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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芒果栽培技术及产销情况考察报告

施宗明 李树云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为借鉴周边国家芒果生产经验
,

更好地进

行我省芒果优质丰产栽培技术的研究和示范工

作
。

经云南省科委批准
,

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施宗 明
、

李树云
,

云南省科委杜才祥
,

玉

溪地区科委赵传安
,

元江县科委祁家柱等 5 人

组成赴泰 国芒果考察团
,

于 1 9 9 3 年 9 月 14 日

至 27 日对 泰国的芒果栽培技术及产 销情况进

行了为期 13 天 的考察
。

在泰国卡舍萨特大学

(k a s e t s a r t U n iv e r s ity )农学院园艺系维奇 (V i
-

eh it V a n g n a t )
、

查 龙 才 ( C ha lo n g eh a i

B a bp r a s e r t n )副教授的陪同下
、

先后对 5 个大中

型的芒果园和卡舍萨特大学北冲研究站
、

雷勇

府作物研究中心
,

两个水果市场
,

曼谷市郊的园

艺试验站
、

家庭芒果育苗场进行考察
。

对泰国的

芒果栽培品种
、

育苗
、

施肥
、

灌溉
、

整形修剪
、

病

虫防治
、

反季结果
、

老树更新等方面的技术措施

及芒果产销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 了解
,

现将

考察情况报告如
一

F
:

1 泰国芒果栽培技术措施及特点

1
.

1 品 种

泰国十分注重 品种的收集
、

整理
、

引种和系

统研究
。

这项工作分别 由农学院和各个研究站

进行
,

每个大的地理分布区都进行了一定面积

的品种对比试验
。

尽管他们认为 目前泰国的主

栽品种是很优 良的
,

但仍在注重筛选新的优良

品种
,

并继续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
,

如近期 引

种 的
“

帕尔美 (P al m e r )是一种果实变红的品种
。

泰国芒果品种按食用 习惯大体分为两类
:

一 类是 生食品种
,

如
“

法朗
”
(Fa h la n )

、 “

翠绿
”

“

彼琦班卡
”
(Pe t eh B a a n e a r l)

、 “

乔肯提
”
(C h a o

K hu
n
Ti p )

。

一是熟食品种
,

如
: “

兰 多美
” 、 “

朗

克 莱 文
”

( N a n g K le n w a n g )
、 “

俄 克 隆
”

(C o kr o n g )
。

有的品种可作加工种
,

如
“

翠绿
” 、

“

桑姆皮
”
(S a m Pe e)

。

有的品种可作饮料品种
,

如
“

乔肯提
” 、 “

法布鲁
”
(F a b lu m )

。

有的品种可

作反季品种
,

如
“

兰多美
” 、 “

帮哥 帕利
” 、 “

四季

芒
” 。

此次考查引回一批良种 (见附表 )
,

这些都

是优良品种
。

1
.

2 育苗方 式

用椰子壳的粉碎物做基质装入塑料袋进行

育苗
,

经 3一 6 个月
,

根据所需的品种选择大树

进行靠接
,

45 天后 即可下树
,

成为一株具有良

好分枝的嫁接苗
,

定植 2 年后即可开花结果
。

这

些嫁接苗短期不能出售的就转入盆栽 (土栽)
,

培养更大规格的大苗 (通常高 1一1
.

5 米 )
。

1
.

3 种植方式

泰国芒果种植的株行距有 10 又 10 米
,

6 又 6

米
、

5 又 5 米
、

4 火 6 米
、

3 又 5 米等
,

以 6 义 6 米和 5

火 6 米的较为常 见
,

现普遍倾 向于种 3 又 5 米
。

种植方式有三种
:

1
.

3
.

1 垄式种 植法
:

在泰国 中部平原
,

地

下水位高的地方
,

采取挖沟起垄方式种植
,

垄宽

6 米 (双行栽植 )
、

沟宽 2 米
、

深 1 米
、

垄上种植芒

果
,

沟内养鱼
;

1
.

3
.

2 土墩种植法
:

泰国中部还采用田中

起土墩方式种植
,

在定植 1一 2 年内田中可种水

稻 (水不能淹到芒果树 ) ;

1
.

