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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哥贡柚’系芸香科（Rutaceae）柑橘属（Citrus
L.）， 是怀化市葛老哥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怀化职业
技术学院的科研团队于 2011 年从湖南省洪江市（原
黔阳县）园艺场的‘冰糖柚’园（有 10 余年的栽培历
史）中进行柚类资源调查时发现的一株少核、高糖且
食后无麻苦味的变异单株， 果实品质明显优于同园
栽植的‘冰糖柚’。 ‘冰糖柚’在洪江市有 30多年的栽
培历史，现在怀化地区的洪江市、芷江县、会同县等
地种植面积约 3 333.33 hm2。 由于‘冰糖柚’的果形大
小适中、水分充足，入口甜，食后略有麻苦味,深受消
费者喜爱， 已成为洪江市有名的白肉多汁柚类地方
特产。

‘老哥贡柚’是‘冰糖柚’的优良芽变株系。 2012年
春， 从变异母株树上采集接穗进行高接， 经 2013－
2015 年连续 3 年观察， 高接株与变异母株性状一致
稳定。 2019年 10月获得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品
种登记证书［编号：GPD 柑橘（2019）430014］。 ‘老哥
贡柚’树势较强，枝梢较密，坐果率高，果实圆锥形，
果肉白色，果皮浅黄色，果面光滑，油胞密集，纯甜无
酸，食后无麻苦味，平均单果重约 712 g，少核或无
核，可溶性固形物 12.3%，总糖含量 11.32%，总酸含
量 0.35%， 可滴定酸含量 0.22%， 维生素 C 含量每
100 g为 46.9 mg。 10月中、下旬成熟，果实耐贮藏，常

温下可贮藏 180 d，丰产、稳产，抗逆性强。 在 25℃左
右、空气湿度 75%左右,且年均温 18℃以上的温暖湿
润气候条件下生长良好，极端最低气温不低于-5℃的
地区均适合种植。 西南地区山坡和丘陵较多，宜开梯
种植。 怀化市葛老哥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开始
培育‘老哥贡柚’脱毒营养钵苗，2017 年 3 月开始定
植，2019 年开始投产，果实品质优良，受到当地消费
者的青睐。 现有种植面积约 66.67 hm2，主要在湖南、
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引种栽植。 最早栽培的示范果
园 2019 年产量超过 9 000 kg/hm2（第 3 年），其他果
园 2020年开始陆续投产，效益明显。

2016 年以来， 研究团队对柚类高效栽培技术进
行了研究，‘老哥贡柚’ 种植均采用机械化果园规划
与设计建园，采用高效的柚类栽培技术，在实现省工
省力的同时达到低成本高收入。

1 培植优质健壮的营养钵苗
1.1 营养钵基质的配置

按表层园土、腐熟的有机肥、细米糠（或细锯木
灰）以 6∶2∶2的比例拌均匀后放置一个月以上待用。
1.2 培植健壮营养钵苗
1.2.1 营养钵苗的管理 营养钵苗从每年的 4 月萌
芽后至 9月上旬， 每 7～10 d施 1 次液态硝硫基复合
肥，勤施薄施催苗速长。 9月下旬至 10月下旬控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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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哥贡柚’树势较强，枝梢较密，坐果率高，果实耐贮藏，果汁多、果肉脆而甜，深受消费者青
睐。 该品种现已引种到广东、广西、云南等地栽种。 新建果园按机械化规划高标准建园和以生草栽
培模式进行果园管理，做到省工省力节省成本，使种植户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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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施肥，喷施叶面肥（由哆效唑、磷酸二氢钾等混合
而成），控制秋梢生长，促使枝条成熟老化，提高苗木
抗寒性。 5 月多雨季节注意防治炭疽病，夏季预防潜
叶蛾为害刚萌发的新叶。
1.2.2 苗木出圃标准 苗木出圃要求根系发达完
好，地径 0.6 cm 以上，苗高 50～80 cm，枝条充实、丰
满，分枝低，枝叶茂盛浓绿无病虫害。
1.2.3 带土定植 春季 2、3 月培育的脱毒苗， 于当
年 9 月移植到营养钵中，浇透水，加强肥水管理与病
虫害的防治，培育壮苗。 第二年秋冬在云南、广西、广
东地区可以带土栽植， 在湖南则要在第三年春季萌
芽前才能带土定植（防冬季冻害）。 5、6月培育的脱毒
苗，于第二年春季萌芽前移植到营养钵中。 当年秋冬
可以在云南、广西、广东地区带土栽植，在湖南则要
在第二年春季萌芽前才能带土定植。

