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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农业科技促进中心、深圳市植物保护与土壤肥料行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祁百福、王先琳、屈海斌、杨玲丽、陈子晟、张明亮、陈明春、郑小玲、阮兆

英、黄少珍、鲁长青、陈煜藩、陈利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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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枇杷生产中的建园、苗木定植、土壤管理、施肥管理、水分管理、整形修剪、花果管

理、病虫害防治、采收及采后处理、果园建档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地区枇杷的生产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H/T 1272 枇杷冷链流通技术规程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2304 农产品等级规格 枇杷

NY/T 3102 枇杷储藏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建园

4.1 园地环境

4.1.1 地形

宜选择坡度小于25°的坡地、丘陵、缓坡或平地建园。

4.1.2 土壤

宜选择土壤排水良好、土层深厚的沙质壤土或改良后的壤土，有机质含量≥1%，土壤pH在5.5～7.0

之间，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GB 15618中的规定。

4.1.3 水源

果园具备水源和灌溉条件。灌溉水质应符合GB 5084中的规定。

4.2 园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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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形、土壤条件、结合排灌系统和道路进行划分小区，单个小区面积宜在7亩～10亩之间，区

间应设机耕通道，宽度约1 m左右，便于机械设备通行作业；山地、丘陵在种植前按等高线修筑水平梯

田，平地果园应修筑防园沟。

4.3 排灌系统

园内设防洪沟和管道灌溉系统。

4.4 其他配套设施

根据果园生产规模，建设和完善道路系统、施药系统、农资仓库、果品分级包装设备及贮藏库房、

工作室等果园附属设施。

5 苗木定植

5.1 定植密度

株行距以（3 m～4 m）×（3 m～4 m），宜南北向。

5.2 挖树穴

树穴规格（长×宽×深）不小于：1 m×1 m×0.8 m。

5.3 施基肥

在挖好的树穴内放足基肥，每穴底层放入腐熟的农家肥或精制有机肥 30 kg～50 kg，并用拌有 1 kg

过磷酸钙、0.5 kg 的 45%复混肥（N-P2O5-K2O：15-15-15）混匀的表土回填，形成高于地面 20 cm～30 cm

的定植墩，灌水沉实，堆沤 20 d～30 d 待植。

5.4 品种选择

根据品种适应性、市场的需求以及深圳的气候环境选择经审定或试种过的适宜品种，如：香妃、三

月白、早钟 6号等。同一小区内宜栽种同一品种。

5.5 种苗质量标准

选择 1 年生生长健壮、根系发达、砧木为“解放钟”的嫁接苗，苗木质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苗高在 40 cm 以上、粗度在 0.8 cm 以上；

b) 嫁接苗除主根外，有较多的细根、须根；

c) 叶色深绿；

d) 整株苗无检疫性病虫害。

5.6 定植时期

定植的时间宜为每年 11 月到翌年 1 月。

5.7 定植方法

5.7.1 裸根苗

在回填好的定植盘上挖长、宽、深均为 25 cm 的栽植穴，将苗木根系舒展放入穴中，回填细原土至

嫁接口下方，轻轻向上提苗，由外往内踏实。晴天且气温较高定植，应适当剪去苗木中上部叶片，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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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叶的 1/3～2/3。

