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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猕猴桃产业“三减一增”提质增效技术指导意见 
湖南省水果产业技术体系 

 

一、低产果园提质改造 

低产园即由于管理不当或树体老化造成生长势弱或树冠郁闭、授粉不

良、结果少、产量低、品质较差的果园。针对不同果园情况采取相应改造

措施。 

（一）加强开沟排水与土壤改良 

对于排水不良果园，深开排水沟或清理排水沟，使排水通畅。果园开

沟增施有机肥。在排水沟的两侧，挖 60 厘米深，50 厘米宽的条沟，分层

埋施绿肥、秸秆、枯饼和适量磷肥，厢面上在冬季可种植满园花等绿肥。

隔年深翻园地增施基肥，以饼肥等有机肥为主，生长季节追施适量的有机

速效肥。 

（二）改造棚架 

大部老果园搭架标准低，立桩规格小，搭架高度低，铁丝间距大且拉

得不紧，造成结果园立柱倾斜，架面下榻，通风透光性差，病虫害严重，

授粉不良，树体早衰。按照标准建园要求，增加边柱高度与强度；增加铁

丝间格密度至 60 厘米，紧固架面，使架面高度达 1.7-1.8 米。 

（三）骨干枝更新 

对于基部抽生徒长枝，树冠呈“倒伞状”，结果枝主要着生在骨干枝顶

端的老化树，采取骨干枝更新。选择 2-3 个骨干枝，在骨干枝 30 厘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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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处锯断，只留下骨干桩。春季萌发后，在骨干枝上选留 1-2 个壮梢作为

主枝培养，引缚上架，主枝长至架下面 20 厘米时短截，促其分枝生长。

笫二年在主枝两侧留 2-3 个壮梢培养为侧枝，同时培育结果枝。 

（四）注重更新修剪及冬季修剪结合夏季修剪 

冬季修剪注意剪除徒长枝、过密枝、重叠枝和病虫枝，同时注意适当

选留靠近主枝基部侧向充实徒长枝，及适当重截部分一年生枝留作更新

枝。更新树要遵循以培育丰产树形为主结果为辅的修剪原则。雄树修剪应

在授粉完后就进行，将开过花的小枝剪除，留生长健壮、方位好的新梢，

为下年的开花授粉做好准备。 

（五）适当嫁接授粉树 

对于雄性授粉树不足果园，结合果园改造，利用部分雌株改造雄株。

也可采用雌雄互接方式，在雌树上选择“中心枝”嫁接雄性枝，修剪时注意

为雄性枝预留空间，促其正常生长。 

（六）加强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 

1.建立良好的果园生态环境，增强树体抵御能力。 

2.推行生物防治与物理防治相结合的防治方法。 

采用挂黄板、挂杀虫灯、糖醋液和人工捕杀等。使用昆虫性外激素诱

杀或干扰成虫交配等。 

3.加强虫情观察，注重虫情预测预报，适时选择高效低毒化学农药，

或植物源性农药与中药肥等进行挑治、点治与选择性防治，减少化学用药

使用，保护天敌。 

二、中产果园提质改造 

（一）注重土壤改良与培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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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施肥次数与化肥施用量；注重栽植前果园施足底肥，每亩施有机