2 按机械化规划高标准建园
宜选择土层深厚、 肥沃和浇灌条件好的沙质壤

土地建园。
2.1 平地建园

平地宜起垄，防积水，垄宽 1 m，垄高 50 cm，垄
距 5 m， 确定合适的株行距， 平地株行距为 2.5 m×
5.0 m，定植 750株/hm2。
2.2 山地建园

山地坡度要求小于 35°， 开梯， 栽植穴要用挖
机挖松， 但不留坑， 开梯时将坡面表层肥沃土壤堆
积在梯外边栽植穴上形成栽植堆， 梯面宽 4～6 m，
株距 2.5 m。 若梯面宽为 3 m 可定植 1 行，定植在距
离梯外壁约 0.5 m 处， 树靠梯最内壁 2.5 m 以上，定
植 750 株/hm2；若梯面宽为 6 m 可定植 2 行，两行之
间间隔 4.5 m，定植 1 050株/hm2。
2.3 果园道路设置

果园道路由主道、支道和作业道组成，设置机械
作业道与支道相连，便于小型机械化作业，使小型耕
作机能到达每一株树处，施肥、喷施农药、灌水、输送
果实全部实现机械化，最大限度减少劳动力的投入，
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2.3.1 主干道 宽 5～6 m，与公路相通，便于肥料和
果品的运输。
2.3.2 区间干道 宽 3～4 m，能行走小型拖拉机。
2.3.3 区内小道 宽 2.5 m，便于履带式田园机械开
沟施肥、喷药、灌水等农事作业。

山地果园纵向阶梯走道，梯面要稍向内倾斜，减

少流水的冲涮力度。

3 设置蓄水池
整个果园根据地形， 在有利于收集雨水的地方

用挖机挖掘较大的蓄水池,便于雨季时蓄积雨水。 水
池的底部预先埋设排水管道，为干旱季节灌水、果园
喷药及液态施肥提供用水保障。

4 生草法栽培模式
生草法是指除树盘外，在全园或行间种植豆科、

禾本科等多年生牧草或自然生草的土壤管理方法。
实施生草的果园，除刈割草以外，无其他耕作管理。
果园生草的主要优点是，控制水土流失，增加土壤有
机质，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缓和土壤表层
温度的季节性变化和昼夜变化，促进表层根系生长，
从而提高果树的产量和品质。 此外， 害虫天敌种群
多、数量大，可增强天敌控制病虫的能力，减少农药
对环境的污染，为生产绿色果品创造条件。 生草法的
缺点是，草与果树竞争营养，需要有较好的肥水条件
等。 所以选择以低矮、产草量大、匍匐性强、耐践踏、
无粗大的直根， 能吸收和固定果树不易吸收的营养
物质，地面覆盖时间长、与果树无共同病虫害的果园
生草为佳，如紫云英、黄豆、苕子、三叶草、草木樨、酢
浆草、麦草和野燕麦等果园生草种类。 生草 5年左右
要翻耕重种，否则表层下容易形成草板结层，影响透
水和通气。 生草是果园土壤管理的发展方向，是以园
养园促进土壤良性循环的方法，值得推广。 但在降水
稀少、又缺乏基本灌水条件的果园应慎用。

树盘内保持清耕，勤施薄施尿素，催树速长，培
养树冠早日成型。 树盘以外保留杂草生长， 适时刈
割，一般一年刈割 2～4 次，尽量减少与果树的营养竞
争，刈割下的草散铺在果园中即可[1]，保湿抗旱。

