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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试验旨在针对 1个早衰低产、行将淘赫=的芒果老果园进行几种更新改造模式的探索性试 

验，以为景谷垒县现存数万株芒果老果树的更新复壮作出示范和提供科学依据。 自1991年采果 

后，对此 10 hm。2064株的老果园分别采取轻度更新、隔行更新、强度更 新与轻度修剪 4种模 

式，井配台以其它农艺措施 (定期防治病虫害、坡改台、增施肥料)加强管理。在原有大芒果榭 

仅保留 1 100株的情况下，1993年垒园总产量达 44 360 kg，为改造前 1年的 l0倍和改造前 3年 

平均年产量的 21 65倍。几种改造模式在 目前的增产效果为：轻度更新 >隔行更新 >轻度修剪> 

强度更新。强度更新的嫁接株 自嫁接后两年开始进^投产期。 

关键词 芒果，种植园 复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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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juvenate aged mango trees with low output and nearly obsoletation，an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Daqiaotou mango plantation，Jinggu County，which could prodded 

some sdenfific data for rejuvenating thousands of aged Mango trees in Jinggu County 

Since the fruits of aged mango trees were collected，four kinds of experiment modes，namely 

strongly rejuvenating,lightly reiuvenating．rejuvenating one every two rows of aged mango trees 

and lighfly pruning．w carried out in the aged mallgo plantation with a area of 10 hm totally 

including 2064 aged mango trees An adjunt to the above experiments，some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measul~S，such as preventing diseases and eliminating pests，chan西ng slope—land in． 

to tableland，increasing fertilizer、cte，were taken．After aged mango plantation rejuvenation in 

199I，l110 of 2064 mango trees recovered t0 li．ve．and their output reached  up t0 44 360 kg in 

1993，which is 10 tim es of that in 1991 and 21 65 times ofaverage output of three years of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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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and 1991 The experimental resuks indicated that all ofthese four rejuvenation modes were 

valuable to increase the output of the  aged m ango trees，and their effects were ranked as follows； 

lightly rejuvenating> rejuvenating one of every two rows of aged mango trees> lightly pruning． 

After grafting for two year．the mango trees stron舀y rejuvenated started to set fruits． 

Key words Mangifera indica(Mango)，Rejuvenation，Plantation 

大桥头芒果场系县农牧局下属的 1个国营果 园， 1966年种擅，主裁品种为三年芒，种植面积 l0 67 

hm ，后因建房等用地保存近 10 h (148亩)，计 2064株 错高 10m 以上，地径 40 cm 左右。历史最 

高年产量达 48 875 kg(1979)， 自此以后产量逐年下降，至 1989年仅有 200 kg，虽经努力，1990年也仅 

产 1447 。在这样 1个低产水平上芒果场严重亏损。大桥头老果园何去何从的问题成 了每个职工和各级 

领导部门都甚为关切的难题。1991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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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 (由昆明擅物所承担，昆明动物所分管病虫害防治)，并于当年开 

展工作，进行为期 3年的试验研究。 

试验地的自然条件 

大桥头果园位于县城东部 1 km处的钟山坝丘陵地带，海拔 920 m，北向坡地，坡度 5～1 5。。 

气候 景谷钟山坝系中山丘陵盆地，属南亚热带气候。 年平均气温 2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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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4月 1 64 8mm。年 n照时数 

2065．3 h．冬毒多于夏秋。年蒸发量 1916 4 mm，年相对湿度 78％。极少灾害性天气和冰雹。 

土壤 大桥头芒果园的土壤类型属赤红壤，土种系砂岩发育的灰砂胶土和泥质岩发育的黄末香土，其 

共 同的特点是；土层深厚，粒状结构，质地疏松，均为 中壤土。pH5．12～5 95，土壤肥 力各地段不尽一 

致。 多数 地段养分含量较低，有机质 1．42％～ 1．60％，水解氮 0．98％ ～1．91 mg／lOOg，速效钾 3 19～ 

3 26mg／10Og，速效磷 0．52～0．57mg／1OOgo 

试验方法 

低产原 因分析 

经反复观察研究，1耋；芒果园的主要问题是荫蔽度过大，光照严重不足。高大的植株上部枝叶密集，中 

下部枝叶由于缺乏阳光其生长发育受到严重抑制甚至部份枯干，中下部错冠由于结果枝组的大量减少而成 

为没生产力的无效区，导致结果部位大量上移和外移，整个错冠结果稀少。由于荫蔽度大，病虫害也容易 

滋生传播，不 仅种类多而且为害频率高。其 中尤以脊胸天 牛 (Rhytidodera bowr~ngliWhite)和嶷疽病 

(Cotlertrichum gloeosporioidea Penz)为严重，感染率几迭 100％，花期白粉病 (Oidium mang扣roe 

Berthet)也普遍发生。病虫害的为害又加速了榭体的早衰，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以致每况愈下o“研究改 

