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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老果园更新改造模式的比较研究。 

塑室骂 李 云 堕竖 施 琼 - 
‘中国科学院昆明檀钧所 ‘景答县农技推广中心 

6二7、7 
摘 要 ／ 

／i 
1991年对 148亩 2064株早衰低产芒果园进行四种模式的更新改造，其效果显著．1993年全 园 

总产量达 4436Okg，是改造前三年平均年产量的 21．65倍。不同模式的增产效果为：轻度更新> 隔 

抒更新>轻度修剪> 强度更新。 

关键词 兰墨 兰墨里 墨堑丝生 

景谷傣 族彝族 自治县是云南著名的 芒果 

之乡”，全县芒果种植株数从 4。年代的 1000余 

株发展到 90年代的 47万株．面积 2．35万亩。 

由于栽培技术落后 ，总体产量不高，丰年全县产 

量仅为 l 50万 kg左右，以投产树 1．5万亩计， 

平均亩产仅 lOOkg左右。其中不少老芒果园因 

密度过大 ，管理粗放，往往成为只见枝叶不见果 

的 森林果园 。 

大桥头芒果场位于县城东郊 l公里处的钟 

山坝丘陵地带 ，海拔 920米．北 向坡地 ，坡度 

5’一l5’。属南亚热带气候，年均温 20、l℃．极 

端最高温 38．6"C，极端最低温一2．7℃．年降水 

量 1235、4mm，其中 5--10月 1070mm，ll～4 

月 164、8mm。年 日照时数 2065．3小时，冬春多 

于夏 秋。年蒸 发 量 1916、4ram，年 相 对 湿度 

78 ，极少灾害性天气和冰雹。土壤属赤红壤类 

型，土种为砂岩发育的灰砂胶土和泥质岩发育 

的黄末香土 ，土层深厚，质地疏松 ．均为中壤土。 

PH5一l2—5．79，有 机 质 含 量 1．42一 l、60 

(0—30cm，土壤肥 力各地段不一，多数地段养 

分含量较低(表 1)。果园面积原为 160亩，后保 

存 148亩计 2064抹．1966年实生栽植 ．主栽品 

种为三年芒，树 高 l0一l2m．地径 40cm左右。 

最高年产．48875kg(1979)．此后产量逐年下降． 

1989年仅 200kg，几乎到了无收的地步 。l990 

年经有关部门的努力，加强管理，产量有所回升 

(达 1447kg)，但年平均亩产约 lOkg。1991年 中 

科院昆明分院思茅地区热区联合开发中心将此 

老果园列入“景谷芒果老果园更新改造的试验 

示范 课题，并于当年开展工作 进行 为期三年 

的试验研究，现将结果报道于下。 

l 试验方法 

1．1 大桥头芒果园低产原因分析 

经观察认为该芒果园的主要问题是荫蔽度 

过大 ．光照严重不足。由于荫蔽度过大(多在 

90 以上)，具有顶端优势的上部枝叶为了争取 

阳光而竞相生长，中下部枝叶由于缺乏光照而 

受抑制甚至部份枯干，导致结果枝减步，结果部 

位大量上移或外移，树冠中，下部的广大空间往 

往成为不具生产力的无效区。由于荫蔽度大 ．病 

虫害易于传播滋生，而且植株高大难于防治。病 

虫为害尤以脊胸天牛和炭疽病最为严重，感染 

率几乎达 100 。病虫害也加速 了植株早衰。 

“树大结果少，挂果病虫多 是对当时大桥头芒 

果园的真实写照。根据“研究改善被抑制区的光 

照条件，缩小无效 区，扩大高效结果集中区．是 

提高果树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本项研究必须 

从芒果生态学的角度 出发 ．从改善光照问题入 

!．多垫查译瞿王f 直堂 县嗯遗绚研究所周叉生、沈发荣、景各县科委武丹．景咎县农牧局大桥头芒果场 艾正先
、李思样 、羹建明、李逢高等．特此致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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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设计更新改造的方法．进行试验。 

1．2 试验设 计 

1 轻度更新(5米更新)：对长势较好的 

片、区，将树冠中部分枝较多处上方的枝条锯 

除，使株高降至 5米左右 ，可将原来受光面小而 

难以管理的高圆头形树冠或伞形树冠逐步改变 

成受光面大，方便管理的扁圆头树冠或杯状形 

树冠。共 255株。 

裹 1 大桥头芒暴离不同地段土壤井分状况 (1991) 

