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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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郴州市农业农村局提出。

本文件由郴州市农业农村局和湖南省柑橘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岭柑橘研究院、郴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资兴市东江库区管理局、郴州市农业

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骆夏辉、邓子牛、徐严、蔡建国、刘威、谭李梅、朱志媚、邓奕文、龚沁、邓

勤华、文婷、喻志勇、唐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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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柑橘 温州蜜柑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郴州柑橘品牌产区温州蜜柑栽培的果园的建立、土肥水管理、整形修剪、花果管理、

病虫害防治、自然灾害及生理病害防控和采收贮藏等生产技术。

本文件适用于郴州柑橘品牌产区温州蜜柑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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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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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2947 鲜柑橘

NY/T 393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975 柑橘栽培技术规程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 3704 果园有机肥施用技术指南

T/HNSGJXH 0041 郴州柑橘 果园建设技术规程

T/HNSGJXH 0046 郴州柑橘 黄龙病防控技术规程

T/HNSGJXH 0047 郴州柑橘 采收及采后处理技术规程

T/HNSGJXH 0048 郴州柑橘 商品果质量分级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947、NY/T 370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郴州柑橘 Chenzhou mandarin

指在东经112°13′至114°14′、北纬24°53′至26°50′，郴州市境内生产的脐橙、冰糖橙、温

州蜜柑、柚及其它适宜种植的柑橘品种。

温州蜜柑 Satsuma mandarin

在郴州市境内种植、成熟期在9月至11月的温州蜜柑特早熟、早熟品种及其杂种。

4 果园的建立

园地的选择、规划、设计和幼苗栽植与管理应按T/HNSGJXH 0041执行。

5 土肥水管理

土壤管理

5.1.1 调节土壤酸碱度

根据定植区域土壤情况，选择石灰和钙镁磷调节酸碱度将pH调节至5.5～6.5。推荐使用钙镁磷结合

施肥施入400 Kg /667 m
2
～800 Kg/667 m

2
。

5.1.2 增加有机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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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易获取、经济实惠、富含有机质的农业剩余物施入，如蘑菇渣、禽畜粪、菜枯、谷壳、锯末、

药渣等。堆沤发酵后或采购商品有机肥结合冬季施肥深翻施入，用量1000 Kg/667 m
2
～3000 Kg/667 m

2
。

在树冠外种植紫花光叶苕子、肥田萝卜、三叶草、油菜等绿肥作物或选留浅根、生命力强的非恶性

杂草，在适宜时期进行刈割覆盖。

5.1.3 开沟起垄

推荐起垄栽培。未进行起垄的要开排水沟，保持土壤通透性。

肥料管理

5.2.1 肥料选择

推荐测土配方施肥。选用的商品肥料应符合NY/T 496的规定。农家肥应充分腐熟。

5.2.2 施肥方法

根据施肥时期、肥料类型、施肥目的等选择合适的施肥方式，推荐果园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进行水

肥灌溉。

基肥以缓效的有机肥料为主，其他时期施肥以速效的化学肥料为主。

土壤施肥应沿树冠滴水线开沟，肥料施入后与土壤充分混匀。

叶面施肥应采用易溶性和水溶性肥料，依据肥料种类按0.1%~0.5%浓度施用。

酸性肥料和碱性肥料不应混用，高温、低温时不推荐喷施肥料。

5.2.3 施肥时期及用量

1、幼龄树

应符合T/HNSGJXH 0041中幼树管理的规定。

2、结果树

a）基肥：在采果结束春季萌芽之前施入，施入量占全年施肥量的60%～80%，以有机质为主，添加

适量大、中、微量元素肥。

b）壮果肥：宜在第二次生理落果结束时进行，以氮钾肥为主，配合施用钙镁锌硼磷肥。

c）叶面肥：根据叶片真的和土壤分析，或在花前、喷药时适当加入0.1%～0.5%浓度速效肥。

d）具体施肥量应根据树体大小、负载量、树势及橘园土壤肥力状况等因素确定。

3、衰老树

在萌芽前加施速效肥0.1 kg～0.25 kg/株，氮：磷：钾比例以（25～30）：（5～7）：(15～18)