善被抑制结果区的光照条件，缩小无效区，扩大高效结果集中区，是提高果错生产力的重要逾径”(华中 

农学院编，1985)。要改变大桥头老果园的低产现状，提高芒果错的生产力，必须从改善光照条件人手， 

大胆进行几种更新改造模式的试验和探索。 

更新改造的试验设计 

总体方案是计划用总株数的 1／2作轻度更新 和轻度修剪，用 1／2作强度更新。 

轻度更新 (5 m 更新 ) 选错势较好的片区，在树冠中部选择分枝较多处锯除上部错冠，使株高降低 

至 5 m 左右，以培养成受光面大的扁圆球形或杯状形榭冠。共 255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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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更新 (截干更新 )：对长势衰弱的片区采取换冠的办法，保留基干 (1 2 m 以下)，锯除树冠，使 

之重新形成 1个较矮的圆头形树冠。共 744株。计划对其 中 2／3的截干株进行高接换种，以 比较投产期 

的早迟。 

隔行更新 保留 1行，截干 1行，形成高行 ～低行相间的行际结构，以充分改善高行生产树的光照条 

件。对高行植株辅以轻度修剪。共 420株，其 中210株为强度更新。 

轻度修剪 对过密枝和病枯枝进行修剪，总修剪技 量控制在 2O％以内{对株闻交叉枝 条作回缩修 

剪，使株间树冠空隙能保持在 1．5 m 以上。共 485株。 

更新修 剪时间为 1991年 5～7月。改造后的保存数为 1994株，其 中 5m 高以上大树 1110株，截 干 

树 884株 (嫁接树 598株)。 

更新改造后的抚育管理 

土壤管理 (1)坡地改台地，搞好水土保持。大桥头芒果园无灌概条件。坡改台不仅能最大限度地 

积蓄 自然降水，减少水土流失，而且也方便管理。改台时间为 1991年 8～lO月j(2)增加施肥次量，提 

高树俸营养水平。在更新改造 前很少施肥。在更新改造后至 1993年收果前的两年 中先后施肥 5次，大树 

每株 共施昆产复合肥 (10：10：5)3 kg，尿素 2 kg，过磷酸钙 2 kg，糖掘 5O kg，截干树减半；(3)合 

理闻作，培肥土壤 。在强度更新的片区和其余空旷行间种植白薯藤 (饲料)、生姜、辣椒等矮棵作物及大 

翼豆等绿肥。间作不仅可以免除杂草，还可培肥土壤，增加收入。 

树体管理 (1)病虫害防治：其重点是一虫二病 (脊胸天牛与炭疽病、白粉病)。脊胸天牛主要以幼 

虫为害，它产卵并发育于枝干 中，直接蛀空枝条， 【起大小枝条折断，严重削弱树势，降低产量。防治方 

法为砍除虫枝，剖枝灭虫与 日光灯诱扑成虫相结台。其隶病虫害以化学防治为主，年喷药 5～6次 。(2) 

更新植株的管理：重点是除萌保梢。对 5 m更新株，在经短截的干枝上易萌发多个新梢，应按其长度在 

不 同方位选留 5～9条新梢作为树冠上层的延长技，其余萌梢应定期剪除。截干更新株更易萌生大量芽苞 

和新梢， 当新梢长至 10 cm以上时，每桩头选留不 同方位的健壮新梢 7～l0枝，第二年再从 中选留 3～5 

枝作为骨千技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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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千后对其截面 

应及时涂漆以防受雨腐烂，树干应刷石灰以防 日灼。 

试验 结果 

几娄撞株的生长状况 

各类大树的生长状况 改造两年后的树冠由于光照条件普遍得到改善，中下邮枝条得以较好的生长， 

冠幅均有所扩大。隔行 更新的大树冠径达 783．5±109．2 cm，轻度更新的达 684．4±90 3tin，轻 度修剪的 

达 643 9±1051 cm。 

强度更新株的生长状况 不经嫁接的截干实生树两年后 即可形成 1个枝叶丰满的 圆头形树冠，冠高 

2l0～270 cin，冠径 2l0～250 cin，干枝粗 2．5～4 5 cm，发枝 1年后嫁接，再经 1年培养亦 可基本形成树 

冠，多数植株冠高 1 50～200 cm，冠径 130～180 cin，干枝粗 2 5～4．0 cina 

开花结实情况 

1993年垒 园 1100株大芒果树开花多的植株 (花枝量达 70％以上)共 479株，占 43．1 5％。花多植株 

在备类树 中的比例分别为：轻度更新 57．7％，隔行更新 55 2％，轻度修剪 33．8％。强度更新植株仅有 53 

株开花，占截干株数的 6％。其 中嫁接树 40株，实生树 1 3株。 

1993年垒园总收果 44360 kg，其中大树 44257 kg，平均株产近 4O ，强度更新株收果 1 03 k 在 

几种改造类型中，单位面积产量以轻度更新的为高，隔行更新的次之，轻度修剪的为低’单株产量以隔行 

更新的大树为高，轻度更新的次之，轻度修剪的为低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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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太桥头芒果园几种改造方式的效果比较(1993) 

Table l Output comparation ofdifferent rejuvensting measures(1993) 

