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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滑皮金桔的栽培技术分析

梁 涛
融安县植保植检站 广西 柳州 545400

摘� 要：“滑皮金桔”又名“脆皮金桔”，是普通金柑中选择的最优良品种，经柳州农科所认定。2016年由辽宁
省水果科学研究院从广西引进，通过近五年的试栽观察，该品种成花比较容易，每年开花结果二三次，果大质优（与

普通金桔相比），皮脆果肉甜，色艳耐贮，挂果期长，市场销量较高。但也偶尔有过大小年现象。经综合分析了其生

态适应性与经营特性，认为"滑皮金桔"可在中国北方地区温室（最低温三℃以上）内栽培，且特别适宜于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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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滑皮金桔概述

滑皮金桔是广西农科所人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培育的金桔新品种，并得到了广泛的种植，由于其有着

稳定的品种形状和良好的丰产性，以及较好的品质和栽

培难度不高的特点，使得其得到了广泛的栽培。同时还

有十分丰富的维生素与金甙，在抑制血管破裂和减缓血

管硬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加上其较高的可食率、生

津润肺的特点，使得其有着良好的市场前景，但是因为

茎叶具有甜味，所以遭受的虫害较多，需要加强对其高

产栽培技术的总结，以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1]。

2 主要性状

2.1  形态特征
该种树姿比较直立，树冠为自然圆头形。春梢粗零

点21cm，长11.5cm，无刺，表面平滑；枝梢密度较大，
很容易簇发。叶深绿，椭圆形，叶尖短小、渐尖，叶基

为楔型，叶片长7.2cm、宽3.1cm，叶型指数为2.32；叶
脉不明显，叶缘浅波状，微向内卷。花多为单生，腋花

芽顶花芽兼有。两性花为，花型较小，洁白，有特殊香

气；骨朵儿长椭圆形，花茎为黄绿色，萼片、花瓣各五

枚，花丝部分联合，花柱弯曲。果椭圆形，皮厚，极细

腻，成熟时为金黄色，油胞极少，有特殊香气；内有籽

2~4个。
2.2  生长结果习性
树势中庸，但一二年生树生长缓慢，树冠较紧密。

一般每年可发三次梢，即春梢、夏梢和秋梢。以春梢总

量最多，占70%~80%；以夏梢数量最小，10%~15%；其
中春梢为主要的结果母枝[2]。因该种较易成花，当年的嫁

接苗即可成花，一般栽培第二年始结果，早果性较好。

以顶部单花座的结果比率最大，为百分之九点八。一年

开花二三次，以第2批花坐果率最高，为6.9%。
2.3  果实经济性状
经3年观察，该品种果实主要经济性状表现比较稳

定，单果重、大果率、果实种籽数、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有随树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

3 栽培技术要点

3.1  建园
应选用排灌条件良好、土壤深厚、土质微酸、大棚

内最低温不小于3℃的大棚内栽培。而独苗则应采用缓
苗容易成活的袋装一年生或两年生苗，一般栽植行距为

2.0~2.5m，最大株距为1.5~2.0m。定植时开挖高、宽、
深各50cm的定植后坑，在坑底放置锯末以及废弃秸秆
10cm、腐熟农家肥10cm，与土壤均匀。定植后，一次性
浇灌渗漏的水，并覆膜保墒。

3.2  整形修剪
“滑皮金桔“温室栽培宜采用稍紧凑的自然开心形，

前3年以扩冠长树为主，定干高度40cm，新芽全保留，选
用3~5条主枝做骨架，开张高度为70°。主枝生长至三十
cm高后摘心促叉形分枝，其余新梢留二十cm高摘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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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梢前期及时疏除内膛交叉枝、细弱枝以及零星抽发的

新梢，确保了天盖各部分的统一发梢。

结果树修剪后要及时除萌、抹芽，以减少林丛枝的

发生，并实行“五去二，三去一”的方针，选留健壮春

梢，不进行春梢的摘心或短截，减少夏、秋梢的生长，

并全年保持树冠通风透光[3]

3.3  肥水管理
主要掌握四个施肥阶段，即春梢萌发肥、保果肥、

果实膨大肥和采后除病害肥。春梢施肥一般于萌动前约

一星期进行，株施尿素100~200g，或复合肥150~200g，
施后浇水；保果肥在蕾期使用时，以叶面肥为主，并喷

施百分之零点二磷酸二氢钾；果实鼓起处施肥于八月进

行，株施复合肥300~500g，施后浇水，并辅以叶面肥百
分之零点三的磷酸二氢钾一二次；采后病害肥于果实收

获后，株施腐熟的有机肥10~15公斤，施后浇水。
3.4  花果管理
“滑皮金桔”1年开花二三次，以第1批花量最大，但

坐果率较低、大果率高。因此，要重点保护第1批花果，
除在蕾期喷施0.3%尿素+0.2%磷酸二氢钾+0.15%硼酸外，
还可以在谢花期喷施九二〇30mg/L一二次进行保果。夏
秋注意水分管理，避免裂果[4]。