为宜。

水分管理

5.3.1 灌溉

在春梢萌动（3月上旬）、开花期（4月中旬）、果实膨大期（7月~8月）和发生干旱（土壤含水量

低于60%）应及时灌溉。灌溉时期、灌溉量和灌溉方法应按照NY/T 975的规定执行。

5.3.2 排水

园区出现24 h内无法排净水的，应及时疏通排水系统，保持地下水位在≤80 cm。

5.3.3 控水

采收前1月内应严格控水，遇多雨天气可采用地面覆盖反光膜等方式降低土壤含水量、增加光合作

用，提高果实品质。

6 整形修剪

修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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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春修剪在采果后霜降前和春季萌芽前进行。蕾期复剪在花期结束。夏季修剪在7月中旬前完成。

生长期修剪主要控夏梢，统一放秋梢。

修剪方法

6.2.1 结果树修剪

疏春梢：疏除影响光照的郁闭枝，剪除直立性强旺枝和徒长枝，多留中庸枝。

控夏梢：抹除全部夏梢。

放秋梢：放秋梢前进行重修剪，以大枝修剪为主，及时回缩结果枝组、落花落果枝组和衰退枝组。

短截部分当年抽生的早秋梢营养枝。适当疏剪较拥挤的骨干枝。疏除影响通风透光的枝条，剪除丛生枝、

逆生枝、重叠枝、枯枝、病虫枝等。

6.2.2 衰老树修剪

疏除衰弱过密的主枝、副主枝、大枝，进行骨干枝更新。对保留的主枝或侧枝进行重回缩，更新修

剪后促发的夏、秋梢进行截强、留中、去弱处理。

6.2.3 修剪要求

应根据树势强弱进行修剪，对树势强、花量多的植株可以适当多剪；对树势弱、花量少的植株可以

适当少剪。对与树龄较轻的树要注意树形培养。

修剪后应加强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7 花果管理

促花

柑橘进入初结果期时通过拉枝开张角度，花前控水，促进花芽分化。营养生长旺盛的果园，在9 月～

10 月可根据树体状况进行适当修剪。

控花

生长势较弱或定植时间较短的柑橘树，要控制开花。冬季修剪以短截、回缩为主。

保花保果

7.3.1 控梢保果

6月上中旬，第二次生理落果结束后，抹除全部夏梢。7月上旬，放秋梢，使秋梢抽发整齐一致，当

梢长25 cm～30 cm时进行摘心。

7.3.2 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

植物生长调节剂应参照NY/T 975的规定执行。在花谢3/4时，选阴天或晴天的上午10时以前，下午4

时以后进行。

7.3.3 疏花疏果

弱树、新结果树花量多时可适度减去部分花枝减少花量。第二次生理落果结束后，根据叶果比进行

疏果，疏除小果、病虫果、畸形果、过密果、背上果。叶果比宜为(30～35):1，弱树叶果比适度加大。

8 病虫害防治

防治对象

主要病虫害有黄龙病、溃疡病、柑橘木虱、柑橘大实蝇、柑橘小实蝇、粉虱、红蜘蛛、潜叶蛾等。

应根据病虫害的发生规律进行防治。

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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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农业防治

冬春修剪后将病虫枝叶移出果园外集中无害化处理。使用涂白剂对主干进行涂白。

生长季清除修剪后的残枝枯叶及落叶落果，将病残枝叶带出园进行无害化处理。

种植防护林，在果园内实行生草栽培，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加强栽培管理，平衡施肥、增施有机肥提升树势；简化修剪，形成合理的树冠；通过控夏梢、统一

放秋梢技术等措施，减少病虫害危害和发生。

8.2.2 物理防治

利用灯光诱杀趋光性的害虫，如实蝇类、吸果夜蛾、潜叶蛾、粉虱、蚜虫、金龟子、天牛等。在5

月初至10 月下旬，每(30～50)×667 m2放置一盏灯，离地面高度2.5 m～3.5 m。

利用黄板和蓝板诱杀趋色性的害虫，如黄板诱杀蚜虫、粉虱、蜡蝉，蓝板诱杀蓟马等。每667 m
2

插挂15 张～20 张，高度高出树冠20 cm～30 cm，注意及时更换。

利用食物引诱剂，如糖醋液、诱杀球、诱黏剂等，诱杀柑橘大实蝇和柑橘小实蝇等。

利用性引诱剂诱杀，如利用甲基丁香酚诱杀柑橘小实蝇，利用异柠檬烯诱杀柑橘大实蝇。

人工捕捉天牛、蚱蝉、金龟子、卷叶蛾、蜗牛等害虫。

及时将引诱住的害虫转移出园区进行无害化处理。

8.2.3 生物防治

利用捕食螨来控制红、黄蜘蛛、锈壁虱等螨类；利用瓢虫、赤眼蜂和蚜小蜂等益虫控制矢尖蚧、卷

叶蛾等害虫；利用生物农药BT制剂、枯草芽胞杆菌等防治病虫害。

8.2.4 化学防治

应按精准用药的要求，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农药。使用的化学农药应符合NY/T 393