5.7.2 容器苗

根据容器大小在回填好的定植盘上挖栽植穴，将苗木放入穴中剪破营养袋，回填细土至嫁接口下方，

由外往内踏实。

5.8 浇水

水质应符合 GB 5084 规定。定植后立即浇足定根水，在幼苗周围筑一直径 0.8 m～1.0 m 的树盘，

用秸秆或黑色地膜覆盖树盘，保持土壤湿润。

6 土壤管理

6.1 深翻扩穴

苗木定植后，1 年～2年生的幼龄树，宜在每年的秋季或冬季采用井字形开沟或环状扩大穴位施入

秸秆、石灰、有机肥、钙镁磷肥等。成龄树采用隔行深翻或放射沟状深翻，定植后 4年～5 年达到全园

深翻一遍。

6.2 间作

幼龄树果园，行间可间种豆科作物、绿肥等低矮秆作物，绿肥应在生长盛期翻压。

6.3 树盘覆盖

成年果园可选用作物秸秆、地膜或粉碎枝叶等进行树盘覆盖；或植绿肥或生草等方式定期刈割覆盖

于树盘。干旱季节应做好防火措施。

6.4 培土

一般在采果后及清园时结合修整梯田和排水沟进行培土，对因水土流失导致根群外露的应及时培

土。

6.5 清园

及时将枇杷园中的落叶和修剪下的枝条，带出园外进行无害化处理。修剪下的枝条，可经粉碎、堆

沤后，作为有机肥还田。废弃的农膜、果袋和农药包装袋等应收集好进行集中处理，减少环境污染。

7 施肥管理

7.1 施肥原则

采用平衡施肥原则。提倡以有机肥、微生物肥为主，化肥为辅，叶面肥为快速补充的配合方式施肥。

肥料应符合 NY/T 496 相关要求。

7.2 施肥方法

视土壤、天气情况、肥料种类和枇杷生长发育需要，可采用穴施、沟施、淋施、撒施、喷施和管道

灌溉施肥等施肥方法。撒施化肥应避开大雨，宜在雨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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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幼龄树施肥

树苗抽新梢后开始施肥，施肥应薄肥勤施，以平衡型水溶性复合肥为宜，平均每株每次使用约为

0.1 kg～0.2 kg，全年施肥 6 次～8 次，刚移栽的一年生幼树施肥量适当减半；8 月～9 月间施一次底

肥，每株施有机肥 10 kg～20 kg，采用环沟施肥、穴式施肥、树盘施肥等方式交互进行。

7.4 结果树施肥

宜采用水肥一体化系统进行结果树施肥。根据果园土壤肥力状况、果树生产能力和不同发育阶段，

结合以下主要物候期合理安排肥料品种及施用量：

a) 基肥。在每年 8月～9 月间施底肥，环沟每株施入花生饼肥 3 kg，有机肥 40 kg，复合肥 1 kg，

石灰 1 kg；

b) 壮花肥。每株滴灌平衡型水溶肥 0.1 kg～0.2 kg，每隔 7 d～10 d 一次，共 2次；

c) 膨果肥。每株滴灌高钾型水溶肥 0.1 kg～0.2 kg，每隔 7 d～10 d 一次，共 3次；

d) 采后肥。每株滴灌高氮型水溶肥 0.1 kg～0.2 kg，每隔 7 d～10 d 一次，共 2次。

8 水分管理

8.1 水分管理原则

提倡合理灌溉，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方法；灌溉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084 的规定。

8.2 灌溉

盛花期（10 月～11 月）和果实发育膨大期（1月～2 月）为水分管理的关键时期，应保持果园土壤

湿润状态，如遇连续干旱天气，应进行适度灌溉，每 5 d～7 d 一次。

8.3 排涝

应及时做好排涝工作，地势低洼或地下水位较高的果园，雨季前应疏沟清淤，及时排清园内积水。

9 整形修剪

9.1 整形拉枝

宜采用自然开心形，树冠高度宜控制在 2.5 m 左右，冠幅控制在 4 m 左右。拉枝时先将长势较为直

立的枝梢顺势轻度扭转使其松软弯下，再用绳子绑于枝条适当位置，地上打桩，将绳子固定于桩上。拉

枝 1个月左右待新梢固定后及时解开绳子以免伤及枝条。幼年树每年拉枝 1 次～2 次，拉枝的最佳时间

为冬春季。

9.2 修剪

9.2.1 修剪时期

全年应在秋冬季结合疏花疏果和采后两个时期修剪为主。

9.2.2 幼龄树修剪

幼树修剪以树干为中心，保留 3个～4 个不同方位且健壮的枝条作为主枝，每个主枝保留两个不同

方向的新梢作为副主枝，其余新梢剪除。在副主枝生长达 40 cm 左右时剪顶，以促发三级分枝，抽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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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两个不同方向且健壮枝条作为侧枝。