3.5  高效管理，科学修剪
滑皮金桔在繁殖时，必须进行栽培区域的深耕，其

中，在幼树时必须对于深耕时间加以合理限制，成熟树

木的深耕通常在冬季进行，一般深耕深度在0.5±0.1m，通
常这样的树体在休眠期，可以降低对树木的伤害。而幼

树的深耕深度为7±0.1m。但在深耕的时候，还必须加入
一定量的石灰等有机肥，在平时管理工作中，应按照实

际栽植情况，在每年的冬季果园清理以后，对全园进行

一次中耕翻地，深度一般为20cm，并且对大树的周围进
行浅耕，有利于土壤结构形态的调整。在进行根部施肥

时，在第一次的施肥时间，通常为树苗第一次新梢萌芽

时期，而二次施肥时间则是在新梢生长发育最老熟的阶

段，所以在施肥中应该保证对薄肥进行合理的添加，比

如采用含量仅为百分之零点四的低尿素含量改性有机硅

溶液或沼渣，和动物粪水进行混匀使用等。而后期的追

肥处理主要应根据速效施肥的要求进行合理添加，也即

按照一梢三施肥的原理进行，即根据新梢的具体生长发

育情况加以分析后，再针对需要程度，针对性的进行追

肥处理。当在雨水相对充沛时期，一般应选择开沟的方

式浅施于土壤实施，而当在幼苗种植苗处于新梢生长时

期，一般应在间隔二周左右时进行并有效的实施叶面肥

的喷浇，以保证新梢的正常发育与成长。在喷浇叶面肥

中，一般选择用磷酸二氢钾和绿旺二号进行。在幼树生

长发育的期间，还必须根据天气状况进行水分控制[1]。在

气候干燥时期，为保证水份得以有效地补给，在降雨较

多时，必须在种植园区内做好排水管理工作，使栽培区

内的土地具备很好的通透性，防止因为积水过大的积水

而发生烂根的现象。

而在加强日常管理的同时，还要切实注重滑皮金桔

的整形与修剪，通常采用自然开心型即可。需要注意的

是，若种植时的整形操作不规范，将出现枝条混乱生长

的情况，从而影响滑皮金桔的结果时间和丰产。因此，

为促进种植成效的提升，应保持整形的适度形式，将主

副枝全部选出以后进行摘心，保证新树冠能迅速形成。

在定植时宜将长枝有效地截取，新梢长有三厘米之后，

将新梢适当保留，以便于幼树能迅速生长发育并确定为

骨干主枝。而到了结果实的初期，则必须将夏梢适时地

抹除，以保证秋梢能更健壮地生长发育。到了秋季，也

必须对长势较旺的病树木进行促花措施，而到了盛果

期，则将病枝条适时地修剪[2]。

3.6  病虫害防治
滑皮金桔病虫害较多，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①

炭疽病；②脚腐病；③潜叶蛾；④红蜘蛛。炭疽病主要

在高温高湿条件下发生，防治方法主要是在高温多雨季

节加强通风，也可在病害发生（新梢生长期）时喷施80%
代森锰锌800倍、70%甲基托布津800倍或25%苯醚甲环唑
1500倍液。
红蜘蛛多发生在春秋两季（3月和11月），可采用树

干缠5～8cm宽黄板或白板进行物理防治，也可喷施25%
三唑锡可湿性粉剂1000～1500倍、1.8%阿维菌素乳油
2000倍液。
蚜虫虫病多在植物萌芽期和新梢旺长期出现，可选

用悬吊黄板或喷施百分之十吡虫啉可湿性粉剂2000倍、
3%啶虫脒乳油1500~2000倍液等方法进行。
第一，就防治原则而言，主要是采取预防为主和综

合防治的原则，坚持农业与物理防治为主和化学防治为

辅的原则进行无害化处理，尽可能地将用药次数减少，

一般每年只能使用一次农药，且需要轮换使用[3]。

第二，从农业防治来说，重点要选择没有病虫害的

接穗、砧木品种，并加强种植管理，保持树势强健，使

树木本身的病虫害对抗力有所增强，冬季进行园内清洁

作业，在根源上病虫害的根本消灭。

第三，物理防治而言，应采取灯光和黄板进行诱

杀，以及人工捕杀和性诱捕杀。

第四，就化学防治而言，主要是确保所选的用药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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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严禁盲目用药，且轮换用药，严禁采用禁用农药。

