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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大樱桃的栽培管理

刘吉辉

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大屯镇政府　辽宁　鞍山　114229

摘�要：大樱桃是一种美丽而营养丰富的水果，具有独特的风味。近年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

也喜欢上了大樱桃。为满足消费者对大樱桃的需求，大樱桃温室栽培可实现全年水果生产供应。现将其栽培技术总

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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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樱桃属于蔷薇科、李属乔木果树，果实味甘性

温，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C、
钙、铁、磷等有益物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喜欢的新型

水果之一。目前，我国大樱桃品种大多采用温室栽培，

既能满足市场对大樱桃的需求，又能提高樱桃大户的经

济效益。然而，在温室内种植大樱桃需要良好的种植技

术管理，主要包括温室设计、大樱桃选择、大樱桃种植

和后续管理。本文旨在实施大樱桃规模化温室栽培的优

质管理，保证大樱桃的产量和品质，提高大樱桃种植户

的经济收入，为广大群众提供健康营养的食品。

1��温室设计

1.1  场地选择
温室建设的土壤应选择向阳、平坦、肥沃、排水良

好、旱可灌、涝可排水的地理环境。

1.2  温室方位
为便于采光和保温，以东西向西或南向西5-10°为

宜，温室以北向南、东西向为宜。

1.3  温室类型
温室大棚主要有倾斜式、立式、半圆形和半圆形桁

架结构三种。一般不设立柱或柱子，温室宽度9-10m，后
墙高3m，中脊高4.5m，后坡长1.7-1.8m，后屋顶仰角为
65-70°，前屋顶部分为弧形，与地面的水平角为70-75°。
后坡墙防寒土厚度为2.5-3.0m，也可不堆防寒土，直接起
墙50~60m，外用泡沫塑料。绝缘。在温室前挖一条70cm
宽、60cm深的低角度防冻沟，填满稻草、树叶、稻壳
等。填充保温材料，例如该沟还可以用作秸秆生物反应

器。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冷空气进入棚内，保持棚前后温

度稳定，使花期均匀，温室总长度为80~100m[1]。

2��建园品种选择

对“俄八”，“布鲁克斯”，“明珠”，“庄园

红”，“拉宾斯”等几个大樱桃进行了多年的引种实

验，但都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仅“美早”，“红灯”

等从大连引进，适合于存金沟乡的设施种植。

美早果为扁平的、心型的、紫色的、饱满的、多汁

的、酸的、甜美的、有一个又短又粗的、有一个很好的

果柄。结果表明，该品种的生长周期约40天，单果质量
为11.3克，该品种于今年二月上旬上市。
“红灯”是一种典型的“肾脏”形状的果子，挂在

树上形状类似于“灯笼”，初期是鲜红色，晚期是淡紫

色，果肉柔软，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半离核，果柄又粗

又小。结果表明，该品种的成熟时间为36天，单果重量
为9.6克，较美利坚早熟10天。在未来的生产经营中，应
进一步完善引进和推广技术，确保大樱桃在工业园内的

早、中、晚熟品种齐全，品种丰富，并能较好地延长当

地大樱桃的上市期。

3��砧木选择

大棚内培育大樱桃的主要砧木有：第一，大青叶。

来自山东烟台，具有优良的亲和性，快速成长，高产，

耐涝，耐寒性较弱。二是马哈利，也就是那个叫‘玛尔

哈’的家伙。本种源于欧洲，80年代引进到国内，具有
快速、早熟、高产等特点。三是樱花树。辽宁本溪，具

有较高的亲和力，较慢的耐贫性，较高的耐寒性和较高

的根瘤性。四是吉塞拉（Gisella）。德国研究院培育的矮
化型砧木，目前在生产上选择5号和6号，具有较高的抗
寒能力和较高的早熟高产特性。五是“樱之锤”。该品

种是从日本从山东高树材中引入的一种新品种，具有成

活率高、亲和力好、根系发达、生长期好、对流胶有较

好的抵抗力等优点[2]。

4��栽植棚

在室内通常采用两排或三排种植，株行间间距为4米
x4米或3米x4米，冠幅大的也可采用单排种植。在日光温
室中种植樱桃，通常采用8-10年的树木移植。要确保移
植的成功率，就需要有充足的生长期的根系，在移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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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要把受伤的根修剪干净，去除根瘤，然后用K8420-
30倍的溶液进行灭菌处理，在移植之后，要进行充分的
浇水。然后用地福丰0.2公斤/棵，混合根驱剂0.25公斤/棵
进行灌水，还可以用2000公斤/棵、4000公斤/棵、1000公
斤海绿素或0.25公斤/棵的根壮多进行灌水。第二次浇水
在出苗之前，第三次浇水在出苗后。为保证移植后的植