9.2.3 结果树修剪

结果树重在采收后的夏剪，剪除病虫枝、衰老枝、衰弱枝、交叉枝、过密枝和重叠枝，对果树基部

出现光秃、侧枝生长过长下垂和树枝生长过高等情况以及徒长枝应进行回缩修剪，其中顶部和侧面的夏

梢保留 4片～6 片叶子进行短截。枇杷树每次重剪后都会抽生较多新梢，一般保留 1个～2个新梢，其

余新梢应及时抹除。

10 花果管理

10.1 疏花

疏花通常在 10 月～11 月进行。首先进行花穗疏剪，剪去弱花穗、过密花穗，保留生长健壮花穗，

树冠顶上部多疏，树冠内膛、中下部少疏，留穗总梢数占全树总梢的 60%～70%。疏花穗后进行花蕾疏

剪，疏去顶端和下部侧支轴花蕾，保留中部健壮的 3 个～4个支轴花穗，同时摘除留下支轴的先端。

10.2 疏果

疏果在1月～2月进行，树冠顶部的果可多疏少留、中下部多留。疏去畸形果、病虫果、机械损伤果、

受冻果，选留大小、形状、色泽、位置和方位相似、发育进程一致的果粒。大、中果型品种每穗留果2

个～4个，小果型品种每穗留果4个～6个。

10.3 套袋

完成最后一次疏果后，选取 14 cm×7 cm 规格的防震泡沫网袋将整穗枇杷套起，然后选用大小为

（22～25） cm×（25～31） cm 的外黄内黑双层防水袋将整穗枇杷套袋，套袋前需进行必要的病虫害

防治，当天喷药当天完成套袋。

11 病虫害防治

11.1 主要病虫害种类

11.1.1 主要病害

主要病害包括叶斑病、炭疽病、灰霉病、褐斑病等。

11.1.2 主要害虫

主要害虫包括枇杷黄毛虫、梨小食心虫、介壳虫、天牛、蝽蟓、蜡蝉、果实蝇等。

11.2 防治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加强病虫害预测预报，采用绿色综合防控手段，对病虫

害进行科学防治，有效降低控制病虫害的发生。

11.3 防治方法

11.3.1 农业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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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 选用耐病虫、无病虫的健壮种苗。

11.3.1.2 加强田间管理，做好果园生草覆盖工作。

11.3.1.3 合理施肥，增施有机肥。

11.3.1.4 及时剪除病虫枝和病害果，清除病虫残体。

11.3.2 物理防治

通过灯光诱杀、黄/蓝板诱粘、套袋等物理方法防治害虫。

11.3.3 生物防治

11.3.3.1 营造有利于天敌繁衍的生态环境。

11.3.3.2 释放和保护害虫天敌。

11.3.3.3 使用性信息素诱杀害虫。

11.3.3.4 采用生物源农药防治病虫害。

11.3.4 化学防治

农药使用应符合 GB/T 8321（所有部分）的规定。

12 采收及采后处理

采收及采收处理应符合 GH/T 1272、NY/T 2304 和 NY/T 3102 的规定。

13 果园建档

13.1 建立并保存相关农事活动等记录，以提供可追溯证据，包括生产过程、采收、包装、销售、售后

等。

13.2 生产过程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品种；

b) 面积；

c) 日常生产管理；

d) 肥料使用记录；

e) 农药使用记录；

f) 产品质量检测记录；

g) 生产环境质量评价记录；

h) 质量管理文件；

i) 果园种植平面图；

j) 合同协议。

13.3 所有记录文件应真实、准确、有专人保管，至少保存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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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枇杷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

