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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猕猴桃果园化肥减量增效技术 

技术规程 

根据猕猴桃果园土壤有效养分的含量精准配比营养元素，一般氮、磷、钾配

比为 1:0.9:1，施用有机无机复混的配方肥为宜。加大有机肥施用量，有机肥比重

为 60%~80%。增施微量元素肥料和生物有机肥料，减少常规化肥施用量

20%~30%。综合利用果园生草、畜粪、沼渣、沼液等，改良土壤理化性状，提高

有机质含量，生产优质的有机猕猴桃。 

基肥以秋施为好，应在果实采摘后尽早施入，一般在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中

旬，以农家有机肥料为主，并辅助施入生物菌肥使土壤保持营养均衡，增强土壤

肥力和生物活性。壮果肥于谢花坐果后施 1 次以磷肥为主的复合肥。叶面喷肥一

般在 6 月份后每隔 10~15 天喷施 1 次叶面肥，常用叶面肥浓度为尿素 0.3%~0.5%、

磷酸二氢钾 0.2%~0.3%、硼砂 0.3%。宜在无风或微风的天气上午 10 时前、下午

4 时后进行，喷后间隔时间未达到 1 个小时后下雨，应在间隔 1 天后的下午补喷。

叶面、叶背及果实表面均需喷布到位，且以叶片背面喷布为主，肥液在叶片上呈

现欲滴未滴时为最适喷布量。最后一次叶面肥在果实采收前 20 天。 

 

减排及协同效应 

猕猴桃果园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可减少化肥用量 20%~30%，节本省工，有效

降低氮肥投入导致的氧化亚氮排放，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减少农业面源污染风险，

是绿色低碳和提质增效的可行措施。此外，增施有机肥有助于提高果园土壤固碳

能力，改善猕猴桃果实品质。 

 

二、猕猴桃果园高效肥料施用技术 

技术规程 

1、缓控释肥料 

缓控释肥能长期稳定供应养分，一般采用撒施、浅耕，不能伤根。猕猴桃果

园一般选择髙钾控释肥，氮肥含量约 20%，秋季采果后沟施缓控释肥 1~1.5kg/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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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农家肥 5~10kg/株；春季果树萌芽前条沟施 0.25~0.5kg/株；果实膨大期条沟

施 0.51.0kg/株。通常而言，猕猴桃产量水平在 1500kg 以下，每亩控释肥施用总

量为 45kg；产量水平在 1500~2500kg，每亩控释肥施用总量为 45~65kg；产量水

平在 2500~4500kg，每亩控释肥施用总量为 45~65kg。施肥总量可根据土壤肥力

条件确定，同时配合施用有机肥，沙地果园可适当多施 10%~20%，土壤肥沃果

园适当减少 20%施用量。 

2、中微量元素肥料 

猕猴桃长期生长在同一土壤环境中，会出现中微量元素的缺乏，常表现为缺

钙、缺镁、缺硼和缺锌。缺钙可亩施石灰 40~50kg，或在刚发病的新叶期喷施 0.3%

磷酸氢钙或硝酸钙液。缺镁可喷施钙镁磷肥或 0.5%硫酸镁溶液 80kg/亩。缺硼可

施硼砂或硼酸，幼树一般施 4~2kg/亩，成年果树施 12~20kg/亩，可作基肥或追肥

施下，也可喷施 0.2%~0.3%硼肥溶液，果实膨大期喷施 1~2 次。缺锌可在出叶后

1 个月喷施 0.2%~0.3%硫酸锌溶液。 

 

减排及协同效应 

缓控释肥和中微量元素肥料可提高猕猴桃养分吸收利用效率，减少氧化亚氮

排放，降低养分损失和面源污染风险，其提升产量和果实品质。由于养分供应稳

定，果树植株生长健壮，叶片浓绿较厚，果实较大且均匀，果面有光泽。座果率

高，在部分品种上果实硬度、可溶性固形物、VC 含量等提高显著。此外，在目

标产量相同的情况下，使用缓控释肥料比常规肥料可减少 10%~30%的肥料用量。 

 

三、猕猴桃果园水肥一体化技术 

技术规程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把液体肥料或者可溶性的固体物质溶解于水中并按照一

定比例配制而成的液体肥料溶液，并借助于设备的压力系统经过过滤后通过管道

等设施及时、均匀、定量地给猕猴桃供肥供水的新型农业技术。目前主流的水肥

一体化技术主要有滴灌和喷灌两种。 

1、滴灌水肥一体化 

https://www.cnhnb.com/p/f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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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是将具有一定压力的水过滤后经管网和出水管道或滴头以水滴的形式