肥 2 吨以上；深施重施有机肥，以有机肥、生物菌肥、中药肥、长效肥为

主，辅以磷钾及微量元素速效肥，并注重钙镁磷肥、石灰和硼肥的施用；

追肥必须重施壮果肥，同时结合多次叶面追肥。 

（二）仿原生态种植制度 

采用宽行密株栽植，果园实行行间生草（或间作套种）、树盘清耕覆

盖法（地布、秸秆），并注重秸秆与绿肥还田（粉碎覆盖或填入土壤），以

达到改良土壤、创造良好果园微生态环境及猕猴桃原生境，既有利猕猴桃

生长良好、品质优良，又有利于节省劳动力成本，减少损耗。 

（三）实行节水灌溉与水肥一体化，注重覆盖保水 

采用贮水罐（池）加水管的简易节水灌溉，或滴灌、喷灌方式，并结

合树盘覆盖或果园田间种植物（生草）覆盖保水。同时实施水肥一体化节

水节肥工程。 

（四）简化整形修剪方式 

改多主干上架为单主干上架；改多主蔓树形为一干双蔓十二条梢（结

果母蔓）树形；改多次摘心短截为更新（重截）与结果（结果母蔓长放）

相结合，多余枝蔓全疏删；改密闭树冠为枝条分布均匀、通风透光树冠，

实行操作技术简便易行化。 

（五）合理授粉技术 

注重授粉品种与花粉的选配，采用栽植适配授粉品种树授粉结合机械

喷施商品花粉辅助花粉相结合，以保证充分授粉提高座果率与增大果实。 

（六）注重果实精细管理 

在保证花期充分授粉前提下，注重疏蕾与疏果，实行两次疏果；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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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及时套袋，增强果实外观品质与减少农药使用；保持适当叶果比及果园

生态环境，防止果实日灼。 

（七）增加机械作业比重，减少劳动力成本 

注重园地道路系统建设，实行宽行密株（4×2 米）栽培；适当提高棚架

高度（＞1.8 米），实行割草、开沟、中耕、施肥、喷药等机械替代人工作业。 

（八）加强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 

（同低产果园提质改造综合防控措施） 

三、新果园培育 

（一）品种选择 

适于全省栽培良种主要有：红阳、东红、翠玉、金艳、炎农 3 号。适

于局部地域特色栽培良种为楚红、湘吉红、脐红、黄金果、金桃、金梅、

翠香、沁香、米良 2 号。其中红心猕猴桃在湘西湘北地区宜在海拔 500

米以下，湘南地区海拔宜在 300 米以上区域栽培为佳。 

我省猕猴桃栽培主要集中于大湘西区域，且以米良 1 号为主，成熟期

较晚，售价低，造成整体产业效益低，需根据不同地域条件因地制宜选择

与发展优质新品种，提高猕猴桃产业良种化水平，提升鲜果销售价格，增

加产值，提升效益。 

（二）园地的选择与规划 

1.园地选择 

（1）园地选择应考虑土层深厚，土壤中性或微酸性，相对空气湿度

65%以上，排灌方便地方； 

（2）平地要选择相对地下水位在 1 米以下，而且有排洪大沟(河渠)

的地方，山区坡度不应大于 1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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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背风向阳，交通方便； 

（4）一般选择海拔在 150-800 米栽培。个别品种如红阳猕猴桃宜选

择海拔 300-500 米左右，湘西地区不宜超过 500 米。 

2.园地规划 

规划出园区的主干道、作业道、主要的排水沟、蓄水池、灌溉设施、

积肥池、工具间等基础设施的位置，并于建园改土前建好排水系统和道路

系统。根据地形地势，在果园的四周建防风林，主林带与风向垂直，防止

风害。一般山地 50 亩为一个管理区，平地 100 亩为一个管理区。 

（三）设置防风林 

以预防春季 4-5 月的风害。主林带应设置在迎风方向，山地则在山背

分水岭及果园边沿地区。侧风带建立在园内支道、排灌沟边沿。山背及果

园外围之林带至少要栽 4 行，园内折风带 1-2 行。林带中乔木行距 2-3 米，

株距 1-1.5 米，灌木密度加倍。此外，主林带与最近一行猕猴桃距离应在

10 米以上，折风带与猕猴桃距离 4-5 米。林带与猕猴桃间挖一道隔离沟。

面积较小的园地，可在果园外围迎风面栽几行防风树即可，也可在永久防

风林带内侧或外侧栽 2 行意大利杨、毛白杨等干性强、生长特快的速生树

种，并用 1-2 米×2-3 米的方式种植，以迅速造成临时防风林带。 

（五）整地 

平地田土区板结地要先耕松 60 厘米，再起垄做成深沟高厢(瓦背型)，

厢宽 2.5-3.5 米，沟深 50-80 厘米(因地制宜)，沟宽 50 厘米；或二行一厢，

厢宽 6-7 米，行间距 4 米。 

（六）配置授粉品种 

雄性品种的花期应与雌性品种相同或稍早 1-3 天，一般雌雄株配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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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8:1，为提高果实大小、品质和风味，雌雄比例提高至 5-6:1，应尽量

