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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火龙果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从我国
台湾地区引进的自花授粉优良火龙果品种。 该品
种品质优良， 耐储运， 果肉深紫红色， 肉质细腻，
甜度高， 口感好； 单果重 800�～1�200�g， 单产可达
60�000�～ 90�000�kg/hm2。 为了更好地推广大红火龙
果， 现将丰产栽培技术措施总结如下。
1���选好苗床， 培育种苗
1.1 苗床选择及整地

苗床地以向阳、 通风、 肥沃的壤土为佳。 苗
床深翻 25�cm， 结合深翻用 70%亚氯硝基苯 90�g
或 30�g 辛硫磷拌 5�～ 10 倍细土撒入土壤中， 或用
750�mL 福尔马林加水 120�～240 倍喷洒， 施入农家
肥 22�500�kg/hm2； 起畦， 规格为高 20�cm、 宽 1�m，
并压实土壤［1�-�2�］。
1.2 种苗培育

选剪大红火龙果较粗壮的枝条作为母枝种茎。
种茎断头去尾留中间， 保留 15 个左右的发芽刺
点， 然后在基部削一个长 5�cm、 斜度为 25° 的斜
面。 加工好的种茎用 72%用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
性粉剂 1�000 倍加 600 倍的多菌灵消毒， 然后放在
阴凉处自然晾干 3～5�d。

枝条在栽插前先用“生根剂”将削面浸泡 1 次，
插后盖上塑料膜， 10�d 内不能浇水， 防止降雨或
土壤湿度过大造成烂苗。 10�d 后拆去塑料膜， 用
喷淋法撒水 1 次， 以后根据实际情况每 3～5�d 浇
水 1 次， 保持土壤湿润； 20�d 后撒碳铵 600�kg/hm2�
1 次， 30�d 后适量施尿素或有机肥及喷植物生长激

素。 在此期间， 随时测量地温、 湿度等， 根据气
候变化进行调整， 使地表下温度始终保持 20�～ 35�
℃、 土壤湿度保持在 75%～85%。 扦插深度掌握
在 5～7�cm， 扦插密度 18.0�万～19.5 万株 /hm2。
2���精选壮苗， 适时移栽
2.1 移栽前园地处理

大红火龙果较耐热、 耐旱， 忌涝怕霜冻， 喜
温暖潮湿、 有机质丰富的沙质土， 最合适的土壤
pH 为 6.0�～7.5。 为了方便管理， 应选择利于排灌
的比较平坦的地块或缓坡地种植。 根据地势起畦，
畦面宽 6�m， 畦高根据地势而定， 以排灌方便不积
水为原则。 搭建水泥柱支架（柱式种植）， 每畦种
植 2 行， 按行距 3�m、 株距 2�m 安装好水泥柱（搭
建1�650�柱/hm2）。 水泥柱一般长 1.8�～ 2.0�m， 埋入
地下 30�～ 50�cm， 高出地面 1.3�～ 1.5�m， 上部搭建
好园盘支架， 支架可用圆型钢筋， 也可用废弃的
摩托车轮胎。
2.2 壮苗移栽

玉林一年四季均可移栽（除严重霜冻的冬天
外）。 移栽前每株用 2.5~5.0�kg 充分腐熟的农家肥
与种植穴的土壤拌匀。 一般每柱种植 4 株。 选取
经培育长出第 1 节茎肉饱满茎段的壮苗进行移栽，
深度在 3～5�cm， 深植易烂苗。 移栽后土壤湿润可
不淋水， 若干燥需淋定根水。 火龙果较耐旱， 但
定植初期和天气干旱时， 每隔 3～4�d 应灌水 1 次，
以后保持土壤潮湿即可， 忌大水多日漫根。 雨天
注意排水， 避免雨水浸渍根部， 以防烂根。

摘要： 从种苗培育及移栽、 果园管理等方面介绍了台湾大红火龙果丰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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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施肥， 促进生长
火龙果定植后第 2 年就可开花结果。 玉林 5

月份开始现花蕾， 6 月至翌年 1 月为产果期， 每月
长 2�～3 批花， 每年可开花 13�～15 次， 一般始现蕾
到开花 15�d， 谢花后 30�～ 40�d 成熟可采收， 单果
重一般在 800�～1�200�g。 植后第 2 年单产 22�500�～
30�000�kg/hm2， 第 3 年进入盛果期， 管理水平较高
的， 产量可达 90�000�kg/hm2 以上。