缓慢而均匀地湿润地面的一种灌溉形式，通常将可溶性肥料溶于水中，然后随水

滴直接灌溉深入果树根系周围。根据种植园面积及地势科学架设滴灌系统，包括

水泵、过滤器、水肥混合池、管道、压力表、阀门等，在田间布置主管、支管、

滴灌管三级管道，其中主管、支管为地埋管道，每行猕猴桃铺设一根内镶式压力

补偿滴灌管。 

2、喷灌水肥一体化  

喷灌是将一定量可溶性肥料溶于水中并形成水肥混合液，通过水泵加压将其

转移到所需的灌溉区域，之后通过喷头喷射到空中并形成水雾或者小水滴，均匀

地分布于作物以及土壤表面，进而满足植物生长所需。其中喷灌施肥中的微喷灌

施肥是借助塑料管道把水运输到植物根系，进而满足局部灌溉需求，将其用于干

旱地区可以实现水利用效率超过 95%。微喷灌主要通过旋转或者辐射式的微型

喷灌头将水肥混合液喷洒于果树根系的土壤，由此满足养分吸收。 

3、水肥一体化管理 

以滴灌系统为例，根据猕猴桃的需水需肥规律和生长情况，通过水肥一体化

适时地将水分和养分供应给植株，可显著提高肥水利用率。幼龄猕猴桃以滴施速

效氮肥为主，勤施薄施，少量多次，生长期间隔 7~10 天施 1 次，以加快营养生

长，后期则控氮增钾，促进枝条老熟。成年猕猴桃以开深沟埋施基肥为主，可用

腐熟农家肥、麸肥等作基肥，加入适量无机肥料，基肥用量约占全年施肥量的 60%；

水肥一体化滴灌作为辅助追肥手段，可根据猕猴桃生长特点在生育期内合理分次

施用。猕猴桃的肉质根系对土壤盐分浓度较敏感，施肥时应少量多次，既满足养

分需求又不会导致肥害；遇高温干旱时，适度灌清水。 

滴灌应使用全水溶性肥料，预溶解过滤后倒入水肥混合池内，充分搅拌均匀，

一般配置成 0.3%~0.5%浓度的水肥液，施肥前先抽清水冲洗管道，施肥后继续灌

清水 10 分钟，将管道冲刷干净，以免积累残渣堵塞滴孔。根据水池蓄水量、滴

灌管总长度、滴孔间距、种植规格准确计算每次的施肥量，一般每株猕猴桃肥水

量 15 升左右为宜。 

4、注意事项 

在水肥一体化的应用上，还要注意肥料的混配原则，不适合混配的肥料混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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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造成沉淀堵塞管道，还会影响果树对肥料的吸收，从而会降低肥料利用率。 

 

减排及协同效应 

水肥一体化技术相比普通灌溉方式能节约肥料达到 25%以上，节水率达到

50%，同时能够减少 50%的劳作时间，节本省工，显著提高水肥和养分利用效率，

降低果园氧化亚氮排放 30%以上。适量的水和可溶性肥料结合，通过灌溉设备快

速、精确地传输到果树根部附近土壤，由此减少水分流失与蒸发，还能减少肥料

用量，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肥料过剩导致土壤盐碱化，进而破坏土壤环境。猕猴

桃果园种植中，水肥一体化能够促进新梢生长和开花结果，显著提升猕猴桃的硬

度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对于改善品质具有正面效益。 

 

四、猕猴桃果园修剪枝肥料化利用技术  

技术规程 

1、菌种选择 

猕猴桃果园枝条腐解肥料化利用需要选择可以快速促进枝条等有机物料发

酵，产生大量乳酸和乳酸菌素，抑制有害菌生长，能产生纤维素酶、糖化酶、蛋

白酶等有益微生物菌种，并要求有较强的适应性、安全性，一般推荐使用含有枯

草芽孢杆菌的菌剂。 

2、堆肥时间  

全年均可堆肥，枝条在秋、冬季修剪后即时粉碎堆肥效果最佳。从堆垛发酵

至腐熟大约需要 2~4 个月时间。  

3、场地选择  

堆肥场地应选择取水容易、交通方便、地势坦的田间地头，便于堆肥的施用，

建议避雨（建棚）堆肥，也可在果园直接堆肥。 

4、原料制作及配料添加 

选择猕猴桃硬度大的枝条粉碎至长度为2-4厘米，选择作物秸秆、玉米穗心、

小麦麸皮及稻谷等粉碎成粉末作为辅料。猕猴桃枝条中含碳较多、含氮较少，有

机物易流失且分解较缓慢。可通过加入适量尿素补充氮，有助于微生物繁殖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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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升温发酵。此外，枝条及辅料等较干燥，需加入一定量水分混合，每千克枝条