表 A.1 给出了枇杷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要点。

表 A.1 枇杷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要点

主要病虫害 防治关键时期 防治技术要点

病害

叶斑病（斑点

病、灰斑病、

角斑病）

在春、夏、秋梢抽生期，

病害发生初期

1. 秋末冬初彻底清园；

2. 增施有机肥，低洼积水地注意排水，合理修剪；

3. 采果后至孕蕾前，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药剂防治。

炭疽病

春、夏、秋梢抽生初期，

果实迅速转色期（3月下

旬-4 月上旬）

1. 秋末冬初彻底清园；

2. 加强栽培管理，防止枇杷园积水，增施有机肥及磷、钾肥；

3. 上年发病重的果园，分别在花前和花谢 80％时，以及谢花后

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药剂防治。

灰霉病
花蕾现蕾始花期，为病害

发生初期

1. 剪除过密枝；

2. 及时疏花疏果；

3. 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药剂防治。

褐腐病 3月下旬至 4月下旬
1. 开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

2. 增加通风透光性刮除枝干病斑，涂 5波美度石硫合剂。

虫害

枇杷黄毛虫 6月至 9月

1. 冬季清园，深翻园土，刮、刷树皮并涂白；

2. 人工捕杀或黑光灯诱杀；

3. 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防治。

梨小食心虫 4月上旬至 10 月上旬

1. 避免与桃、梨混栽；

2. 用性诱剂或黑光灯或用糖、酒、醋、水比例为 1︰1︰4︰16 的

糖酒醋液诱杀；

3. 果实套袋保护；

4. 杀灭幼虫及蛹，剪除蛀梢、蛀果，刮除老皮及翘皮，集中烧毁，

越冬前将树干束草或布片诱集，在越冬蛹羽化为成虫前取下束草

烧毁；

5. 在成虫发生高峰期后 5 d～ 6 d 的幼虫孵化期选用高效低毒

低残留药剂防治。

介壳虫 3月上旬至 10 月下旬

1. 对苗木进行检疫；

2. 结合修剪，在孵化前剪去虫枝、集中烧毁；

3. 树干基部涂上黏虫胶；

4. 保护和利用瓢虫等天敌；

5. 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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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枇杷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要点（续）

主要病虫害 防治关键时期 防治技术要点

虫害

天牛 7月下旬至 8月上旬
1. 可用刀刮卵及皮下幼虫，钩杀蛀入木质部内的幼虫；

2. 捕杀成虫，在早上摇动枇杷树，将受惊落地的活虫捕捉踏死。

蝽蟓 4月上旬至 6月下旬

1. 清扫落叶、烂果、杂草，把主干、主枝上翘皮彻底刮除，集中

销毁，树干涂白或涂石硫合剂渣；

2. 生产季节，树冠下清耕，防止杂草滋生，减少越冬虫卵；

3. 保护和释放寄生蜂等天敌；

4. 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防治。

广翅蜡蝉 4月上旬至 6月下旬

1. 加强果园管理，合理增施饼肥，厩肥等有机肥，可恢复和促进

被害枇杷树的树势生长；

2. 严把修剪关，由于该虫喜群集于荫隐处吸收生长较弱较嫩组织

的汁液，并产卵其上，故要尽量剪去弱嫩枝，隐藏枝等；

3. 清除枇杷园杂草，并集中烧毁，杀死越冬卵块，以降低越冬虫

源基数；

4. 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在若虫盛孵期喷药防治。

果实蝇 每年的 10 月到翌年 5 月

1. 及时清除落果并集中处理，可采用深埋、水浸、焚烧、水烫等

方式杀死果内幼虫；

2. 采用性诱剂和诱捕器诱杀雄性成虫，减少雌雄交配产卵数量，

及时压低虫源；

3. 对果实进行套袋，悬挂黄板诱捕成虫；

4. 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均匀喷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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