5 肥水管理
苗木定植成活后，3 月下旬至 7 月下旬每隔 15～

20 d，于下雨前在离树冠滴水线以外 10 cm 处每株施
速效性硝硫基复合肥料 50 g，8 月上旬至 9 月下旬停
止施肥，叶面喷施多效唑控制秋梢生长，促使秋梢成
熟老化，提高其抗寒性，预防冻害。 挂果后在冬季或
早春重施有机肥（腐熟的人粪尿和饼肥 [2-3]等），果实
生长后期适当控制氮肥施用，增施磷、钾肥，巧施叶
面肥，提高果实品质和口感。

6 适时修剪
幼树促梢长树，扩大树冠，只对树冠外围的延长

枝进行适当的修剪， 树冠内部及基部的辅养枝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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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阶段到全面普及、主食养生全民保健
阶段。

5.1.1 高端引领阶段 在生产方式上采取蓝小麦原
粮订单生产， 限定规模与数量； 开展订单销售， 销
售方式上采用 “线上+线下” 多渠道。 定价策略上，
采取强化宣传引领， 广告投入， 走高投入、 高价
位、 占领高端市场的营销策略。 市场目标群体界定
为高收入、高消费群体，以及糖尿病等特定群体、礼
品消费类群体。

5.1.2 主食养生全民保健、 普及阶段 在高端方向
引领下，通过宣传，提升人们的主食养生意识，提高
大众对蓝小麦食疗功效的认可接受度， 带动加速推
广。推广模式主要从 3个方面开拓，一是对农村群体，
实行销售中高价位种子、自给自足模式；二是对城市
平民群体， 实行略高于普通面粉的中价位普惠模式；
三是对城乡高消费群体，打造蓝小麦高端品牌，实现
从产品消费到品牌消费、持续走高端高价位模式。

5.2 目前产业化的探索

5.2.1 蓝小麦原粮生产 一是建立了有 400 亩耕地
的“高青县沿黄河特色小麦家庭农场”，生产的蓝小
麦原粮主要用来打造高端品牌产品。 二是选择种地
大户与家庭农场签订回收合同， 实行蓝小麦原粮的
订单生产，主要满足电商平台商家订单供货合同。

5.2.2 爱民蓝麦 1 号的加工 一是投资安装小麦面
粉加工设备，加工销售，供给直销店；二是与其他面
粉厂合作代加工生产，为商家供货。

5.2.3 爱民蓝麦 1 号产品的销售 一是在大中城市

建立蓝小麦面粉直销处； 二是通过与电商平台商家
签约，签订供货协议，线上销售。

目前， 爱民蓝麦 1 号的年产销量仅只有几十万
斤规模，还处在高端引领、舆论造势阶段。 现行的做
法是以蓝小麦育种为引领，从种子繁育、原粮生产、
产品加工，到线上线下全面销售，打造蓝小麦全产业
链。 通过对育种产区打造标准化建设基地， 以点带
面，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生产规模，力争
扩大到整个鲁中、鲁西北地区，同时控制生产规模，
确保蓝小麦生产优质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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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待结果后逐步剪去过密的内膛枝，对下垂至地
面的辅养枝进行适当的回缩。 早期树高超过 2 m 以
上的及时回缩延长枝，控制树高不超过 2.5 m。 10 年
以上的结果树于冬季或早春时采用开天窗修剪法，
使树冠矮化，改善通风透光条件，促使内堂枝多结果，
确保无大小年， 增产增收。 因该品种花芽分化能力
强、坐果能力强，开花结果后，应适时进行疏花疏果，
6月中下旬开始疏果，疏去畸形果、小果、残次果[4]。

7 病虫害防治
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法，抓好冬季清园，

夏季病虫害高发期，注意及时用药防治。 怀化地区每
年施药 5 次，3 月底 4 月初第 1 次用药主要防治红蜘
蛛、 潜叶甲等，5 月中旬第 2 次用药结合保花保果防

治介壳虫、红蜘蛛、天牛等，6 月中下旬第 3 次用药主
要防治潜叶蛾、 锈壁虱，7 月上中旬第 4 次用药结合
施用哆效唑重点防治果实蝇、炭疽病、红蜘蛛、锈壁
虱等，8 月中旬第 5 次用药结合施用哆效唑重点防治
锈壁虱、果实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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