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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县红樱桃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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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泸定县红樱桃高产栽培技术规程，包括建园、移栽、土肥水管理、整形修剪、花果管理、采收及病虫害
防治，以此推广泸定县红樱桃的高产栽培技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为红樱桃产业可持续发展及更大规模发展提供

技术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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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定红樱桃外观艳丽诱人，营养价值丰富，单果
重１９１ｇ～３６１ｇ，可食率７７４％ ～８９６％，可溶性
固体物质含量１１８％～１８８％，维生素Ｃ含量４０３
ｍｇ·Ｌ－１～８７５ｍｇ·Ｌ－１，总酸含量８２ｇ·Ｌ－１～
１５７ｇ·Ｌ－１，总糖含量 ７８８ｇ·Ｌ－１～１３８２ｇ·
Ｌ－１，果肉蜜黄色，肉质柔软，酸甜可口，具保健美容
的功效，深受广大农民和消费者的喜爱［１］。但目前

泸定红樱桃的产业发展状况和栽培管理水平均比较

落后，缺乏科学的栽培管理技术，资源利用率较低，

且面临着被砍伐、被其他经济作物替代的威胁。为

了进一步促进泸定红樱桃产业的快速发展，增加农

民的经济收入，笔者针对泸定县杵坭乡红樱桃果农

在红樱桃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系统地提出了红

樱桃高产栽培技术，为果农标准化生产管理提供技

术指导，以提高红樱桃的产量和质量，促进农民增收

致富，为红樱桃产业可持续发展及更大规模发展提

供技术理论支撑。

１　环境条件

泸定县杵坭乡的平均海拔１４００ｍ，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冬季干燥温暖，季均温

度７５℃；夏季温凉湿润，季均温度２２７℃；年平均
气温 １６５℃，年平均无霜期 ２７９ｄ，年均降雨量
６６４４ｍｍ；境内主要有山地黄棕壤、山地褐土、山地



棕壤、山地暗棕壤、水稻土等［１］，红樱桃分布区的土

壤主要为山地黄棕壤和山地褐土，土壤有机质含量

平均为１２５％，ｐＨ值６６～７５，土壤质地疏松，通
透性好，耕作层深厚，养分含量高。

２　建园

２．１　苗木选择
建园苗木选择无检疫性有害病虫害、生长健壮

的无性繁殖苗，要求侧根数量≥３条，侧根长度≥１５
ｃｍ，侧根粗度≥０８ｃｍ，整形带饱满芽≥５个，苗木
高度≥８０ｃｍ，茎粗≥０８ｃｍ，茎倾斜度≤１５０。
２．２　园地选择

选择地势高、背风向阳、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

力中等、易于排灌、ｐＨ值６０～７５、地下水位１５ｍ
～３ｍ、交通方便的地段建园。瘠薄地和重粘土壤应
进行土壤改良，通过深翻耕、增施有机肥、秸秆还地

等

方式熟化土壤并提高土壤肥力。土壤改良可以

结合开挖移栽穴或移栽沟进行。

２．３　栽植密度
一般株行距２ｍ×３ｍ或３ｍ×３ｍ。在平地和

缓坡地采用长方形或正方形栽植；坡地适当密植，沿

水平梯面栽植，行向与等高线平行，同时做到顺坡直

行；平地行向为顺风向。１ｈｍ２栽植红樱桃株树≤
１６５０株。

３　栽植

３．１　移栽穴
按规划株行距放线挖移栽穴或挖移栽沟，深宽

各５０ｃｍ。移栽穴（沟）内施入腐熟的农家肥 １０００
ｋｇ·６６７ｍ－２，施硫酸钾复合肥１００ｋｇ·６６７ｍ－２作
为当年的基肥，以增加土壤中有益生物菌群落的数

量，促进根系的生长发育，瘦瘠土壤的有机肥施入量

应加倍。在移栽穴（沟）底部分三层混合压入上述

肥料和土壤，表土在下，心土在上，上面回填表层土，

踏实，浇水，再用行间表土堆成高出地面１０ｃｍ～２０
ｃｍ的馒头状或鱼脊形状的移栽点。土壤回填可提
前２个月完成。
３．２　移栽

灌溉条件好的可于 １０月下旬至 １１月下旬移

栽，灌溉条件差的于次年２月栽植。移栽前对苗木
根系进行清理，剪除受伤根，然后放入水中浸根１ｈ
～２ｈ，再用１０％的 ＡＢＴ溶液蘸根５ｓ；栽植时在移
栽点上挖出树苗根系能自然伸展开的穴坑，边回填