保持雄株所占面积不超过 1/9。 

（七）栽植 

秋季落叶后（11 月）至次年早春萌芽前（2 月下旬）栽植，中华猕猴

桃可适当密植，株行距 2.5-3 米×3-4 米，每亩栽 56-89 株；美味猕猴桃株

行距 3-4 米×3-4 米，每亩栽 42-74 株。栽植前解绑嫁接膜，根系超过 0.3

米适当短截，定植时使根系舒展，嫁接口高出土面，浇足定根水。 

（八）定植后的管理 

栽植后，要经常保持树盘湿润、肥沃，防止受渍、受旱，提高成活率，

加大生长量。结合抗旱灌水，多次适量追肥。一般从定植后的 2-3 个月开

始，每次株施尿素 50-100 克，加水 10-20 千克对施。夏秋干旱季节进行

树盘覆盖保湿防旱。此外，注意多留侧枝养根，促进多次抽梢。 

（九）立架 

以水平大棚架和“T”形小棚架较为普遍，平地或缓坡地（15°以下）可

选择大棚架；坡度较大，梯田宽度小可选择 T 形架。 

水平大棚架棚高 1.8-2 米，支柱间距离 5-6 米，用钢筋、三角铁(6 厘

米×6 厘米)连接支柱作为横梁。棚面上每隔 60-80 厘米拉一道 6-8 号铁丝

成网格状或单向水平状，铁丝固定在横梁上。 

“T”形小棚架地上部分支柱高 1.8 米，单行立柱，每隔 4-6 米设一支柱，

柱顶架设一“T”形横梁，其长度为 1.5-2 米。横梁上拉水平铁丝 3 道。 

（十）上架后的管理 

猕猴桃定植后，选留 1 个健壮新梢作主干枝培养引缚向上生长，其余

侧梢摘心控制用作辅养枝。待主干枝生长至架面下 20 厘米左右摘心，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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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二个壮梢引缚至架面，作二主枝培养，然后按照果园提质改造的简化整

形修剪方式培养为一干双蔓十二条梢树形进行生长结果。 

（十一）病虫害绿色防控 

1.重视植物检疫，防止溃疡病等检疫性病虫害传入。推广无病良种壮

苗。建立无病良种繁育苗圃，培育无病良种壮苗；选择砧木适宜的无病良

种壮苗栽植，对于平地排水不佳果园，宜选择对萼猕猴桃（俗称“水杨桃”）

作砧木的良种苗木栽植。 

2.建立良好的果园生态环境。采用仿原生态种植技术。 

3.加强培管，增强树体抵御能力。 

注重果园开沟排水，保持土壤疏松透气；重施有机肥、生物菌肥、中

药肥，增施钙镁磷肥；加强冬季清园。 

4.推行生物防治与物理防治相结合的防治方法。 

使用选择性强的农药保护天敌，昆虫性外激素诱杀或干扰成虫交配

等；同时采用挂黄板、挂杀虫灯、糖醋液和人工捕杀等。 

适时选择性地使用化学防治，减少化学用药使用。 

加强虫情观察，注重虫情预测预报，适时选择高效低毒化学农药，或

植物源性农药与中药肥等进行挑治、点治与选择性防治。 

四、采收及产地绿色贮藏 

（一）适时采收 

1.果实充分长大而未软化，口感不涩，手压果实有柔软感。猕猴桃种

子成黑褐色，淀粉含量高，糖转化开始时采收。一般以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作为成熟度指标，如 “翠玉”品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 7%时采收较为适