-常年同 怍地段 

2 强度更新(截杆更新)一对长势衰弱的片 

区，锯除树冠．保留其杆高度在 1．2m以下，待 

杆上萌生新枝后．选留骨杆枝，使之形成一个矮 

化的圆头形树冠。计划对其中2／3的截杆株进 

行高接换种 ，比较其换冠后进入投产期的早晚。 

共 744株 。 

3 隔行更新(高低行相 间)：对长势中等， 

植株高大的片区进行隔行强度更新，使之形成 

高、低相间的行际结构，以充分改善高行生产树 

的光照条件。对高行植株结合清除病虫枯枝进 

行一般性 修剪。拟对今后低行植株形成树冠正 

常投产后再将高行进行更新。大树与截杆各 

21o株。 

4’轻度修剪(一般性修剪)t对过密和病虫 

枯枝进行修剪，对顶部过密的部位“开天窗”，总 

修剪量控制在总枝量的2O 以内。对株问的交 

叉枝条作适当回缩修剪，使植株之间空隙保持 

在 1．5m以上。共 648株。 ． 

更新修剪时间为 1991年 5～7月。 

1．3 更新改造后的抚育管理 

1．3．1 坡改台，搞好水土保持 

大桥头芒果园无灌溉条件，坡地改台地 

仅能最大限度地积蓄自然降水．减少水土流失， 

而且也方便管理 。改台地时间为 1991年 8—10 

月 。 

1．3．2 增加施肥次量，提高植株营养水平 

1991年下半年至 1993年上半年先后施肥 

5次．大树每株共施昆产复合肥 3kg、尿素2kg、 

过磷酸钙 2kg、糖泥 50kg，截杆树减半。 

1 3．3 各理问作，培肥土壤 

在强度更新的片区和较空旷的行问种植白 

薯藤(饲料)、生荽、辣椒等矮棵作物及大翼豆等 

绿肥。通过问作，不仅免除杂草为害．还可培肥 

土壤 ，增加收入。 

1．3 4 加 强病早害防 治 

其重点是一虫二病(脊胸夭牛与炭疽病 、白 

粉病)。对脊胸天牛的防治方法是砍除虫枝 ，剖 

枝灭虫与日光灯锈扑成虫相结合。其余病虫害 

以化学防治为主．年喷药 5—6次。采果后全面 

清园一次。 

1．3．5 定期徐萌，注意保梢 

对更新植株的管理重点是除萌保梢。对 5 

米更新株，在短截的杆枝上易萌发新梢，应按其 

长度在不同方位留 5—9条新梢作为树冠上层 

的延长枝，其余萌梢应定期剪除，截杆更新株更 

易萌生大量芽苞和新梢，当新梢长至 lOcm时， 

每桩头应选留不同方位的健壮新梢 7—1O枝， 

第二年再从中选留 3—5枝作骨杆枝。 

截干更新株应特别注意病虫害的防治，喷 

药次数应多于大树 此外，锯干后对其截面虚及 

时涂漆封闭，以防受雨腐烂；树干应涂白以防日 

灼。 

2 试验结果 

2．1 生 长状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995年第2期 芒果老果园更新殪造模式的比较研究 29 