还可加入 50-100 克红糖作为微生物营养剂。 

5、堆肥  

将辅料、菌剂及配料充分均匀混合，再将开水化开的红糖加入到干料中，补

充水分至原料含水量 40%左右，状态以手握紧能成团、松开落地后能自然散开即

可。用细土预先在发酵场地铺 10~15 厘米的垫层，然后将制作好的堆肥原料堆

在垫层上面，堆肥高度在 1.5 米左右，宽度在 3 米左右。再用泥土或薄膜覆盖在

上面。 

6、测温通风 

堆肥完成后需立即插入温度计记录温度。开始时，每 5 天记录一次温度，当

温度超过 45℃时则需每 3 天记录一次，当温度超过 65℃时，每 15 天要检查堆肥

水分情况，视水分情况适当酌情加水，在发酵堆上还需用长木棍多处打孔通气。

通过定期对堆肥排气通风，能够为堆肥内的微生物提供充足氧气，保证堆肥的效

果。当温度低于 50℃时，需立即停止加水和通气。 

7、腐熟检查 

腐熟时间一般大于 60 天以上，腐熟完成的标志是原料物变为灰褐色，，枝

条块较软，无异味。腐熟完成后，可直接用于猕猴桃果园还田施用。 

 

减排及协同效应 

猕猴桃果园土壤有机质含量低是制约猕猴桃果品品质提升的瓶颈因素。树枝

粉碎堆沤还田肥料化利用技术是利用果树修剪的树枝、作物秸秆等原料，粉碎后

加入生物菌剂，经堆沤发酵后形成优质堆肥，可解决优质有机肥源不足的问题，

提高土壤有机质及营养元素含量，改善土壤理化性状。猕猴桃果园修剪枝肥料化

利用可替代部分化肥，有助于降低氧化亚氮排放，还可以改善土壤微生物环境，

改良土壤颗粒结构，疏松土壤，增强土壤透气性和透水性，促进根系生长，提高

次年坐果率，防止冬季根系冻害，对果实的生长和质量都有所提升。因此，猕猴

桃果树修剪枝肥料化是农业废弃物变成肥料重新利用的方式，能减少资源浪费，

提高废弃资源利用技术水平，形成良好的果园生态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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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猕猴桃果园生草技术 

技术规程 

1、草种选择 

猕猴桃果园生草的草种，应根据果园土壤条件和猕猴桃树龄大小选择合适的

草种，猕猴桃园人工生草主要选择豆科的白三叶和毛苕子。 

2、播种时间及方法 

猕猴桃果园生草通常采用直播的方法，在果树行间直接播种草种。直播分为

春播和秋播，春播在 3 月下旬 5 月上旬进行；秋播在 9 月份进行。播种时先要进

行整地，然后进行灌溉，待土壤分墒以后适时播种。果树行间的生草带宽度应以

果树株行距和树龄而定，幼龄园行距大生草带可宽些，成龄园行距小生草带可以

窄些。 

播种可以选择沟播或散播，沟播先开沟点种，然后覆土；散播先撒种，然后

均匀的在种子上面撒一层细土进行覆盖。草籽出苗以后要间苗，去除杂草。也可

以播种前先灌溉，待杂草出土以后，使用除草剂杀灭杂草，过一段时间再播种人

工选择的草种。此外，猕猴桃园也可采取穴栽法栽植生草，每穴丛植 3~5 株草苗，

穴距 15~40 厘米，栽植以后及时灌水，保证成活。 

4、刈草覆盖 

果园生草如果长势过旺，可根据其生长高度及时刈割，覆盖裸露的树盘，以

保墒并增加土壤有机养分。同时，控制生草的高度，提高覆盖和增加生草量。根

据生草的生长情况，一年刈割 2~4 次，生长快的草需多割几次。秋季长起来的草

不再刈割，冬季留茬覆盖。 

5、注意事项 

施肥方面，连续生草的果园随着土壤肥力的提高可以逐渐减少化肥施用量。

施肥可以采取水肥一体化施肥技术，用施肥枪或滴灌施入。也可以在生草带内施

用，采用铁锹翻起带草的土，施入肥料以后，再将带草皮的土放回原处压实的办

法。病虫害防治方面，一般生草果园可以使用物理防治如防虫灯、防虫板、防虫

带等，以及生物防治如扑食螨、草岭、赤眼蜂等技术。果园喷药时应尽量避开草

带，选用植物源或矿物源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以便保护草中的天敌。

注意清园、剪病枝叶、捡病果，不要遗留在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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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及协同效应 