3
.

3 普通种植法
:
地下水位较低的地

方
,

则为常规的种植法
,

植穴深宽 60 又 60 厘米
,

在雨季初期定植
,

植株周 围覆盖杂草约 10 厘米

厚
,

有条件的果园安装喷灌或滴灌
。

幼树阶段要

注意防风
,

主要采用三角形式立杆绑缚措施防

风
,

果园防风树多采用木麻黄
、

竹子
。

1
.

4 幼树 整形

1
.

4
.

1 定干 高度

一般为 50 一60 厘米
,

定干后通常培养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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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均匀的第一台分枝作为骨干枝
。

1
.

4
.

2 幼树的整形

当分枝老熟时摘去 嫩梢
,

以促发第二台分

枝
,

此为第一次整形
。

待三条骨干枝发出后
,

每

枝各选 留三个 不 同方位的分枝作 为二级骨千

枝
,

并在适当 的高度摘顶促梢
,

此为第二次整

形
。

每次抽嫩梢时均应喷药防治病虫害
。

1
.

5 施 肥

泰国在施肥配方方面有所研究
,

粘土采用

N
:
P

:
K = 1 2

:
2 4 : 1 2 的配方

,

砂土 采用 8
:
2 4

:
2 4

的配方
。

但目前普遍应用
、

并认为较为理想的施

肥配方是 1 5 ;
一5

: 1 5 + 0
.

4 6M g O + 3
.

soe a o 的

复合肥
。

1
.

5
.

1 幼树施肥

一般采用 N
:
P

:
K ~ 1 5

: 1 5
: 1 5 的复合肥

,

定

植后的两个月每株施 15 0 克
,

再过 3 个月施同

样数量 的化肥
。

定植后的第二年雨季初
,

每株施

2 5 0 克
,

8一9 月再施相同的化肥
。

1
.

5
.

2 投产树的施肥

采用 N
:
P

:
K = 1 5

:
1 5 : 1 5 + 0

.

4 6M g O + 3
.

80 C a O 的复合肥进行三次施肥
。

第一次采果修

剪后进行
,

第二次在花前两个月进行
,

第三次在

座果期进行
。

施肥量依树冠大小而定
, ,

例如树

冠直径 2 米
,

则三次施肥总量 2 公斤
,

树冠直径

为 3 米
,

则每次施肥 1 公斤
、

共计 3 公斤
。

1
.

6 投产树的整形剪修

采果 后进行整 形剪修
,

剪 去干枯枝
、

病虫

枝
、

受伤枝外
,

主要修剪树冠内隐蔽枝
。

重剪内

堂小枝
,

形成树冠内部中空无叶层
,

树冠外层枝

叶密集的自然圆头形
。

1
.

7 土攘 管理

L 7
.

1 除 草

一般一年 2一 3 次
,

行间采用拖拉机耕翻除

草
,

有的果园对株 间和树盘采用除草剂草甘麟

(G lyp h o s a te )和 G o ld 一 ZE 除草
,

有的果园对树

盘内杂草采用人工除草
。

1
.

7
.

Z lbl 作

有部份幼 龄果园间作低干农作物
,

投产树

果 园
,

因劳力较贵
,

一般不 间种
,

一

也未见种覆盖

植物
。

1
.

8 老树更新

老树更新 同目前云南芒果产区的方法大体

相同
,

第一种是隔行间伐
,

第二种是采取隔行更

新的方法
,

将过密行从胸高处锯去
,

重新培养新

枝
,

现正 采用多效哇 (PP 3 3 3) 在此 类树上做矮

化试验
,

待投产后再更新保留下来的老树
。

第三

种是截枝控冠
。

将 8 米高的大树干枝进行短截
,

使株高降低一半
,

对中下部的小枝也进行修剪
,

以促发新梢
,

重新形成一个枝叶丰满的树冠
。

1
.

9 病虫害防治

泰国 目前对病虫害的防治
,

仍然是化学防

治为主
,

一般果园全年喷药 6 次
,

盛花期禁止喷

药
。

主要病虫害种类也与云南基本类同
。

1
.

9
.