更新改造的效果 

由于抓准 了老果园的主要矛盾，正确地采取了以改善光照条件为主、多种措施相配台的综合治理的方 

针．使得选样 ·个严重衰退的老果园在两年时 间内面貌一新，产量翻番，其更新改造的效果是十分 明显 

的。 1992年 产量 (812 J kg)与 1991年产量 (44420．5 kg)相比， 增产 83 71‰。 1993年 产量 (44360 

kg)与 】99】年产鼍相比 增产 881 3％，为改造前一年的 】0．o3倍，为改造前 3年平均年 产量的 2】．65 

倍，总产接近历史址高年产量。 

】993年垒县芒果生 圩大年，估计总产量在 100万 kg左右。大桥头芒果园种植面积仅占垒县种植总 

面积的 0．63％，产量却占 4 44％。】994年垒县芒果生产为小年，估计总产量在 30万 k窖左右，大桥头芒 

果 园产 】3244 kg，占垒县总产量的 4．41％，所占面积与所占产量之 比为 1：7，可见大桥头芒果园在垒县 

芒果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 1994年大桥头果园的总产量 中，强度更新株的产量达 3010 25 kg，占垒园总产的 22．73％，产量比 

例鞍 1993年 (仅占 0 23％)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中，未经嫁接的实生树平均株产 1．35 kg’结果株教不 

足 l0％j嫁接 树平均株产 4 39 k岛 高产株达 64 8 kg，结果株 数超 过 50％。试验结果表 明，强度更新 

(截干更新 )改造以高接换种的投产早，见 效快。在所嫁接的品种 中以秋芒和菲律宾 12号结实早，产量 

高。对未经嫁接的截干株，结实的早迟与截干的高度成正相关，截干部位愈低，进入结实期愈晚。 

果实质量 经较好的抚育管理，果园的果实质量较之过去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售价较好的一 二级果 

占 85％以上 (表 2)。 

裹 2太桥头芒果圜果实整弃度观 ’ 

Table 2 Observation ofregularity offruit growthinDaqiaotoumango plantation． 

· 】993 7 2l随机采样 

果实的健康度还有待于进 一步提高。经观测，在上述成 熟果实中，无任何病斑虫疤的尚不足 25％ 

其余多少具有一些病斑或虫疤，还顽进一步加强病 虫害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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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与讨论 

对几种改造模式的初步评价 

从改造两年后的情况来看，几种改造模式的增产效果为：轻度更新 >隔行更新 >轻 度修剪。强度更 

新的植株前两年处于树冠形成阶段，第 3年结实株数显著增多，产量比例增大，预计到第 4年以后以嫁接 

树为主的更新株将普遍进八投产期而逐渐成为新一代的生产树。 

轻度更新 植株受直射光照射的时间长，树冠发育良好，立体结实性好。同时因其高度降低了一半， 

树体管理和果实采摘均为方便，是值得重点推广的 1种改造方法，适宜在株行距较大的果园和零星散植的 

大芒果树运用。 

隔行更新 由于更新行植株截干，相邻两行大芒果树的行距就暂时扩大 了 】倍，光照条件得到屁蓍改 

善，侧枝发育好，结果增多，单株产量提高很快。对于更新行，原准备经培养成形进八投产期后取代另行 

大树的设想现在看来似不现实，因两侧犬树产量上升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又进行强度更新，同时更新行因受 

两侧大树遮光，枝条容易徒长而迟迟不能开花结实，故宜早砍除之。由此，此种改造模式宜演变为隔行间 

伐，不失为 1种简单易行的改造方法。 

轻度修剪 由于对植株进行 了适度的修剪，透光度有所改善，产量亦有较大的提 高。但选种改造方法 

仅仅是权宣之计，因为树体的光照仅仅是得到暂时的改善，随着枝叶的生长，荫蔽的问题会再度出现，而 

干高空作业，进行经常性的修剪亦不容易做到，今后宜用轻度更新与适 当疏伐相结台的改造方法。 

强度更新 试验结果表明，未经嫁接的更新树 因新形成的树冠童期较长，更新后第 3年仅有极少数的 

植株开花结实；嫁接的更新树在更新后第 3年 (嫁接后第 2年)即可投产。因此，强度更新应走：“嫁接更 

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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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是台理的，但 当枝叶密度增大影响光照进而导致产量 

下降时即应适当的修剪或疏伐。芒果是典型的阳性植物，它对光的反应极为敏感，处 于荫蔽环境下的芒果 

树很少结实，即有少量果实也成熟缓慢，风味不佳。美国佛州芒果栽培的经验指出t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是无论幼树或老树，都应 当培养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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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Ochse等，1961)。作为一个栽培群体的果园，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 中。随着芒果树的长大、荫蔽度 

也自然随之增大。在不加调整，听其 自然生长的情况下，植株互荫和 自荫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作为有机物 

质“合成工厂”的绿色叶片亦随着光照的减少和能源的匮乏而成为低效或无效的器官．这就是“森林果园”树 

大不结果或少挂果的根本原因。在云南，传统栽培的老芒果园不少，一栽多年，舍不得修剪和疏伐，结果 

适得其反。这是一十应当引起广泛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元江一些老果园开始实行计划密植，避过疏伐和 

修剪昔遍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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