火龙果花、 果同株， 所以在生长期内需要大
量的养分供应， 才能保证达到较高的产量。 火龙
果根系分布较浅， 施肥以薄肥勤施为原则， 防止
烧根、 烂根。 定植发芽后， 可施稀薄人粪尿， 每
株 1�kg 左右， 以后每次发芽时淋施一次 2�g/kg 尿
素和硫酸钾复合肥混合液， 直至火龙果开花为止。
第 1 年主要促茎蔓生长， 可 15�d 左右施 1 次肥，
以氮肥为主， 结合钾、 钙、 镁、 磷肥等。 进入结
果期后， 由于果实采收期长， 每年都要重施有机
肥， 主要以腐熟的鸡粪为主， 氮、 磷、 钾复合肥
要均衡长期施用。 开花结果期间要增补钾、 镁肥，
以促进果实糖分积累， 提高品质。 一般年施肥 3�～
4 次， 即 3�— 4 月的花前肥、 7�— 8 月的壮果肥和
12 月的越冬肥， 每次施充分腐熟的鸡粪 225�～ 375�
kg/hm2。 每个月视花果情况一般每间隔 10~15�d 补
充 1 次硫酸钾复合肥， 可撒施， 也可冲水淋施，
每柱用量 1.0�～ 1.5�g。 冬季在根部周围施 1 次腐熟
有机肥， 增强植株保温抗寒能力［3�］。

根据实践经验， 不同肥料的施用对果实的品
质影响较大。 施鸡粪的果实较甜， 淋施花生麸液
肥品质更优， 施猪粪的果实略带酸味。 营养生长
期施用W（N）∶W（P）∶W（K）为21∶6∶11 的硫酸
钾复合肥， 结果期施W（N）∶W（P）∶W（K）为12∶
11∶18的硫酸钾复合肥较佳。
4���园地管理
4.1 除草排涝

果园不必翻耕， 及时剪除杂草即可。 夏秋季
应 3�～ 4�d 浇 1 次跑马水， 使其根系保持旺盛生长
状态。 遇阴雨连绵天气应及时排水， 以免感染病
菌， 造成茎肉腐烂。
4.2 整形修剪

火龙果枝条攀缘至水泥柱顶前宜让其维持单

枝生长， 长至柱顶后（1.3�～1.5�m）应摘心， 促进分
枝， 并让枝条自然下垂均匀向四周分布。 生长良
好的火龙果自然发芽力较高， 一般每枝可抽发 4~7
条新枝， 为培养强壮的结果枝， 每年的营养生长
期， 每枝可视生长情况留 3�～4 根生长健壮的枝条。
在生殖生长期间， 为保证果实发育的营养需求，
新萌发的枝条应全部摘除。 定植后第 3 年， 枝条
密布， 年底收完果后要把弱枝剪掉， 一般每留
60�～ 80 条健壮的枝条作为结果枝即可， 以后逐年
更新老枝条， 每年更新 1/3。
4.3 疏花疏果

火龙果花期长， 开花能力强， 5�— 11 月均会
开花， 每枝平均每个花季会着生花蕾 3�～5 朵。 授
粉受精正常后， 可用环刻法剪除已凋谢的花朵（保
留柱头及子房以下的萼片）。 当幼果横径达 2�cm
左右时开始疏果， 每枝留 1�～ 2 个发育饱满、 颜色
鲜绿、 无损伤和畸形， 又有一定生长空间的幼果，
其余摘除， 以集中养分， 促进果实生长， 保证果
品质量。 大红火龙果疏花疏果后一般单果重都达
到 800�g 以上。
4.4 病虫害防治

火龙果幼苗期易受蜗牛、 地老虎和蚂蚁为害，
可在晴天 16：00时—18：00时用“球形芽孢杆菌”把
苗、 地一起喷湿即可。 在高温季节易出现枝条组
织部分受灼伤及霉斑， 可用杀菌类药物如粉锈宁、
强力氧化铜等防治。 果实成熟期受果实蝇为害，
可用诱虫瓶（使用性诱剂）进行诱杀。 蚜虫可用吡
虫啉等喷杀或用黄板诱杀， 其他的虫害可每 2.0�～
2.7�hm2 安装一盏振频式诱虫灯诱杀。
5���适时收获

大红火龙果从开花至成熟一般需 30�～40�d， 果
皮变红、 具有光泽时即可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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