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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猕猴桃生长势强，枝长叶大，每年都需要通过人工修剪来协调其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关系，保持其稳产高产。 在猕猴桃生长的
不同时期采取合适的修剪方法，不仅对维持树体健壮、保持较高的结实能力和延长树体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还能节省大量的劳动
力和减少肥料投入。 综述了猕猴桃冬季和夏季修剪方法、雄株修剪方法，总结了目前修剪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猕猴桃；整形；修剪技术
中图分类号　 Ｓ ６０５＋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５１７－６６１１（２０１８）１８－００５２－０２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ｒｕ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ｗｅｉ， ＸＩＡＯ Ｊｕｎ，ＬＩ Ｘｉｕ⁃ｙａ ｅｔ ａｌ　 （Ｌｉｕｐａｎｓｈｕ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Ｌｉｕｐａｎｓｈｕｉ，Ｇｕｉｚｈｏｕ ５５３０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 ｈａ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ｙ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ｒｕｎｉｎｇ ｅｖｅｒｙ ｙｅａ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 ｉｔｓ ｓｔａｂｌ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ｐｒｕ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
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ｓｐ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ｓａｖｅ ａ ｌｏｔ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ｐｕｔ．Ｗ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ｅ 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 ｐｒｕ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ｗｉｎ⁃
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 ｐｒｕ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ｔａｍｉ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ｒｕ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基金项目　 省市合作科技特派员专项（５２０２０－２０１６－Ｓ－ＫＴ－００１）；省市
科技合作项目（５２０２０－２０１５－Ｈ－０６）。

作者简介　 汪志威（１９８７—），男，湖北黄冈人，农艺师，硕士，从事作物
栽培与育种研究。 ∗通讯作者，农艺师，从事作物栽培与育
种研究。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４－１８；修回日期　 ２０１８－０５－０９

　 　 猕猴桃属于猕猴桃科（Ａｖ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猕猴桃属（Ａｃｔｉｎ⁃
ｉｄｉａ）的多年生落叶性藤本植物［１］，原产于中国长江流域，自
然分布在秦岭及以南、横断山脉移动的地区［２］。 目前，猕猴

桃分布主要以我国为中心，北至韩国、朝鲜、日本及西伯利亚

东部等，南至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等。 猕猴桃用途广泛，除
了作为鲜果食用外，还可以加工为果汁、果酱、罐头、果酒、果
脯等产品，其营养价值高、医疗保健作用好，被誉为“水果之

