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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猕猴桃具备较高的营养价值，深受消费者喜爱。为

满足市场需求，近年来陕西周至县扩大了猕猴桃种植面

积，为农户带来了较高的收益。但是，猕猴桃病虫害时

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猕猴桃产量和质量，因此，积极做

好病虫害防治工作十分重要。

一、猕猴桃栽培技术

1. 猕猴桃无公害栽培技术

在猕猴桃无公害栽培过程中，应进行棚架的选择，

最好选择 T 型棚架。在找平茬、促发芽后进行摘心，摘

心的位置为离架面下方 22 ～ 25cm 处，然后将余下的枝

条在架面下相交地绑于铁丝上，最后形成主要干枝。在

这一过程中，选择结实的枝条尤为关键，如果枝条结实

度不足，易在相交捆绑中折断，会影响栽培效果。施肥

时，应施加腐熟的农用肥，施肥量视苗株的成熟度而定，

一般 667m2 幼苗的施肥总量约为 2000kg，相同面积成年

苗的施肥总量约为 4000kg。由于猕猴桃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平均每年需要追肥 4 次左右。在发芽阶段，应选择

氮肥和磷肥，并使用尿素和过磷酸钙等复合肥料 [1]。在

果实发育阶段，应增加磷酸钾复合肥的使用量，最好在

6— 7 月进行施肥，避免施肥效果受到天气的影响。在生

长旺盛阶段，应在使用农药的过程中喷洒钙、锌等微量

元素。在人工授粉阶段，应把握采摘时期，最好在雄花

待放的时期。采摘完成后，对雌花进行授粉。在授粉阶

段，应选择 10：00 和 16：00 进行，因为这两个时期授粉

成功率最高。授粉方式主要包括喷花、点花和喷雾，农

户可酌情选择。同时，还要进行疏花和疏果，在每根枝

条中预留 4 个果实即可，每株猕猴桃的果实为 386 个左

右。花后 13d 喷洒除菌剂，然后进行套袋，并在猕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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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成熟前 18d 内对袋子上的颜色进行处理。

2. 有机栽培技术

猕猴桃适宜温暖、湿润的种植环境，忌旱涝、霜冻

等恶劣气候，故在选址上背风朝阳、土壤疏松、土质多

孔的沙壤较好。品种方面应选择有机高产能力强、抗逆

性强的品种，苗木应该根茎发达粗壮、易于嫁接等特点。

栽植时间在秋末到第 2 年初春都是较好的时间，同时根

据具体的情况搭建篱架，栽种时制订每株间距。由于猕

猴桃不是雌雄同体，在栽植时就要准备好授粉株 [2]。猕

猴桃的根要避免高浓度的化学肥料的浸泡。幼苗应该减

少每次施肥量，加大施肥频率，主要使用氮肥，辅以磷

肥，1 年 5 次左右即可。成年植株每年追肥 3 次左右，大

约施加尿素和过磷酸钙复合肥 35kg/667m2 左右。发芽后，

在叶片完全舒展时每株施三元复合肥 2kg 左右。开花时

施加一定量的磷酸二氢钾作为追肥。果实发育期间，施

加三元复合肥，平均 20kg/667m2，保证果实的发育、花

芽的分化。猕猴桃怕旱涝，所以浇水和排水都要注意，

高温时节要适当灌水，雨季汛期要及时排水，冬天和霜

冻时期要浇水，保证土壤水分充足。有机高产的关键步

骤在于整形修剪，适当的修剪有助于幼树提早结果、成

年树提高果实数量和品质以及延续老树的寿命等好处。

要充分利用架面，均匀布置枝条，修剪要注意去除多余

的营养枝条，去除多余的直立枝条，适当截短，清理多

余分枝，保留主干和母枝，清除病弱枝干、突出大枝干、

虫害枝干以达到幼树早结、成年树多结、老树继续结果

的目标。猕猴桃是多汁的浆果，对乙烯反应强烈，容易

腐烂不易保存，所以采收时间很重要。通常在 8 分熟的

时候是最佳采摘时期，储藏性相对较好，在晴天或者避

开中午采摘，要注意轻拿轻放，避免挤压、碰撞，并使

用 KMnO4 作防腐处理以保证新鲜。

二、猕猴桃病虫害无公害综合防治技术

1. 农业防治技术

施肥、灌溉工作。猕猴桃生长对于肥料的需求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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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此，果农要定期做好施肥工作，应以农家肥为主，