果园生草能显著增加土壤有机质，提升果园碳汇能力，改善果园小气候条件，

防止或减少水土流失，改善土壤物理性状，提高蓄水保墒能力，改善根际环境，

激活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促进矿物质转化，加快土壤熟化，抑制杂草生长。另

外，豆科草根上产生的根瘤具有生物固氮作用，可一定程度减少化肥氮素投入，

减少氧化亚氮排放，同时提高果实品质，增加果实干物质含量。在高温天气，果

园生草覆盖可以降低冠层温度 2~8℃，还可以减少土壤水分蒸发，提高土壤保墒

能力。此外，果园生草可通过改善果园温度和湿度进而影响果树光合色素含量，

增强光合作用强度，促进果树生长发育。 

 

六、猕猴桃果园改土培肥技术 

技术规程 

猕猴桃适宜在非碱性和非黏性土壤种植，此类土壤底部深、松散，富含猕猴

桃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成分，具有足够的透气性，其土壤 pH 值在 5.5~6.5，富含

钙、钾、镁和铁等营养物质。最常见的土壤改良方法是对土壤进行翻动、进行轮

作、施用有机肥、保持水分等。 

将果园土壤的 pH 调节至约为 6 并且呈微酸性，可以促进猕猴桃的生长。

一般对酸性土壤而言，在种植猕猴桃前 1 个月，会均匀地将石灰撒入土中，提高

土壤 pH 值；对于碱性土壤，可以撒入适量的硫磺粉，降低土壤 pH 值。有机肥

可以为作物提供充足的有机物质，在建园时可通过施入足量有机肥改造培肥土壤，

并进行深翻使土壤与有机肥充分混合，畜禽粪便、堆肥、沤肥、厩肥、绿肥等类

型的有机肥均可以，可搭配施入微生物菌剂以进一步改善土壤环境，提高土壤熟

化程度和肥力。 

 

减排及协同效应 

通过土壤深翻熟化，可促进果园土壤团粒结构形成，提高蓄水和保肥能力，

增强透气性，提高养分有效性，结合施有机肥还可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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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和肥力。向果园土壤引入蚯蚓和微生物，可以提高土壤生物活性，还可促

进养分循环，提高养分有效性。深翻改土可以熟化土壤，增厚活土层，改善土壤

结构，增加土壤透气性，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促进好氧土壤微生物活动，

有利土壤有机质转化，增肥地力，加深根系分布层，在伤根处可发生大量新根，

扩大吸收营养范围，增加树势，提高果实产量和品质。土壤浅翻还有除草、除虫

作用。 

猕猴桃果园改土培肥可显著提升土壤碳储量，增厚活土层，改善土壤结构，

增加土壤透气性，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促进土壤微生物活动，并防止水土

冲刷。肥沃的土壤有利于猕猴桃果树生长，加深根系分布层，扩大吸收营养范围，

提高果实产量和品质。 

 

七、猕猴桃果园避雨设施栽培技术 

技术规程 

猕猴桃设施栽培是将猕猴桃果树置于人工保护设施之内创造适宜果树生长

的小气候环境，使其不受或少受自然季节的影响而进行的生产方式。猕猴桃果园

坡度小于 15 度为宜，常年刮大风的迎风口不宜搭建避雨培育棚。为减少风害几

率，建棚后可在园区周围配套防风林，以 10 月底至 11 月上中旬搭建为宜（秋施

基肥后），11 月底前必须完成盖膜。简易竹木拱棚建议在 5~7 月揭膜降温，钢架

拱棚可考虑建造时加设卷膜开窗系统，在 5~7 月期间及时开天窗降温。 

猕猴桃避雨设施栽培大棚主要包括以下 4 类：1）简易竹木拱棚，其建造成

本较低，适宜各类地形，竹木等可就地取材，易搭建，高度可自由调整，盖膜操

作方便，但抗风雪能力差，骨干支撑材料寿命短。2）简易钢架拱棚，其结构较

稳固，抗风雪能力较强，棚膜和棚架使用寿命长，但建设周期较长，成本较高，

换膜或清洗薄膜不太方便。3）夯链复膜屋脊棚，不挖基坑，建设周期短，抗风

雪强，棚膜和棚架使用寿命长，收放较方便，但会一定程度影响园区机械化操作。

4）连栋钢架拱棚，结构稳固，抗风雪能力强，棚膜和棚架使用寿命长，但建设

周期长，成本最高，埋设立柱时对果园土壤有一定破坏，换膜或清洗薄膜不方便。 

建棚后盖膜前果园应当施足底肥控草保湿，盖膜后少量多次供应肥水，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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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配套安装喷灌或滴灌等水肥一体化设施。设施栽培的猕猴桃物候期会有明显