3.7  采收管理要点
在做好以上管理工作的基础上，还必须适时地做好

对滑皮金桔的采摘工作，在采集过程中，还应当根据滑

皮金桔的生长成熟度状况，以及根据市场用户情况和市

场需求等进行对采收期的调控，但是在水果上的雨水还

没干或者下雨前都不要采摘，并且在采摘时必须全程佩

带拳套，或者使用专门的水果剪剪下果实和果柄，将整

个流程中轻拿轻放，由上至下采摘，盛放的密闭容器内

部光滑，并准确地运往贮藏仓库，以尽量减少因为外部

自然气候因素而发生变质的情形[4]。

4 脆皮金桔种植过程时常碰到的灾害性天气

4.1  低温冻害
低温冰川侵蚀，主要包括了低温连阴雨、霜冻、低

温冷害等天气现象。低温冰川的侵害一般在秋冬春季严

重。低温冻害，可造成脆皮金桔树木的主干和树枝遭受

一定的破坏，树冠内组织细胞大量脱水，树枝颜色偏黄

而掉落，从而降低了树势；也会导致各种病虫害，并造

成大量落果事件发生，从而造成脆皮金桔产量的大幅度

减少；在严重条件下，甚至会造成脆皮金桔树枝枯萎、

树木枯死。

4.2  干旱
旱灾表示的是较长时间内或在生长的时期降雨量很

少所产生的某种灾害性情况。干旱气候的发生可能给脆

皮金桔的生长带来不良效果。通常很容易发生干旱灾

害。但发生频率也较多，对脆皮金桔威胁最大的是春旱

和夏旱，春旱都会对脆皮金桔果枝的萌芽、繁殖和开花

结果产生不良作用；夏旱也会干扰水果的正常生长。当

旱灾发生以后，脆皮金桔体内的生理生化状态会出现改

变，从而导致光合效能的降低，抑制了脆皮金桔正常生

长发育，甚至还会造成落叶、落花以及落果的发生，从

而严重降低了脆皮金桔品质和产量[1]。

4.3  暴雨
每年雨季在4-9月，由于这个时期降雨量很大，常有

大雨天气，雨水天气常常会造成洪涝灾害，使得地势低

下的酥醪金桔树身被淹没，甚至可能被冲毁地块。由于

在雨水天气下出现的土壤水分较高，且土层的孔隙中缺

少空气，植株根部通气就很困难，不利脆皮金桔营养和

水份的吸取，同时还会抑制有机质的生长，从而使得脆

皮金桔水体养分严重下降，影响脆皮金桔质量；而如果

土地被淹持续时间较长，或者出现了很大的积水则容易

造成脆皮金桔出现黑根，甚至造成树体枯死，严重影响

水果生产。

5 应对措施

5.1  构建脆皮金桔产区小气候观测站
根据余庆脆皮金桔栽培实践，可在脆皮金桔主生产

区建立果园小气候监测场所，以加强对脆皮金桔种植区

天气的精细化监测。气象局应与地方农业部门联合组成

专门的科研人员进行对脆皮金桔栽培的有关研究工作，

并分气候变迁对脆皮金桔栽培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积

极地向果农给予金桔的栽培指导意见，从而做到趋利避

害，以提高脆皮金桔品质和产量[2]。

5.2  为农户提供准确、及时的农业气象信息服务
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积极进行天气应急预报预警

信息传播体系构建，进一步拓展天气信息传播途径。在

脆皮金桔生长关键期，要通过电视、广播、微信、微博

及网络等各种宣传手段，把农业天气预报、常规天气预

报、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和庄稼病虫害检测预警等农业

天气信息在第一时间向每位农民传播，从而使得农民能

够有效地应对，并尽可能减少灾害性天气对脆皮金桔栽

培所造成的风险。

5.3  注重脆皮金桔优良品种的培育和推广
为更好的适应脆皮金桔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并确保

脆皮金桔产品得以持续占领市场地位，就必须加速对余

庆脆皮金桔等优良品种的更新与换代[3]。气象局要协调地

方有关单位，对本地的脆皮金桔品种进行继续栽培与改

进，充分运用现代化先进的农业科技，积极利用余庆独

天得厚的气候资源，努力培育出更为优良、高产的脆皮

金桔产品，并大面积地推广栽培。

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气温、雨水和光照等天气条件都较为

有利于脆皮金桔的栽培，不过在整个栽培过程中也会遇到

不同程度的灾害性气候。所以，政府应该针对气候实际情

况和脆皮金桔栽培状况，不断加强余农村地区气象业务工

作的发展，以促进滑皮金桔产品的健康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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