2．1．1 几种改造模 式植株 的生 长状况 

改造两年后的各类大树树冠由于光照条件 

得到普遍改善，中下部枝条生长较好，发枝量增 

多，冠幅均有所扩大 。据各抽测 10株的结果，隔 

行 更新 的冠 径 达 783．5cm，轻 度 更 新 的 达 

684．4em，轻度修剪的达 643．9cm。 

2．1．2 强度 更新植株的生长状况 

来经嫁接韵藏杆树两年后即形成一个枝叶 

丰满的 圆头形 树冠 ，株 高 210--270cm，冠 径 

210---250~m，骨杆枝粗 2．5—4．5cm{发枝一年 

后嫁接再经一年生长的截杆树基本形成树冠， 

株高 150--200cm，冠径 130—180cm，骨杆枝粗 

2．5— 4．Ocm 。 

2．2 开花结果情况 

改造后两年全园95 的大树开花结果，强 

度更新植株仅有 53株(占 6 )开花结果，其中 

嫁接树 40株，实 生树 13株。全 园总 产量 

44360kg，其 中 大 树 44257kg，强 度 更 新 株 

103kg。在几种改造类型中。单位面积产量以轻 

度更新最高，隔行更新的次之。轻度修剪的最 

低；单株产量以隔行更新的最高，轻度更新的次 

之，轻度修剪的最低(表 2)。 

表 2 大桥头芒果园几种改造模式的 

平均亩产达 466．8kg，平均单株产果近 40kg， 

创景谷高产纪录 。 

1993年景谷芒果生产为大年，估计全县总 

产量在 100万 kg左右 ，大桥头芒果囝种植面积 

占全县总种植面积的 0．63 ，产量 占其叶J的 

4．44 。1994年全县芒果生产为小年，估计总 

产 量 在 3O万 kg左 右。大 桥 头 芒 果 园 产 

13244kg，占全县总产量的 4．41 ，所占面积与 

所占产量之比为 1：7。 

1994 年 强 度 更 新 植 株 的 产 量 达 

3010、25kg，占全囝总产的 22．73％，较 1993年 

所占产量比倒(0．23 )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 

中，未经嫁接的更新树平均株产 1．35kg，结果 

株 数 不 足 10 }嫁 接 的 更 新 树 平 均 株 产 

4．39kg，高 产 株 达 64．8kg，结 果 株 致 超 过 

50 。试验结果表明，强度更新以嫁接的投产 

早 见效快。在所嫁接的品种中，以秋芒和菲律 

宾 12号树冠成形快 ，投产早、产量高 。未作嫁接 

的截杆株，结果的早晚与截杆的高度呈正相关， 

截杆部位越低，进入开花结果期越晚。 

果实质量：经较好的抚育管理 ，果囝的果实 

质量(整齐度 )较过去有很大的提高，售价较好 

的一二级果占 85 以上(表 3)。 

产量比较 (1993) 表 3 大挢头芒果园果实整齐度观测 

2．3 更新改造的效果 

改造 后一年 (1992年)产量 为 8121kg，较 

改 造 前 一 年 (1991年 产 4420．5kg)增 产 

83．7 ，改 造 后 二 年 (1993 年 )产 量 为 

4436Okg，较改造前一年增产 903．1 ，为改造 

前一年的 1O．03倍和改造前三年平均年产量的 

21．65倍，接近历史最高年产量。大树所占面积 

分缎 

三 年 芒 象 牙 芒 

瓣 糊 
一

缎 >180 26 206、0 一缓 >500 17 615．6 

二缓150--180 62 174．8 二缀400--500 73 42O、1 

三缎120-- 150 12 125、8 三缓300--400 70 360．0 

合计 l00 177．1 合计 100 448．1 

果实的外观质量还有待于提高。经观测 ，在 

上述随机抽样的 200个果实中．无任何病斑虫 

疤的好果率尚不足 25 ，其余多少都有一些病 

斑或虫疤，须进一步加强病虫害控制。 

3 小结与讨论 

1 从改造两年后的产量来看，几种改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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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增产效果为：轻度更新>隔行更新>轻度 

修剪>强度更新。强度更新植株前两年处于树 

冠形成阶段，第三年结果株数显著增多，产量比 

倒增大。预计第四年以后，以嫁接为主的更新树 

将普遍进入投产期。对上述改造模式应因地因 

树选择使用。 

2 强度更新应走嫁接更新之路。未经嫁接 

的更新植株因新发枝条生长期较长 ，迟迟不易 

开花结果。此外，强度更新应成片进行，以获得 

最佳光照条件，有利于新的树冠较早开花结果。 

隔行更新的更新植株 因受两边高大植株的遮 

挡，一天中所受直射光照射的时间不长，枝条容 

易徒长，进入开花结果阶段迟．因此，隔行更新 

宜简化为隔行问伐更切实际。 

3 果园密度问题应当引起广泛的注意。为 

了充分利用土地和阳光 ，果园前期适当的密植 

是合理的。但当植株不断长大 。枝叶密度显著增 

大而严重影响光照时，即应适当的疏伐和修剪． 

否则产量自然下降。芒果是典型的阳性树种，它 

对光的反应十分敏感，处于荫蔽下的枝条很少 

结果。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栽培经验指出：无论幼 

树或老树．都应当培养一个分枝均衡的树冠 ．以 

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使叶面充分暴露 在阳光之 

下 。密度过大．荫蔽 自然严重，树冠中下部因 

缺乏光照往往形成无生产力的空秃带．这就是 

“树大产量低”的原因所在。在云南，传统栽培的 

老芒果园不少，往往一栽多年舍不得修剪和疏 

伐，产量逐年降低，结果实得其反．应当引起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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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越冬 ，翌年 2—3月飞上果枝，3月下旬交 

尾后的雌虫开始在幼果上产卵，孵化后的幼虫 

直接蛀入幼核，啃食种胚 ，4月上中旬为幼虫钻 

蛀危害盛期，落果的虫蛀率分别达 83．35 和 

弼 。幼虫只啃食核仁、不吃果内，一个受害果 

核有幼虫一条，幼果受害掉落地面。按对 25个 

受害落果的观察，幼虫在落果后 1—5天蛀孔爬 

出的占 4O 6—9天的占 “ ，死在幼果核 内 

的占 l6 。爬出幼虫在落果附近的园地土层深 

3—7厘米处筑蛹室，6月上旬开始化蛹，中、下 

旬为化蛹盛期．预蛹期 2O天 ．蛹期 lO天、从幼 

虫离开受害果入土至化蛹历时 63天。7月上旬 

开始羽化．羽化成虫在蛹室停 留 2O一25天，而 

后破土飞出．地面留下一直径 1．5毫米的虫孔 

(图 5．4)。7月 30日出土成虫占总羽化虫数达 

＼ 

83．33 。出土后的成虫潜伏在果树茎基部 周围 

落叶杂草等覆盖物之下的土块裂缝里、也她有 

飞上果树静伏在枝叶间。 

5．4 问题讨论和防治措施 

幼核芒果象危害是芒果早期异常落果的重 

要因素之一。按其生物学的特性可采取如下的 

防治措施进行防治。 

l 在 3月下旬至 5月上旬．为幼虫危害幼 

果脱落盛期 ．每 2—3天清除园地落果 ．防止幼 

虫离开幼果入土化蛹。 

2 7月收果后 ．结 合果园锄 草施肥 ，翻耕 

土层一次 ．破坏蛹室、杀死虫蛹。 

3 3月中下旬至 4月下旬 ，结果的果肉芒 

果象和果核芒果象的防治．应用 29 喹硫磷乳 

油 1000倍液或 2．5 溴氰菊酯乳油 l 500倍液 

等对树冠均匀喷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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