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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蜜柚因其柚果比传统蜜柚大，皮薄，柚色鲜美，果肉嫩脆紫红且水分多、酸甜比适宜不刺激，老少皆宜等特点，深受

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文章结合笔者工作实践，重点分析三红蜜柚优质高产栽培技术，以期同广大三红蜜柚种植户交流参考。

1、种植园地的选择

合川地区气候温和，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18～23℃。种植园地位于山岭山坡之上，坡度为 35°，应选择

花岗岩地带、避风向阳、水源充足、远离城区、交通便利、无环境污染的地方种植。

2、幼树苗的定植

2.1定植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好道路运输、粪池、水资源灌溉系统，做好定植前的准备工作，如：整理种植地、挖穴、

施基底肥等。同时，务必注意要施足底肥，对每穴施牛粪 15kg 或者施猪栏肥 40〜50kg；也可施用商品有机肥，钙镁磷肥 lkg、

复合肥 0.5kg，使肥料能跟种植地的表土充分混合成肥土，其次再加人少量石灰，最后将肥土回穴之后堆起比地面高 20～30cm、

直径 60cm的圆形定植墩。

2.2幼树苗的定植方法

三红蜜柚幼树苗的定植质量直接影响到定植后树苗的成长状态以及第一次挂果的时间。为了保证定植质量的提升，果园实

行统一规划、连着一大片种植，各行间距按一定比例排列，合理密植。

2.2.1适时定植。定植时选择良种壮苗，其标准是要求柚苗的叶片完整、厚而浓绿，根系完好，叶和根茎无病虫害，叶片发

黄的柚苗不能选。在每一次新梢充分成长后至下次抽梢前都可以进行栽植。通常在立春至夏梢抽生前定植或者秋梢老熟后进行

秋植，即 10月份左右。山地定植株行距建议为 3m×3m，每 667m2定植 60株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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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定植操作方法。将不同大小的苗木按照大小分级，把同级的苗木种在一起，剪去过长的根和过密的枝梢，保留 3〜4