辅以施加适量的氮磷钾肥料，在必要的情况下，可采取

测土配方施肥法，结合土壤肥力状况有针对性地施肥，

促进猕猴桃生长。要及时灌溉，满足果树生长对于水分

的需求，在降雨量过大的情况下，应及时排水，避免发

生涝灾。及时修剪果树，营造良好的光照、通风条件，

促进果树生长，同时也能够有效降低溃疡病的发生概率。

一般情况下，可选择在冬季和夏季各修剪 1 次，及时清

理弱势枝条和病虫枝条，避免溃疡病传播 [3]。预防病菌

入侵。在修剪前，需要使用 70% 酒精做好对剪刀和锯子

的消毒工作，完成修剪后喷施铜制剂，并将树干涂白。

人工捕虫。在每年 6 ～ 8 月的清晨，利用猕猴桃害虫群

集特性，通过摇动树干的方式促使茶翅蝽、斑衣蜡蝉等

害虫掉落并捕杀。刮除病组织和树干翘皮。果农要密切

留意果树生长状况，如发现有病害组织，要及时将其刮

除，并涂抹叶枯唑等药物进行保护。在春季，应及时刮

除枝干上的老粗皮、翘皮并销毁，减少越冬害虫基数。

深刨树盘。在冬季和春季，通过深刨树盘周边土壤的方

式，达到疏松土壤的目的，促进根系生长，同时也能够

杀灭一些潜藏于表层越冬的害虫。

2. 用肥料防治病虫害

生长期，树冠喷施尿素∶洗衣粉∶水为 3 ∶ 1 ∶ 500

的混合液，既可叶面追肥又可防治红蜘蛛。在猕猴桃幼

果期和果实膨大期各喷施 1 次 50% 的沼液，不仅有利于

优质稳产，还可减轻落叶病、红蜘蛛等病虫的发生。将

草木灰和水按 1 ∶ 5 的比例混合浸泡 24 小时后，用其过

滤液喷施树冠，既可补充钾肥又可防治蚜虫。发生根腐

病的果树，先挖开土壤露出根部，让根晾一段时间后，

每株施入草木灰 2 ～ 3kg，并用土覆盖，既可治疗根腐

病，又可提高树体的抗病性。

3. 药剂选择

病害在病害发生初期开始进行防治，以后视天气及

病害发生情况，每隔 7 ～ 15 天防治 1 次。虫害在卵孵化

期或 1 ～ 2 龄幼虫或若虫开始进行防治，以后视天气及

虫害发生情况再进行防治。药剂要按照标签推荐的用法

和剂量使用。药剂涂干：在树干距地面 20cm 处刮除一圈

翘皮，将药液涂在刮皮处，然后用塑料薄膜包扎，主要

用于防治细菌性溃疡病和刺吸式口器害虫，使用的药剂

是具有内吸作用的药剂 [4]。树冠喷药：选择雾化性能良

好、雾滴覆盖均匀、质量可靠的喷雾器进行田间喷药，

喷药时必须均匀周到，不能漏喷或重喷，主要用于防治

为害叶部、枝干部的病虫害。土壤用药：主要用于防治

根腐病、根结线虫病等，主要方法是灌根或土壤穴施。

4. 物理防治措施

利 用 糖 醋 液 杀 虫。 在 每 年 4 ～ 9 月， 按 照

0.5 ∶ 1 ∶ 10 的比例配置糖、醋、水，然后加入适量白

酒搅拌均匀，利用小碗盛糖醋液并将其放置于果园内，

能够有效诱杀害虫，每日应及时清理害虫尸体，并及时

补充糖醋液；利用杀虫灯诱杀害虫。借助害虫的趋光性

特征，使用杀虫灯能够有效诱杀金龟甲、麻皮蝽、卷叶

蛾等多种害虫。将频振式杀虫灯固定于果树上，每间隔

100m 设置 1 盏杀虫灯，即可有效诱杀害虫，需注意雷电

天气应及时将杀虫灯关闭；利用害虫的趋光性特征，亦

可有效诱杀蚜虫等害虫。在果园每公顷地设置 450 ～ 600

个黄板，能够起到良好的杀虫效果，需注意应定期更换

黄板。

5. 适时合理修剪

修剪时做到枝条在架面分布均匀，枝蔓互不缠绕，

达到通风透光的目的，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结合冬剪

和夏剪，剪除病虫为害的枝条、幼果和新梢，并将剪下

的病虫枝、叶及幼果收集起来，带出果园，集中烧毁或

深埋，以防病虫害扩散蔓延。冬季彻底刮除主干、主蔓

上的老皮、翘皮和病疤，并集中清理烧毁。

6. 检疫防治措施

在种植工作中，如果种植户选择引入外来种苗，则

应该适当的结合实际情况开展报检工作，针对种苗进行

全面检查，有效避免溃疡病和根结线虫病等对种苗以及

种植地区的猕猴桃产生不良影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猕猴桃的病虫害会对猕猴桃品质及产量

产生不良影响。为切实抓好防治工作，急需进一步对猕

猴桃病虫害防治工作进行研究，制定合理的防治措施，

实现对病虫害不良危害的合理控制，循序渐进的提高猕

猴桃产量，促进农户增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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