1 病害防治

炭疽病采用代森锰锌和苯菌灵 防治
。

白粉

病主要分布在较干旱的西部
、

北部
,

中部较轻
,

采用粉锈宁
、

代森锰锌防治
。

煤烟病 (材
己li ot a -

m a n g ifa ra e E ar te )
,

以南部湿润地 区较普遍
,

主

要用久效磷控制叶蝉来防治
。

流胶病病名未定
,

在地下水位较低的地区较为严重
,

地下水位高

的地区较轻
,

目前没有较好的防治方法
,

主要采

用波尔多浆涂治
。

1
.

9
.

2 虫害防治

尾夜蛾 (e 入zu m iy ia tra , sv e r.t a
W

o lk e r )
、

切

叶象甲(D eP
o rs a u s

m a n g in a t :‘5 p a s e )
、

叶蝉 (Id
-

ios c
oP

u se lyP
e a lis L eh ie r r y ) 茶 黄 蓟 马 (S c i。

t ot hr iP : d ors al i、 H o o d )主要采 用西维因
,

久效

磷
,

马拉松进行防治
,

红蜘蛛采用可湿性硫磺粉

剂防治
。

1
.

1 0 灌 溉

泰国属热带季风气候
,

年内季节按习惯 分

为热季 (3一4 月 )
。

雨季 (5一 10 月 )
、

凉季 (1 1一 2

月 )
。

芒果产区年降雨量为 1 0 0 0一 2。。0 毫米
,

3一 4 月雨量偏少
,

是灌溉的关键 时期
。

考察中

所看到的芒果园多数没有灌溉条件
,

少数条 件

好的果园具灌溉设备
。

北冲研究站为管道灌溉
,

帕鲁斯尼克姆果园则是采用先进的地 面灌溉
,

其设备是从以色列引进
,

喷头 呈丁字型 (塑料制

品 )
,

离地面 40 厘米
,

喷水半径为 1
,

3 米
·

以机

动力加压
。

什么时后需灌溉由土壤含水量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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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用美国加州 IR R O M E T E X CO M PA N Y 产

的土壤水分监测仪定点观测土壤深度 30 厘米
、

60 厘米
、

90 厘米的土壤水分含量
。

1
.

1 1 反季开花结果

芒果的芽为混合芽
,

既可向花芽上转变
,

也

可向叶芽转变
,

在枝梢内 PP 33 3 可降低赤霉素

的含量
,

使芽向花芽转变
。

1
.

1 1
.

1 品种选择

泰国反季芒果的品种主要是
“

兰多美
” 、 “

邦

哥帕利
”“四季芒

,

这三个品种在条件适宜的地

区能多次开花结果
。

使用 PP 3 33 可抑制枝条生

长
,

促使花期延后达到反季结果
。

1
.

1 1
.

2 施药时 Ib1

以果树长 出的新叶变成嫩绿色后施 PP33 3

为宜
。

1
.

1 1
.

3 方 法

叶 面 喷 施 1 5 % 的 PP 3 3 3 浓 度为 1 0 0 0一

1 5 0 0 p p m
,

一次即可
。

土施则据树冠大小而定用

量
,

以冠径每米 10 克用量计
,

砂土的用量比粘

土少
,

施药时宜加水溶化 (小树加水 1一 2 公斤
,

大树加水 3一 4 公斤 )
,

浇在树干周围
,

并经常保

持湿润
。

从实地考察的情况来看
,

反季开 花结 果还

处于试验阶段
,

据介绍
,

有部份植株已能延迟到

7 月份采收
,

总的效果还不甚明显
。

另外还试验

用 S A D H
、

H L A R 及 G A 3 做反季结果试验
。

1
.

12 套掌保果

为 了获得光洁无斑的优质芒果
,

越来越多

的果园采用套袋保果措施
。

当座果 50 天时
,

开

始进行套袋
·。

经试验认为淡蓝色薄膜塑料袋为

好
。

为了方便套袋
,

越来越多的果园采用修剪控

制树冠的方法降低树冠的高度
,

以便套袋
。

1
.