株能够正常的成长，在展叶之后，可以喷洒两到三次的

海绿素1000倍液和碧护，还可以通过给树木挂输液来补
充营养。

5��温室温湿度及光照管理

通常来说，大樱桃会有一段的休眠期，休眠期大约

是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在气温达到7摄氏度的时候，大樱
桃就会开始进入休眠，在休眠期过后，才可进行扣棚和

加盖草帘的工作，此时，在白天，大樱桃要通过多次掀

起草帘来提高大棚里的气温，并要对大棚里的气温和湿

度进行调控，直到大樱桃收获为止，在大樱桃成长的各

个阶段，对大棚里的气温和湿度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1）在大樱桃幼苗出苗前，大棚中的气温应保持在
日间15摄氏度，夜间5摄氏度，大棚中的相对湿度应保持
在75%；（2）从萌动到开花期间，大棚内的气温应保持
在日间约20摄氏度，夜间约6摄氏度，相对湿度应保持
在55%；（3）从开后至樱桃成熟期，大棚内的气温应保
持在日间20摄氏度，夜间7摄氏度，室内的相对湿度应
保持在60%以上[3]；（4）从樱桃上色至收获期间，大棚
内的气温应为：日间不超过30摄氏度，夜间不超过13摄
氏度，日间的温差应为10摄氏度，日间的相对湿度应为
60%。此外，若遇上下雨、下雪、严寒等恶劣气候，还可
在大棚上覆盖一层漂浮薄膜或采用烤箱等方法对大棚进

行保暖；此外，为了防止樱桃的果实产生裂纹，在樱桃

的生长过程中，要尽量不要让大棚中的水分发生太大的

变化，可以通过对大棚中的水分进行调节，来确保果树

的坐果率。

6��水分管理

（1）在暖房温度升高前浇水，以促使大樱花树萌
发；（2）在大樱桃树上，在花前浇水，以增加其结果；
（3）在大樱桃开花后至收获之前，为确保其果肉的正常
发育和膨胀，应对其进行4次浇水。（4）在大樱桃收获
后进行浇水，以加速其花蕾的发育；（5）注意：浇水要
在晴朗的日子里，做好大棚内的空气流通，防止大棚内

的湿度太大，并且要严格掌握浇水的水分，不要用水温

太高的水来浇水，以免对大樱子的根部造成伤害[4]。

7��肥料管理

初秋的时候，在八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成熟的

时候，每棵树都要施50-75公斤的腐熟肥，1-2公斤的硫
酸钾复肥，2公斤的生物菌肥，在树的两侧各挖一条环
形沟。第二年改变地点，环形沟长160-200cm，宽度30-
40cm，距离树干80-100cm，在碰到树的时候，要把它的
根系切断，这样才能让新的根系得到更多的生长，在把

肥料放进沟里，并且要跟土壤混合均匀，在覆盖之后，

要进行适量的灌溉。在气温上升之前，在4-6条直射式沟
渠中，施用0.5-1kg速溶型高氮杂肥，促进开花和结果。
收获后在地面上施用1-2kg的硫酸钾肥（17kg，17kg，
17kg）和0.5-1kg的有机肥料。这一次的肥料叫做“月
肥”。冲刷肥料以硝酸盐为主，氨酸盐为辅。施用硝酸

盐后，土壤的肥力提高较快，而施用铵酸盐后，土壤的

肥力提高较慢。在开花之前施用高氮速溶剂，每亩可提

高产量5kg。在开花后浇5kg的高氮速溶肥。在幼果膨大
期间，当大豆大小的时候，进行第三次高氮施肥。在硬

核时期进行四次高氮施肥。从转青期到收获期，喷施高

钾2-3次。在大棚内，要将种植樱桃的综合种植管理技术
措施做好，水、肥、气、热相互协调，相互依赖，各个

指标既不能过度，也不能缺乏，每一项技术措施都要确

保对樱桃树木的合理要求。

8��整形修剪

8.1  疏散形
冠干高0.4m，树冠高3~3.5m，留有5~6个主枝，层

间距为0.8~1m，层间枝品字排列，枝背留中小形结果枝
组，辅养枝可跑单头，以小形结果枝组为主[5]。

8.2  纺锤形
树高2.5-3.0m，留下16-20条主枝条，以螺旋形盘

起，主枝条向单端方向发展，主枝条上留下中小规模的

结实枝条。8.3株心型，高2.5-3m，全树分生3-4个枝条，
形状为三角或“十”形，冠幅较大，冠幅较大，冠幅较

大。在植物的生长季节，在休眠期间可以轻微地或完全

地修剪。在温度升高的时候，在果实开始流淌的时候，

在果实被采摘的时候，拉开树枝，打开树枝，调节树枝

的方向，从而提高光线，缓解树势，促进短枝的生长，

促进花朵的形成。开花后的半月开始，对枝头留出8-10个
叶片去幼苗的顶端，在背面的直枝头留出5厘米的距离去
心；果实采摘后，生长旺盛的梢留20-30厘米的落子，垂
直的梢留5厘米的落子，对每棵幼苗进行2-3次的落子，以
促进短枝的生长和早熟。果实采摘后，必须对树木的组织