细土边轻摇树干，踏实土壤，使根系与土壤较紧密结

合并呈自然生长状态，做到“三提三抖”。移栽深度

以原苗圃土印为准，不得超过嫁接口，移栽后灌足定

根水，并覆盖１ｍ２的黑色地膜或者铺一层１０ｃｍ～
２０ｃｍ厚的稻草保湿。

４　土肥水管理

４．１　土壤管理
移栽前全园施足有机肥并深翻６０ｃｍ；或移栽

后结合秋、冬季施基肥（有机肥）逐年深翻，３ａ～５ａ
后达到全园深翻、熟化土壤的效果。红樱桃树幼树

期以扩穴为主进行翻耕，熟化土壤；生长期结合除草

进行浅耕；成年期树冠内翻耕１０ｃｍ～１５ｃｍ，树冠
外翻耕３０ｃｍ～６０ｃｍ。夏季用绿肥、杂草以及作物
秸秆覆盖树盘，厚１０ｃｍ～２０ｃｍ，其上撒土，以保持
湿度；秋、冬季结合施基肥将覆草翻入土中，也可选

用地膜覆盖地盘。

４．２　施肥管理
采用环状、放射状沟施和多点穴施等施肥方法，

施肥量应根据树势、树龄、产量、土壤肥力状况等综

合分析确定。

４．２．１　基肥
移栽当年，结合挖移栽穴（沟）施入腐熟的农家

肥和硫酸钾复合肥；此后每年９月下旬至１０月结合
土壤翻耕时，施入腐熟的农家肥和硫酸钾复合肥，施

用量占全年用肥量的７０％左右。
４．２．２　追肥

栽植当年生长季节不需要施追肥，但要进行５
次～７次叶面施肥。一般在５月中旬至７月上旬前
喷施２次０３％的尿素；７月中旬至８月中旬前喷施
２次０１％的尿素和０２％的磷酸二氢钾；８月下旬
至９月下旬前喷施３次０３％的磷酸二氢钾，以促
进新梢木质化和花芽形成，增强抗寒性。

第２年及以后，每年施追肥３次。第１次在３
月初，采用多点穴施的方法按照１ｋｇ·株 －１的标准

施煮熟并经过腐熟的黄豆；第２次在５月中旬采果
后，采用一侧开沟断根的方法按照１ｋｇ·株 －１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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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施硫酸钾复合肥，以促进根系更新和生长发育，提

高树体营养生长和花芽分化水平；第３次在９月中
旬农历秋分以后，可采用多点穴施的方法按照５ｋｇ
·株 －１的标准施生物菌肥，同时每株混入硫酸钾复

合肥１ｋｇ，促进根系发展。
４．３　水分管理

灌水方法有沟灌、浇灌、滴灌和喷灌等。在红樱

桃萌芽前期，浇灌１次透水。花后要保持土壤含水
量相对稳定在６０％左右。４月份及时开挖排水沟，
保持果园沟渠通畅。果实采收前半月停止灌水。

５　整形修剪

５．１　整形
泸定红樱桃的树形一般选择自由纺锤形和自然

开心形［２］。

（１）自由纺锤形。干高４０ｃｍ～６０ｃｍ，中心干
上配备单轴延长的主枝６个 ～１０个，角度开张几乎
成水平，上面着生大量结果枝组。修剪时及时落头

开心，以控制树高。

（２）自然开心形。干高２０ｃｍ～４０ｃｍ，无中心
主干，全树有２个～４个主枝，开张角度为４０°左右，
每个主枝上配备２层 ～３层侧枝，间隔３０ｃｍ，侧枝
上有各种类型的结果枝组。

５．２　修剪
５．２．１　幼树期修剪

幼树期修剪以培养树冠为主。重点对主枝及副

主枝的延长枝进行适度短截，促进主枝及副主枝上

部抽生营养枝，快速形成树冠骨架结构；中下部抽生

中、短枝，通过摘心、拉枝等方法，促其形成花芽，提

早结果；对过密枝、交叉枝、平行枝、直立枝如有空

间，可进行拉枝，调整枝条分布、合理利用。

５．２．２　盛果期修剪
盛果期修剪主要是调节生长与结果的平衡关

系。主要对主枝及副主枝的及时回缩更新，以刺激

营养生长与新果枝的不断形成，到达控制树冠高度，

防止结果部位外移；对结果枝组的轮换更新，对２ａ
～３ａ生枝进行适当回缩，对生长中庸、强壮的１ａ
生枝可以不短截，但对生长旺盛的１ａ生枝适当短
截，以利形成结果枝，避免树冠内部光秃。