的要求。防治时期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控制施药量和施药次数，注意不同作用机理的农药交替使

用和合理混用。

农药配置、施用时间和方法、施药器械选择和管理、安全操作、剩余农药的处理、废容器和废包装

的处理按NY/T 1276的规定执行。

8.2.5 主要病虫害化学防治

使用化学农药时应符合GB/T 8321的规定。主要病虫害的化学防控宜参考附录A的规定。

9 自然灾害及生理病害防控

冻害

控制晚秋梢、冬梢抽发，深秋（11月上旬）叶面喷施0.2%尿素和磷酸二氢钾；冻前干旱时及时灌水；

冻后及时松土透气，春季剪除冻害枝、病虫枝、畸形枝后加强肥水和病虫害管理。

旱害

增施深施有机肥培育健壮根系群，夏季喷施云苔素内酯、蒸腾抑制剂等。

涝害

修建完善排水系统；疏松土壤；及时为树体补充营养。

日灼

适当留外围枝梢，疏除背上果、当阳果，高温季节利用遮阳网覆盖或果实贴纸。

裂果

旱季及时浇水，保持土壤水分60%以上；果实快速膨大期注意叶面补充钙肥。

10 采收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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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贮藏

应符合T/HNSGJXH 0047相关要求。

分级

应符合T/HNSGJXH 0048相关要求。

11 废弃物处置

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废弃物应及时进行分类回收，并将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

处理；杂草、病虫害枝叶及果实等植物类废弃物移出园外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进行发酵制成有机肥还田。

12 档案管理

各项生产记录应建档保存，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农事记录、投入品记录、采购记录等，保存期限应不

少于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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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化学防控

表 A.1 温州蜜柑主要病虫害化学防控

序号 防治对象 化学防治适期 防治药剂及浓度

1 黄龙病 见T/HNSGJXH 0046

2 溃疡病
萌芽前 15 ~ 20 天及

萌芽后新梢 5cm 以下

1、萌芽前 20% 噻森铜悬浮剂 400 倍液灌根；

2、萌芽前 30% 噻森铜悬浮剂 400~500 倍液喷雾；

3、30% 王铜悬浮剂 500 倍液喷雾；

3 柑橘木虱
萌芽前 15~20天及萌

芽后新梢 3 cm以下

1、10% 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1000~2500 倍液灌根或

喷雾；

2、70% 噻虫嗪水分散粒剂 3000~5000 倍液喷雾；

3、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喷雾；

4 柑橘实蝇 6月至果实成熟

1、成虫出土时用 20% 甲氰菊脂 1500-2000 倍或 20%氯氟

氰菊脂噻虫胺微胶囊-悬浮剂 2000-3000 倍液喷雾；

2、90% 敌百虫 500~800 倍液喷雾诱杀；

5 粉虱 3 ~ 4 头/叶（果）时

1、15% 哒螨灵乳油 1500~2000 倍液喷雾；

2、73% 炔螨特特乳油 2000~2500 倍液喷雾；

3、20% 乙螨唑悬浮剂 3000~5000 倍液喷雾；

4、1.8% 阿维菌素 1500 倍十 15%唑虫酰胺 1500 倍喷雾；

6 红蜘蛛 3 ~ 5 头/叶时

1、非生长季 99% 农用植物油 150 ~ 200 倍液喷雾；

2、22.4% 螺虫乙酯悬浮剂 3000~ 5000 倍液喷雾；

3、5% 阿维菌素悬浮剂 800~1000 倍液喷雾；

4、30% 乙唑螨腈悬浮剂 3000~6000 倍液喷雾；

5、43% 联苯肼脂悬浮剂 2000~3000 倍液喷雾；

7 潜叶蛾
萌芽前15~20天及萌

芽后新梢3cm以下

1、10%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1000~2500 倍液灌根或

喷雾；

2、5%氯虫苯甲酰胺 1000~2000 倍液灌根或喷雾；

3、3.2%高氯甲维盐微乳油 600~800 倍液灌根或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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