13 采收与保鲜

据泰国科研人员介绍
,

对芒果适宜采收的

时间
,

虽然可根据糖酸 比
、

可溶性固形物
、

硬度

等反映果实的成熟度来定
,

但由于品种的不同
,

年度间的气候变化
,

因此这些手段只是用来指

导果农
,

而果农根据 自己的经验
,

掌握采收时

间
,

采收时严防碰伤
,

保留果柄
,

运至仓库 (空调

降温 )时剪去果柄
,

基部朝下产立放于地面让其

(放浆 )
,

然后 用 52 ℃的温水 (溶入千分之一 的

苯菌灵 )浸泡 5 分钟
,

即放入 13 ℃的分层冷藏箱

中
,

可以保鲜三个星期
。

对果实的保鲜
,

他们认

为关键是采前的病虫害防治
、

施肥
、

防风
、

果实

套袋等管理措施
,

首先是要有优质的果实
。

综上所述
,

泰国芒果栽培的主要特点是
:

采

用大苗栽培
,

投产较早
;
重视幼树的整形

、

注意

控制生长
;
重视水肥管理

,

即使在雨量充沛的地

方
,

也重视干旱时期的灌溉
;
重视果实的质量

,

提高商品率
。

2 泰国芒果产销情况

芒果是泰国除椰子之外种植面积最大
,

产

量最 多 的水果
, 1 9 8 8 年 芒果的 种植 面 积达

1 2 4 0 5 4 公顷 (7 7 5 3 3 9 莱 )
,

产量为 4 2
.

2 万吨
; 随

着近年来农业和产品结构的多样化
,

芒果种植

面积得 到进 一步 扩大
。

1 9 9 2 年种 植 面积 达

1 8 5 6 8 6 公 顷 ( 1 1 6 0 5 3 5 莱 )
,

其 中投 产面积为

1 2 1 4 9 4 公 顷 ( 7 5 9 3 4 1 莱 )
,

尚未挂 果 面积 为

6 4 1 9 1 公顷 (4 0 1 1 9 7 莱 )
,

产量为 6 0 万吨
,

投产

面积的平均产量为 4 9 3 5 公斤 /公顷 (数据为北

冲研究站提供 )
。

芒果鲜果出 口由于受运输条件和国际市场

价格波动的影响
,

出 口量很不稳定
,

1 9 9 2 年总

产 60 万吨
,

出 口 1 万吨左右
,

大约可换取外汇

5 0 。多万美元
。

出口 日本
、

新加坡
、

香港
、

马来西

亚
、

西欧
、

越南等地
。

出口时的包装
,

根据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要求分别采用小包装和大包装
。

如

出 口 日本为 5 公斤一箱
,

出 口新加坡
、

马来西

亚
、

香港
、

越南为 1 5 公斤一箱
,

国内水果市场销

售
,

旺季每公斤 4一6 元 (10 一15 株 )在淡季为

12 一18 元 (3 0一90 株 )
。

在管理较好的果园
,

鲜

芒果的商品率高达 99 %
。

一般分三级
:
A 级占

商品率的 40 %
,

主要供出口
; B 级为 50 %

,

主要

供国内市场
; C 级为 10 %

,

用于加工
。

在市场上
,

我们看到 B 级芒果
,

整齐度高
、

无斑点
,

质量很

好
。

现在他们正在多方面采取措施
,

力争使 A

级芒果的比例上升到 80 %
。

3 泰国发展芒果生产的基本经验

泰国的芒果生产和栽培管理
,

在某些方面

(如育苗方式 )我们认为还是传统的做法
,

比较



1 9 9 5 年 第 4 期 秦 国芒果栽培技术及产钻情况考察报告

原始
。

在某些方面 (如投产树的整形修剪 )还值

得探讨
,

但其中有很多基本经验 (包括栽培技术

和管理体制 )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

3
.