进行适当的调节，对竞争枝、交叉枝、重叠枝、过大枝等

进行修剪，对过多的枝条进行收缩复壮，并采用牵伸的方

法对树木进行整形。修剪时切勿打木棍，切面应平整，

有利于愈合，并涂抹铅油，对创面起到防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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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花果管理

9.1  辅助授粉
在栽培过程中，以1∶1的配比和1∶4的配比进行人

工授粉，并配合蜂传，以增加传粉率。

9.2  利用生长调节剂
将75%的赤霉素15克/公顷，2%的植物素150毫升/公

顷（四川国光），8%的贝嫁（防落素）30克/公顷（富
果）225毫升/公顷/公顷（氨基酸）对水中或对水中喷
洒，或者对着水中喷洒，或对着地上的植物喷洒，分别

是112.5公斤/公顷（1000克）。第1次为开花高峰期，20
天后再次喷洒1次（为了避免出现错误，请在大棚里进行
充分的室内实验，这个配方只作借鉴）。稀释后的溶液

应在配制过程中随时使用，不得储存太久，否则会降低

药性。喷洒后应在温度较低的情况下进行，避免果实脱

落。喷洒药物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喷洒在叶子上，以免

引起枝条和叶子的过度生长[6]。

10��病虫害防治

10.1  病害
10.1.1  根癌肿病症状及危害
病原菌侵染后，根系会产生肿块，肿块不断扩大，

导致树势衰弱，叶片掉落，树龄减少，导致果实减少或

不产，严重者导致树木死亡。预防方法：①在调整幼

苗的时候，要选择没有疾病的幼苗，然后用生物抗菌

剂-K84或者3°~5°Be石硫合剂浸根进行消毒，还可以用
生物菌剂（EM菌发酵）冲刷，这样就可以减轻症状；
②要加大肥料和水分的供应，以利于根部的生长，尽量

不要在根部形成裂口，裂口要进行灭菌；③如有病变，

则完全切下，毁尸灭迹，用1%硫酸铜溶液或50倍抗菌药
水402、5°Be石硫合剂清洗创面，并在创面上涂抹一层薄
薄的薄层。

10.1.2  褐斑穿孔病症状及危害
叶片，枝条和果实都会受到褐色斑点的侵染。五月初

发病时，病叶表面出现大量的暗红色病斑，病斑逐渐增大

至4-5毫米，病叶中部逐渐变成淡棕色。当这些斑点融合
在一起时，就会导致叶片提前脱落。防治方法：①选用健

康幼苗，并在大棚中进行水分和肥料的管理，以促进其

生长，增加其对病害的抵抗力。与修剪相配合，对病害

和病害的枝条进行全面的剪除，清除落叶和落果，达到

根除病害的目的；②在出苗之前，喷洒4度~5度的硼石硫
化剂，或1∶1∶100~200的波尔多液，加45%石硫化剂结

晶液，10倍的硼石硫化剂。在开花后，喷洒500倍的代森
锰锌或者1000倍的甲基托布津。

10.1.3  流胶病症状及危害
在幼嫩的枝条上或受伤部位出现肿胀，并渗出黄

色、白色、透明、粘稠的汁液。处理方法：在出胶部位

涂上5%的石硫酸铵溶液。
11��采收后管理

在收获后的生长过程中，应强化对作物的控制，包

括害虫的控制、肥料的控制、生长后期的整枝和整枝

等。在温室薄膜的治理中，首先是拆除薄膜。在室外气

温适合种植大棚的情况下，要增加上部和下部的通风，

让大棚里的植物逐步适应室外的环境，才能逐步拆除大

棚的薄膜。不能退的太快，否则会被太阳晒到。揭去地

膜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及光合性能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

要注意防止病虫害。二是不要拆下薄膜，用遮阳网罩

住。在室外气温降至20摄氏度时，可以用遮阳布帘遮
挡。如果不取下水膜，虽然可以降低外来细菌的入侵，

但是也会对植物的光合作用造成一定的影响。九月上中

旬，应将网布、薄膜除去，并在温室内喷洒其它材料取

代薄膜。

结束语

在大棚内，要将种植樱桃的综合栽培管理技术措施

做好，水、肥、气、热相互协调，相互依赖，各个指标

既不能过度，也不能缺乏，每一项技术措施都要确保

对樱桃树木的合理要求。从而保证大棚樱桃果树茁壮成

长，实现连年高产稳产优质，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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