变化，花期需做好人工辅助授粉，采前铺反光膜增糖提色。猕猴桃果树整形修剪

应培养多主干上架树形，逐步恢复树冠，防止更新枝攀援上棚。猕猴桃避雨设施

栽培周年用药次数可比露天栽培减少 3~4 次，但棚内病虫害种类会发生一定变

化，需调整用药方案、施药方法及浓度。 

 

减排及协同效应 

利用大棚设施实施猕猴桃避雨栽培，并搭配水肥一体化，可以有效避免阴雨、

冰雹、大风等恶劣气候的影响，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显著提高气候韧性，是控制

猕猴桃溃疡病行之有效的办法，同时有利于提高品质和价格，增产增收，降低猕

猴桃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具体而言，避雨设施由 “顶膜”和 “墙膜”两个

部分组成，尖顶透明 “顶膜”可使猕猴桃树冠免遭雨淋，保持干爽，装上四周 “墙

膜”可防风保暖，有效抵御严寒低温。 

 

八、猕猴桃果园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技术 

技术规程 

1、注重生物肥料和药剂使用 

重施生物有机肥，少施化肥，控氮稳磷增钾，叶面补钙加中微量元素肥。优

先选用微生物制剂农药，目前猕猴桃可用的植物源杀虫剂有除虫菊素、苦参碱、

苦皮藤素、藜芦碱，可依次用来防治叶蝉、蚜虫、小卷叶蛾、红蜘蛛；植物源杀

菌剂有香芹酚、小蘖碱，可用来防治灰霉病、褐斑病。枯草芽孢杆菌、荧光假单

胞杆菌、解淀粉芽孢杆菌生物药剂效果良好，可用来防治猕猴桃细菌性溃疡病。

苦参碱、哈茨木霉菌、多粘类芽孢杆菌可用来防治猕猴桃根腐病。菇类蛋白多糖、

淡紫拟青霉可分别用于防治褐斑病和根结线虫病。秋（冬）季修剪、施基肥、中

耕后，用 4~5 波美度石硫合剂或 150 倍波尔多液彻底清园，要求雾滴要细，枝干

要喷到位，园地不留空白。石硫合剂、波尔多液既杀菌广谱，又杀灭虫卵，同时

不产生抗药性。喷施氨基寡糖素与间作万寿菊也可以有效控制猕猴桃根结线虫病

的发生。根据果园虫害发生种类，有针对性地释放天敌昆虫来治虫, 如投放蚜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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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治蚜虫，能大幅度减少农药用量，降低果实农药残留，保护生态环境。 

2、加强病虫害物理防治 

对斑衣蜡蝉卵块可结合绑枝进行人工抹杀。在金龟子成虫发生期开展人工捕

杀，对介壳虫危害严重的果树，用钢丝刷、草把等刷除密集在枝干上的介壳虫若

虫。在果园树冠上挂樟脑丸驱避吸果夜蛾，在果树树干上涂白、涂胶或绑缠塑料

薄膜阻止害虫上树危害或下树越冬，也可阻止害虫在树干产卵、潜伏。害虫越冬

前（8 月下旬至 9 月）紧贴树干捆绑诱虫带，诱集害虫在其中越冬，来年早春害

虫出蛰前解除诱虫带集中烧毁。根据害虫趋光趋化特性，采取黑光灯、频振式杀

虫灯，分区域集中布设，连片防控，诱杀金龟子等害虫的成虫。采用果实套袋阻

隔害虫，保护果实免遭农药污染，可有效降低病虫发生危害。还可利用害虫的趋

化性，在其所喜欢的食物中掺入适量毒剂来诱杀害虫。一般情况下，园区每 50

亩地安装杀虫灯一盏，亩挂粘虫黄板 30 张、蓝板 10 张。 

 

减排及协同效应 

综合使用生物肥料、生物农药以及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可有效减少猕

猴桃种植中化肥、化学农药的使用，节约农资农药的投入，降低施氮导致的氧化

亚氮排放以及施肥打药过程中能源消耗碳排放，减轻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

同时可显著降低猕猴桃果实农药残留，有助于果园优质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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