1 注重品种选择
,

果实质童

泰国地处中南半岛
,

是芒果起源最早
,

栽培

历史最为悠久 的 国家之 一
,

其栽培品 种 多达

1 20 个
,

但仍十分注重品种的引种
、

整理和系统

研究
,

以期不断地选出优良的新品种
,

推广运用

于生产
。

为了鼓励培育新品种
,

泰国每年举行一

次优良品种评奖活动
,

由政府给予奖励
。

在生产布局上
,

泰国芒果产区不论果 园大

小
,

其主栽品种一般均为 3一 5 个
,

而没有单独

栽一个品种的情况
。

这一方面是为了互相授粉

的需要
、

另一方面是使采收期适当拉开
,

分期上

市
。

泰国 目前主栽品种的开花期为 1 2一1 月
,

集

中采收期为 4一5 月
,

7 月以后陆续结果的就称

之为
“
反季芒果

” ,

没有明显的划分出早
、

中
、

晚

熟品种
。

从我们 9 月份在市场上购买和果园里

得到的 5 个芒果品种的观测和 解剖的结果看
,

共同的 特点是
:

果 实均 为 中果 型 (2 5 0一 500

克 )
,

外型光滑美观
,

极少见病斑虫疤
、

果核薄
、

纤维很少
、

果肉率都很高
,

无明显的松脂味
。

我省在 7 0 年代虽 已收集有一定数量的品

种
,

但没有很好的发掘
、

筛选和推广
,

以至在 80

年代发展芒果生产的主栽品种时
,

品种单一
,

三

年芒挂帅
,

一统天下多少年
。

该品种虽然风味适

口
,

但纤维多
,

果核大
,

缺乏市场竟争力
。

随后发

展较多的马切苏虽然高产稳定
,

但松脂味浓厚
,

果核亦较大
,

也缺乏竞争力
。

面对竟争日益激烈

的市场
,

云南芒果主栽品种的选择是一个迫在

眉捷的工作
。

3
.

2 集 约经营
、

良好的栽培管理

泰国水果产区
,

地势平坦
,

土壤疏松肥沃
,

加之气温高 (年平均 气温 23 一27 ℃ )
,

雨 量丰

富
,

自然条件优越
,

但他们仍然十分注重改善果

树栽培的环境条件
,

重视栽培技术
,

基本上是采

取高投入高产出
,

讲效益的集约经营方式
。

突出

的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3
.

2
.

1 重视果园基本建设
。

新建果园普遍

种植防风树
,

在地下水位高的地方
,

挖沟排涝
,

采取特有的垄式种植方式
。

在干旱的地方推行

喷灌
、

滴灌技术
。

经济条件好的公司或农场
,

即

在雨量丰富的南部地区
,

也安装灌溉设备
,

以满

足干早时期的水份需要
。

3
.

2
.

2 重视施肥
。

一般果园都注重施肥
,

且施肥量较大
,

多为氮
、

磷
、

钾三元复合肥
。

例如

查龙才先生的私 人果园
,

不到 3 米高的幼龄果

树每年要施三次复合肥
,

每株每次 1 公斤
。

对 比

之下
,

我省果园普遍施肥不足
。

例如元江甘庄坝

农场
,

和不少果农对树龄 10 多年的芒果树每年

施用化肥的总量还不到 1 公斤 (通常只施氮
、

磷

肥 )
,

另外
,

泰国的芒果园除了重视根部施肥外
,

还重视叶面施肥
,

尤其是在果实生长发育期间
,

喷肥的次数很多
,

有的果园每半月就喷一次
,

肥

料种类以磷酸二氢钾为主
。

3
.

2
.

3 重视整形修剪
。

从定植开始
,

就注

重整形
,

不让枝条任其乱长
, “

三三
”

制的幼树整

形法值得我们借鉴
。

在定干高度方面
,

因为一般

种植都不很密
,

故多主张低干型
,

使树冠不致太

高
,

以方便管理和套袋
、

采摘
。

目前
,

正在摸索对

投产树大量剪除中间枝条
,

树冠呈
“

空心圆头形
“

的修剪方法
,

总之
,

他 们并不 片面追求过多的

果实和过高的产量
,

而更注重果实的整齐度和

果实的质量
,

以提高 A 级芒果的商品率
,

求得

较高的销售价
。

3
.