条主枝，并将根沾上泥浆再种。定植时根部的土壤要敲细，同时要让根群向四方伸展。覆土后将苗木稍微向上提一提，确定扎

实后盖上细土。定植后要淋足定根水，用稻草或杂草笼盖，确保成活率。定植后 5 天浇水，如遇雨天则在雨后 6 天浇水。幼苗

定植之后的 1个月以内通常不适合施化肥。

3、树冠的管理及修剪

定植之后的 1个月再根据树苗的具体生长情况及时追施肥，但只能追施稀薄的腐熟有机肥或氮磷钾复合肥，以防伤害新根。

之后每月应追肥 1〜2次，浓度可以渐渐增大。幼树尽量以施氮肥为主，坚持“勤施薄施”原则。定植成活后，适时修剪幼树的

树顶，从距离地面 50cm 高处剪顶，促进新梢的成长，留下 3～5 条朝不同方向生长且分布均匀的新梢作为主枝，最后在主枝上

各培育 3条副主枝，在副主枝上培育相应的侧枝群，每枝留 15～23cm长，角度不够的可拉线整形。同时还要注意，在每次放梢

前应施足肥料，每次抽梢期都要注意抹芽控梢整形，让树苗萌发更多整洁、硬朗的新梢，以达到扩展树冠、早挂果实现丰登目

标。

定植 2 年之后，统一实行变侧主干形，采用撑、拉、吊和抹芽控梢等方法，保持树冠通风透光、内膛结果母枝多而健壮。

并根据树体长势，适当增加枝梢营养积累，实现早结果的目的。

4、合理施肥

本地区三红蜜柚在种植过程中，始终坚持施有机肥、适当施用无机肥。地树苗的成长过程中根据叶片、果园泥土等具体情

况指导施肥。同时一定要注意，结果树不能施用氯肥。在果树的成长过程中，施肥对象主要以泥土施肥为主，适当叶面施肥。

采取环状沟施肥、条沟施肥、穴施肥和土面撒肥等方法。合理的施肥能满足柚树对氮、磷、钾等元素的需求，到达早挂果、丰

登、优良目标。下面就不同时期的施肥作简要论述。

4.1春、秋梢果树施肥

春天是树苗春梢萌发的好时节，在春梢萌发前应及时施速效肥，以促使早发多发春梢。为了保证秋梢多而整洁，在秋抽梢

前应增大氮肥的用量，在秋梢充分期则恰当施磷钾肥。

4.2催芽肥株期

在 2〜3月上旬应施催芽肥株肥料，施猪粪 20～30kg。

4.3结果后保果期施肥

保果肥以根外追肥为主，可叶面喷施磷钾源库 800倍液+海精灵生物刺激剂叶面型 800倍液。

4.4壮果肥株

在 6～7月上旬施人施猪粪 20～40kg。

4.5采果肥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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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收获的三红蜜柚果实的品质，通常在 12月份，即采果前后施入厩肥 40～60kg+尿素 200g+磷肥 0.5kg。

5、生态水灌慨

合川靠着山，保留着最初的生态循环，由于地势高低不平，大多柚子树都生长在山坡上，种植过程中的灌溉水使用山顶泉

水，而且山泉水都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山泉水不仅富含天然微量元素，且比例均衡，每一项含量都不会过高，又是天然的弱碱

性，如此优质的水源培育出来的三红柚子，营养成分及口感都要比市场上其他柚子高得多了。

6、病虫害防治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是病虫害防治必须坚持的方针，从而实现对病虫害的有效节制。本地区在果实成长中全程套袋处

理，以防止病虫害的发生，对蜜柚进行套袋能够防治食心虫，减少农药使用及农药留，以此提升蜜柚品质，防止日灼、裂果，

提高抗旱能力，有助于柚果成色均匀。同时，三红蜜柚的全过程生长病虫害的防治都不可松懈，其主要病虫害及防治如下。

6.1流胶病

危害主干和主棱，影响树势，严重时，病斑扩展“环割”树干，导致植株枝干枯死。防治要领：先将病部的粗皮刮去（现

青黄色为宜），再纵切裂口数条，深达木质部，然后再用腐必治或腐皮消涂抹处治。

6.2脚腐病（烂蔸疤）

主要危害主干根颈部，受害植株主干基部树皮腐烂，以致黄叶枯枝，树势衰弱，产量下降，严重时，整株枯死。7～8 月份

高温多雨季候发病率高。防治要领是：刮去病部组织部分，并统一销毁。刮后涂上腐必治。病发早期或未病发时用腐必治 800

倍液喷雾防治。

6.3红、黄蜘蛛

红蜘蛛首要风险是叶片，遭受虫害的柚树叶片严重时落空光华，呈灰白色，引发落叶、枯梢。黄蜘蛛风险危害使叶片变形

扭曲，引发落叶枯梢。风险盛期通常在每年的 4～6月；而且每年的 9月份是第二次风险期。防治要领是：冬日清园，用腐必治

800倍液进行全园喷施。

6.4吹绵蚧、红蜡蚧、矢尖蚧

成虫、幼虫危害枝、叶、果实、并导致煤烟病的发生，受害树长势衰弱、枝枯、甚至死亡。所以在幼虫期，成虫形成蜡壳

前集中喷蚧清或者终介防治，3～9月下旬是蛤壳虫风险高发期，其中 4～5月中旬是防治的最为关键期。

7、做好果树的越冬管理

第一，采果后恢复管理。通常可在采果一周后开展施肥和增肥工作，保证氮磷钾含量的均衡性。第二，培养结果母枝。三

红蜜柚种品种成花性较好，并不需要环割促花，但还是需要在冬至期间将过密枝条隔断，让结果母枝能够顺利开展光合作用。

第三，整形修剪。一般整形修剪需在小寒后开始，便于充分利用冬季温光资源优势，对三红蜜柚正常成长不带来任何不利影响。

第四，清园。通常工作人员采完果后需对可能存在的病虫害进行彻底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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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 语

综上所述，若想促使三红蜜柚品种获得健康生长，不仅需要为其提供充足光照资源，还要拥有适量水肥供给，结合先进栽

培技术和科学管理技术，才能实现三红蜜柚的安全生长，使其营养丰富、口感优质，在获得广大消费群体喜爱的基础上最大限

度地提高经济收入。虽当前三红蜜柚总体发展较好，但仍应不断完善栽培技术，以便有效提升三红蜜柚实际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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