宜，8-12%为最佳采收期。中华猕猴桃其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 6.2-6.5%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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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较好，美味猕猴桃在 6.5-7%时采收较好。 

2.采摘宜选择晴天低温时段采收，避免雨天、雾天或雨后以及有露水

时采收，采前 20-25 天不能使用氮肥，采收前 10-15 天不得使用化学农药，

采前 10-15 天果园停止灌溉，雨后 3-5 天 、有露水时及雨天和雨后或露

水未干的早晨及中午太阳直射高温时不能采收。 

（二）采收方法 

按照成熟度分批进行适时无伤采收。采果者挂布袋在身体前部，装满

果实后，将采下的果实逐个放入已垫软物的食品塑料周转箱、篓或筐内，

轻采轻放，果实在容器中不能盛放过满，最上层果实距容器边沿 3-5 厘米。

采果时先采外部果，后采内膛果；先采树体下部果，后采树体上部果；先

采着色好的大果，后采着色差的小果。 

整个采收过程中严防机械损伤、轻采轻放，注意轻拿、轻放、轻装、

轻卸，避免碰伤、刺伤和堆压。随手将各种病、虫、伤果、畸形果、等外

果剔除。装满果实的食品塑料周转箱、篓或筐应放在树荫下或者阴凉、通

风的场所，严禁在太阳下暴晒，采后及时运往目的地，分级、预冷，入库

贮藏。 

（三）入库 

将包装好的果实分批集中入库，每日入库量不超过容量的 25%。入库

时间宜安排在清晨或者夜间外界气温低的时段，每间库房入库的时间连续

不超过 5 天。每间库房装载结束后，应在 3 天内将库温降低并稳定在

0 ±0.5℃ ℃。将包装好的果实分批集中入库，按事先设定的位置和堆码方

式进行码垛，码垛要合理，保证冷却循环良好。每日入库量不超过库容量

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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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预冷条件的，为防果实带来的田间热使库温迅速上升，每次入库

的果品不宜过多，以总贮藏量的 10-15%为宜，待库温稳定在 0℃左右时，

再进行下一次的入库。 

（四）贮藏管理 

依贮藏期长短，将猕猴桃贮藏分别按照冷藏、限气贮藏和气调贮藏进

行管理。 

1.冷藏。贮藏期拟在 3 个月以内时，宜采用常规冷藏、库温和空气相

对湿度分别控制在 1-3℃和 90-95%。 

2.限气贮藏。贮藏期拟在 3-5 个月时，宜采用塑料袋或塑料帐密封贮

藏。塑料袋用 0.03-0.05 厘米厚聚乙烯或无毒聚氯乙烯薄膜袋，每袋装量

12.5 千克或 15 千克，袋子规格为口径 80-90 厘米，长 80 厘米。具体做法

是：当库温稳定在 0±0.5℃时，将果实逐个装入衬有塑料袋的包装箱内，

装量达到要求后，扎紧袋口。贮藏过程中，将袋内温度和空气相对湿度分

别控制在 0-1℃和 95-98%，帐内 O2 和 CO2 浓度分别控制在 2-4%和 3-5%。 

3.气调库贮藏。贮藏期拟在 5 个月以上时，宜采用气调库贮藏。具体

做法是：将用箱子包装的猕猴桃堆码成垛，库房装满后立即封库，进行降

温和调气。贮藏期间控制库内温度为 0-1℃、空气相对湿度为 90-95%、

O2 和 CO2 浓度分别为 2-3%和 3-5%。 

4.果库管理。入库期间库温尽量避免波动，入库后要求 24 小时以内库温

降到 1-3℃。果品在贮藏期间发现烂果应及时挑出，以免影响其它果品。 

果品出库上市或向外地调运时，如果库外温度过高，果品表面会出现

凝结水珠现象，容易引起腐烂，应采取逐步升温的办法，使果品在高于库

温但低于气温的缓冲间中放置一段时间，然后再出库上市或调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