3 注重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

注重推广工作

泰国是一个农业国
,

政府重视农业
,

大力发

展外向型农业
,

十分重视水果生产的发展
。

泰国果树生产的管理机构有 3 个平行而互

有联系的系统
:

一是国家农业研究厅园艺处
,

负

责全 国果树科研计划的制定和 示范推广
; 另一

个是国家农业推广厅
,

负责推广农业研究厅 的

科研成果
;
第三个是国家农业合作部

,

按地区设

立农业中心站
,

负责该地 区的农业生产管理工

作 (包括水果生产 )
,

配合上面二厅在基层开展

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
。

卡舍萨特大学农学院
、

清

迈大学 (园艺系 )等大专院校的教师除在自己的

研究站进行科研项 目外
,

还每年定期下到基层

参加一些科研项 目
。

总的看来
,

重视科研与生产

的紧密结合
,

重视科学技 (下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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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
,

不仅减少了能源的消耗
,

而且使原提油

速 率提高了 16
.

7 %
。

冷疑
、

冷却设备减少了

5 0 %
。

完全达到了技改的预期效果
。

3 技改效果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原工艺的修正及设备改造
,

取得明

显的社会
、

经济效益
。

3
.

1 成本大幅度降低
。

在未进行节能技改

前
,

每吨桂油的直接生产成本为 1 1 5 869
.

5 元
。

而技改后
,

每吨桂油 的直接生产成本为 9 6 1 1 9
.

5 元
,

减少直接生产成本 1 9 7 5 0
,

00 元
,

减幅为

17 %
。

其中
:

燃料成本减少 1 6 2 0 0
.

00 元
,

工资成

本减少 2 5 5 0
.

00 元
,

设备成本减少 1 0 0 0
.

0 0 元

(以减少的设备年拆 旧率计 )
。

3
.

2 节省了燃煤的消耗
,

有利于该项生产

技术的推广应用
。

随着我省肉桂的大面积栽培
,

桂油规模化
、

集约化生产技术应用将成为桂油

生产的主体部份
。

在该技术的应中
,

对于远离煤

区和交通不便的地区
,

如用煤作燃料
,

将成为建

厂布点的一个主要难题
。

如以枝叶代替煤
,

改进

锅炉燃烧技术
,

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
,

从

而在建厂布点时减少了一个制约因子
,

有利于

扩大该项生产技术成果的应用地域和范围
。

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的缓解了能源的供应紧

张状况
。

3
.

3 对搞好安全生产和减少环境污染起

到积极作用
。

在利用桂枝叶提取桂油的过程中
,

形成大量的技叶残余物
,

技改后以枝
、

叶代煤
,

不仅节省了燃煤
,

降低了生产成本
,

也消除了火

灾 隐患和环境污染
。

3
.

4 减少设备
,

降低了建厂的设备投资
。

通过对两级换热装置的技术改造
,

使原冷疑
、

冷

却设备由原用 6 台改为只用 3 台
,

减少设备投

资 3 6 0 0 0 余元
。

我所是一个年产 5 吨桂油的中

试小厂
,

如设计较大的桂油加工厂
,

则减少的设

备投资更为可观
。

3
.

5 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以枝
、

叶代替

煤后
,

锅炉操作工向炉膛投放枝
、

叶
、

劳动强度

有所加大
,

这一间题还将进一步的研究解决
。

(上接 3 3 页)

术的推广工作
,

是泰国水果生产发展快而效益

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

3
.

4 大力培养农业 科技人才

泰国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科技人员的培养
、

鼓励和选派大学生到 日本
、

美国进修和攻读学

位
。

在国内大学获得学位的研究生 由国王亲 自

签署毕业证书
,

以示荣耀
。

泰国果树管理的科技

人员
,

大多是专业院校的毕业生
,

其中有一部份

是硕士和博士
,

总体素质都较高
。

引人芒果品种

品种名称

1
、

兰多美

2
、

翠 绿

3
、

瑞 德

4
、

皮森姆

5
、

四季芒

N a m d o h

K h ie o S a

附表

羚乙a 王

Z 口O e t

R a e d

尸i叨s e 夕正m e n

C丙o k e A n a n d

保存单位 (元江 )

园艺站
、

热区办
、

西北灌区

同上

县科委基地

同 上

县科委基地
、

热区办
、

西北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