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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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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垦局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热带作物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秀娟、吴静娜、韦璐阳、韦祖生、唐秀观、韦绍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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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甘子生产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余甘子(PhyllanthusemblicaLinn)生产的园地选择、品种选择、果园定植、土肥水管

理、整形修剪、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与储藏、生产记录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我国余甘子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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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３０９５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５０８４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１５６１８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NY/T５２５　有机肥料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４　园地选择

４１　气候条件

栽植海拔３００m~１６００m;年平均气温≥１６℃,绝对最低温度０℃以上,冬季无霜冻地区;年降水量

≥５００mm;阳光充足,年日照时数１３００h~１５００h.

４２　土壤条件

土层厚度≥５０cm,土质疏松、排水良好、有机质丰富的地块.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 GB１５６１８的规

定.

４３　大气质量

应符合 GB３０９５规定的二级标准.

４４　灌溉水质

应符合 GB５０８４的规定.

４５　立地条件

坡度＜２５°,朝向南坡、东南坡或西南坡;沿海地区基本无台风危害或危害不大区域;不宜在低洼地或

山谷易沉积冷空气处种植.

４６　园地规划

选择远离污染、靠近道路、排灌方便的地块建园.根据园地大小建设主干道、支干道、排灌、附属建筑

物等设施.平地果园主干道贯穿全园并与外路相通,宽４m~５m,支干道与主干道衔接,宽３m~４m;挖
主排水沟,沟深１m,沟宽０８m.山地果园依据地形、地势、坡度、株行距等决定梯田台面宽度,必要时修

建蓄水池.

５　品种选择

根据栽植地块土壤、气候、环境条件及市场需求,选择当地高产、优质、抗逆性较强的栽培品种.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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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如玻璃油甘、大玉余甘果,晚熟品种如盈玉、兰丰.

６　果园定植

６１　种苗要求

选择品种纯正、生长健壮、无检疫性病虫害的１年~２年生袋装嫁接苗,茎粗≥１０cm、株高≥６０cm.

６２　植穴准备

在定植前可进行全园深翻.块状整地,挖面宽０５m~０６m,深０５m~０６m 的定植穴.回土时,
坑底放置一层杂草或秸秆,分层填入表土、有机肥１０kg~２０kg、钙镁磷肥１kg、复合肥０５kg,再回填表

土.灌水沉实,待植.有机肥应符合 NY/T５２５的规定.

６３　定植时期

每年２月中旬至４月中旬定植.

６４　定植方法

在植穴中部挖１个小穴,竖直放入苗木,苗木根颈部高于地表２０cm,覆土压实.修筑树盘,浇足定根

水,再盖一层表土.

６５　定植密度

株行距(２５~４)m×(３~４)m,南北向为宜.定植密度可根据土壤肥力、地形地势、栽种品种适当

调整.

７　土肥水管理

７１　土壤管理

７１１　扩穴培肥

定植后１年~２年的幼龄树在１２月至翌年２月进行扩穴培肥,定植穴外围挖长０８m~１m,宽、深
各为０３m~０４m 的施肥沟,填入秸秆、有机肥和钙镁磷肥等.成龄树采用隔行深翻扩穴方法,把树盘

周围土壤翻松.回填时,先将表土填入沟中,后填心土.

７１２　树盘覆盖

树盘用稻草、花生秆或秸秆进行覆盖,干草覆盖厚度５cm.如没有间作果园,可利用果园自然生草或

人工生草覆盖,适时收割翻埋土中或覆盖树盘.

７２　施肥管理

７２１　幼龄树施肥

遵循勤施、薄施原则,以氮肥为主、增施有机肥.定植当年,幼树新梢转绿后开始追肥,随后每抽１次

新梢转绿后进行追肥,全年施肥２次~３次,每次施尿素５０kg/hm２.

７２２　结果树施肥

每年施用高钾复合肥２次,壮果肥和壮梢肥各１次,每次３００kg/hm２.壮果肥５月中旬施用,壮梢肥

于采果后施用.

７３　水分管理

定植后及时浇水.春梢、夏梢、秋梢抽发期、开花结果期及成熟期遇干旱应及时浇水.果实成熟期遇

雨水多时应及时排除积水.

８　整形修剪

８１　整形

树形以开心形为主,枝条错落伸展,分布合理.

８２　修剪

８２１　幼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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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年~２年的幼龄树一般不剪或轻度疏剪,过密枝可适当疏除.留主枝５０cm~６０cm 剪顶,使主干

抽生３条~４条主分枝,在各条主分枝上培养３条~５条次分枝.

８２２　结果树

分为采果后修剪和冬季休眠期修剪,主要剪去病虫枝、纤弱枝、内膛枝、交叉枝和过密枝.结果树树高

应控制在３m 以下,有效结果母枝长度控制在１m~２m.对树冠部分径粗１５cm~２０cm 的３年~５
年生枝条组进行回缩短截,保留基部芽６对~７对,枝组回缩量为其总量的２０％~２５％.

９　花果管理

９１　促花

每年１１月左右,对成龄树采用环扎或环割方式促花.环扎用铁线扎在主分枝上,最迟春梢萌发前

２０d解扎;环割主枝,宽度为０５cm~１０cm,深度刚达木质层而不伤木质.

９２　疏果

疏除病虫果、畸形果、小果等.

１０　病虫害防治

１０１　防治原则

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科学安全合理使用化学

防治.

１０２　农业防治

选用抗性品种,定时进行果园清理,及时清除病虫枝、感病花果;加强水肥管理,健壮树势.

１０３　物理防治

利用太阳能杀虫灯或色板诱杀害虫.

１０４　生物防治

保护和利用瓢虫、捕食螨等天敌,推广使用昆虫性外激素诱杀或干扰成虫交配等方法防治.

１０５　化学防治

优先选择低毒、高效、低残留、易分解的农药进行防治.

１１　采收与储藏

１１１　采收期

早熟品种７月—９月采收,晚熟品种１０月—１１月采收.

１１２　采收要求

余甘子挂果期长,分期分批采摘.采收宜选择晴天清晨或傍晚.采摘时要求轻采、轻放,容器底部放

置衬垫物,避免果实机械损伤.

１１３　储藏

使用塑料筐、竹筐或纸箱储藏于干燥通风良好库房或温度在２ ℃~５ ℃冷库,及时进行果品分级、
包装.

１２　生产记录

建立生产管理档案,对土肥水管理、整形修剪、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与储藏等生产环节所采取

的主要措施进行详细记录,记录应保留２年以上.生产记录表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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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余甘子生产记录

　
余甘子生产记录见表 A１.

表A１　余甘子生产记录

地块名称 品种

地块面积 种植日期 种植地点

施肥记录

肥料名称 养分含量 生产厂家
施肥量

kg/hm２
施肥方式 施肥日期 施肥人

施药记录

农药名称 有效成分 生产厂家
施药量

g/hm２
安全间隔期 施药日期 施药人

其他农事记录

农事日期 农事活动内容

采收记录

采收日期
采收量

kg

产品处理

直接销售 入库冷藏

　　记录人: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