５．２．３　衰老期修剪
衰老期修剪以更新复壮为主。主要对衰弱、结

果部位外移的大枝进行回缩更新，利用生长势强的

徒长枝逐步培养为新的树冠；生长季节更新大枝时，

宜在采果后进行，此时伤口愈合快且不流胶；早春去

除大枝时，留短桩，待芽萌动后，再锯去短桩。

６　花果管理

泸定红樱桃一般采果后即进入花芽形成期，可

一直延续到９月份。在６月中旬开始就要对新梢进
行适当控制，如果枝梢已基本够用时，即可叶面喷施

１５％多效唑２００倍 ～３００倍液，间隔５ｄ再喷一次
ＰＢＯ（果树促控剂）２００倍～３００倍液，抑制新梢生长
促进花芽分化。当平均枝组开花量达到２５％时，喷
布０．３％的硼砂溶液，促进坐果［３］。

７　采收

泸定红樱桃成熟期不一致，应分期分批采收，按

第１批次采摘较大果品（４５ｇ～６０ｇ），第２批次采
摘较小果品（４５ｇ以下）标准要求。选择晴天早晨

１０：００前和下午４：００后，其果实温度较低、无露水
时采收。实行带柄采摘采收，以拇指、食指和中指掐

住果柄带柄摘下果实，在采摘过程中用的容器不能

太大，而且必须内装有软衬，做到轻拿轻放。采摘后

的红樱桃果实不能在阳光直射下放置，产品应带回

库房，进行严格的挑选和分级，剔除病、烂果和机械

伤果。

８　病虫害防治

危害泸定红樱桃的主要有流胶病、细菌性穿孔

病等病害和红蜘蛛、桑白盾蚧、蚜虫、绿盲蝽等虫害。

对这些病虫害的防治生产中可采取如下措施［４］：

８．１　清园
（１）在冬季落叶后２０ｄ左右，将园内枯枝落叶

全部清理，集中掩埋或烧掉，消灭越冬病虫源；

（２）在１２月下旬和萌芽前，对枝干喷施５％石
硫合剂，消灭枝干上的越冬病虫源。

８．２　流胶病防治
（１）将樱桃树的病疤除掉，涂抹调和成的保护

剂（有机杀菌剂和黄泥加水调和或者生石灰、食盐、

植物油、石硫合剂加水调和），然后使用塑料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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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

（２）在萌芽前使用８０％的硫磺可湿性粉剂２００
倍液喷淋枝干。

８．３　细菌性穿孔病防治
（１）在樱桃树的休眠期，彻底清理果园，集中落

叶并且进行焚毁；在樱桃树发芽前，对其喷洒５％的
石硫合剂；在樱桃花凋谢后，对其喷洒６００倍液的
７０％代森锰锌；

（２）雨季前使用 ３３５％净果精（喹啉铜悬浮
剂）１５００倍液叶面喷施，间隔１０ｄ再喷施一遍。
８．４　红蜘蛛的防治

（１）在樱桃树发芽前刮除树枝表面的老翘皮，
并且将老翘皮集中焚毁；在樱桃树发芽期和出蛰盛

期对其喷洒５％的石硫合剂或者５％的柴油乳剂；在
樱桃树的生长期，对其喷洒 １５００倍液的白威特；

（２）食螨严重时可以喷洒１５００倍液的红白双
杀。

８．５　桑白盾蚧的防治
（１）在冬季对樱桃树进行刮刷树皮，消灭留在

枝干上的越冬雌成虫，并且喷洒波美５％的石硫合
剂１次；

（２）在樱桃树萌芽期，再次喷洒２次波美５％的
石硫合剂；在新梢生长期喷施２４％的亩旺特悬浮剂
１５００倍液。
８．６　蚜虫和绿盲蝽的防治

（１）在冬季结合修剪，剪除被害枝梢、残花，集
中烧毁，降低越冬虫口；在春季前结合积肥除去田

埂、路边和坟地的杂草，消灭越冬卵，减少早春虫口

基数；

（２）害虫发生期叶面喷施２５％溴氰菊酯乳油
３０００倍液和１％肥皂水，以增加粘附力提高防治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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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电导率处于最高值，其次为 Ｄ４处理，分析原因
认为，紫叶矮樱枝条在－２５℃低温下持续１５ｄ后枝
条已经冻坏，有的已经腐烂，从而导致电导率低于

Ｄ３处理。综合分析来看，持续低温会导致离体枝条
内ＳＯＤ、ＰＯＤ活性以及电导率升高，低温持续时间
超过１５ｄ后，会对紫叶矮樱枝条产生较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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