王”“果中珍品”，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３］。 猕猴桃营养生长

旺盛、坐果率高，修剪技术会显著影响果园的产量和果实的

品质。 若修剪过重，当年树势旺盛、更新枝多，但产量下降；
若修剪过轻，当年产量高，但树势较弱、果实品质下降、容易

感病［４］。
猕猴桃全生育期分为 ４ 个时期，分别为幼树期、初果期、

盛果期和衰老期。 根据品种不同，幼树期一般需 １～４ 年，初
果期一般需 ２～３ 年，盛果期一般为 １５～３５ 年，衰老期一般为

５～１０ 年。其中，幼树期和初果期时间较短，受人为影响较小；
盛果期和衰老期时间较长，受人为影响较大［５］。 因此，必须

根据树龄时期的生长发育习性，采取合理的修剪方式［６］。 鉴

于此，笔者综述了猕猴桃冬季和夏季修剪方法、雄株修剪方

法，总结了目前修剪存在的问题。
１　 猕猴桃冬季修剪方法

１．１　 幼树期　 猕猴桃一般上年 １２ 月—次年 １ 月进入休眠

期，所以修剪最好在此阶段进行。 杨永军等［７］ 认为，幼树期

修剪主要以培养树体骨架为主，使幼枝按照所要培养的树形

生长，为后期生产打好基础。 该阶段修剪原则是：以培养树

形为主，定好主干和主蔓，冬季从饱满芽处短截，使来年多萌

发强壮枝条，构建树形的骨架枝蔓［８］。 如果此时主蔓上的枝

蔓较少，可采取短时间弓形捆绑和绞缢技术促使多发新枝；
如果此时主蔓上枝蔓较多时，可选择壮枝拉平绑缚，培养成

结果母枝，将其他的较弱枝条 ２、３ 个芽处短截。 在培养主干

和主蔓时，尽量选择通直枝条，减少弯曲和结节，保持营养输

导组织通畅；如果找不到合适培养成主蔓的枝条，需选择回

缩（重剪），来年再定主蔓。 在培养结果母枝时，尽量主蔓两

边交叉选择，不要选择对生枝条，防止因为养分在对生枝条

处分配运输不畅，造成卡脖效应，导致后面的枝条生长受阻

而衰弱。
１．２　 初果期　 该时期树形基本培养完成，结果母枝较少，树
体负荷不重、树势旺，这个阶段修剪原则是：进一步扩大树

冠，完善树体骨架；诱发基部潜伏芽和利用绞缢技术，促使树

体萌发壮枝，大量培养结果母枝和备用结果母枝，以产量压

树势，缓放骨架枝蔓以外的的枝蔓，促进花芽分化，以果压

冠，稳定树势，为盛果期打好基础。
１．２．１　 梳除结果枝。 当年衰弱短枝、损伤病虫结果枝应从基

部截除。 对当年较旺的结果枝可根据当年的更新枝数量和

生长空间修剪：①如果当年更新枝较多，但是还有生长空间，
可在 ３～５ 个芽处短截；②如果当年更新枝较多，但没有生长

空间，可在基部 ２～３ 个芽处短截；③如果当年更新枝少，可在

７～９ 个芽处短截。
１．２．２　 重用更新枝。 绝大多数更新枝要保护利用。 ①对较

短的更新枝，选择 ２～３ 个芽处短截，促使萌发更新枝；②对较

长但较弱的更新枝，可在 ５～７ 个芽处短截；③对于健壮的更

新枝，可根据情况在 １０～１５ 个芽处短截。
１．２．３　 重剪徒长枝。 ①主干基部和枝蔓基部的徒长枝应从

基部截除；②位于刀口上有生长空间的可在 ３～ ５ 个芽处短

截，如果没有生长空间的应在基部短截；③长在主蔓背部的

徒长枝应在 ２～３ 个芽处短截，从而促发健壮的春梢。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１８，４６（１８）：５２－５３，５６



１．３　 盛果期　 在猕猴桃盛果期，树体骨架结构基本固定，树
势由旺盛转向中庸，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趋于平衡。 此时对

结果枝、更新枝的修剪可以参照初果期，但要注意维护树体

结构、保持树体健壮、维持树体稳产为主，要注意枝蔓的更

新，延长盛果期年限，具体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１．３．１　 确定单株留芽量。 不同猕猴桃品种结果习性不尽相

同，但每个品种都有自己的特性。 因此，可以通过单株定产

来确定留芽量，从而指导冬季修剪：
　 　 单株留芽量［５］ ＝单株预定产量（ｋｇ） ／ ［平均单果重（ｋｇ）×
单果枝留果数（个）×果枝率（％）×萌芽率（％）］
１．３．２　 疏除病虫直立枝。 盛果期冬季修剪：①疏除粗壮的的

直立枝条，因为它难以压条或在绑蔓时容易折断，利用率低；
②疏除病枝、弱枝，因为病枝弱枝结果率低、果实品质差，不
及时剪除容易造成树体退化；③减掉下垂枝，因为下垂枝不

易绑蔓，而且下面光照不足，容易引发病虫害。
１．３．３　 及时更换结果母枝。 猕猴桃在盛果期，结果母枝的去

留会影响到单株产量和果实品质，因而非常重要。 对多年生

连续结果、内堂光秃的结果母枝要及时更除，培养靠近主蔓

的更新枝代替，保持树体健壮。 盛果期开始，可每年更新一

半的结果母枝。
１．３．４　 合理更换支蔓。 重剪衰老枝和结果能力下降的枝蔓，
促发更新枝。 保留从老蔓上发出的徒长枝，根据实际情况于

饱满芽出短截，培养成结果母枝蔓或是支蔓。
１．４　 衰老期　 衰老期猕猴桃树势明显偏弱，花多但结果少而

小，品质也随着下降。 此时宜重剪，促发更新枝，保留强壮枝

条，去掉弱枝。 此时修剪可分年分批缩短结果母枝蔓枝组，
每 ２ 年整体更换 １ 次，尽量多留短梢（３～５ 个芽）和中梢（５～
９ 个芽），少留中长梢（１０～１５ 个芽）和长梢（＞１５ 个芽），以多

留枝代替留长枝来保证产量。
２　 猕猴桃夏季修剪方法

猕猴桃夏季修剪也十分重要，如果夏季修剪得当，冬季

修剪就十分轻松，可达到事半功倍效果。 夏季修剪主要有抹

芽、疏枝、摘心和绑蔓等。
２．１　 抹芽　 抹芽其实在春季就已经开始，主要是去掉刚萌发

的芽，或位置不得当、过密的芽。 从春季开始，猕猴桃主干和

主蔓上会萌发很多潜伏芽，这些潜伏芽萌发并不长出花蕾，
将来会长成徒长枝。 对于这些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去留：
①如果这些芽在主蔓上或是结果母枝基部，且有生长空间的

一般保留，但要及时绑蔓合理摘心；②如果出现在结果母枝

中部或是顶端，则全部抹去。 抹芽是一个长期工作，从猕猴

桃发芽开始，每隔 ７～１４ ｄ 就要进行 １ 次抹芽，而且抹芽需彻

底及时，防止营养浪费，为猕猴桃其他生产环节减少工作量。
２．２　 疏枝　 猕猴桃叶片多而大，如果不进行疏枝，不仅容易

造成冠内阴避、影响叶片光合作用，而且还容易引发病虫害。
疏枝一般是在授粉后 ３０ ｄ 开始，在枝条旺盛生长的关键时期

（６、７ 月）要及时疏除结果母枝上的多余枝条，保证留下的枝

条间距不小于 ２５～３０ ｃｍ。 疏除对象包括为结果且来年不能

使用的发育枝、瘦弱的结果枝和病虫枝。

２．３　 摘心　 猕猴桃的枝条在长到一定程度时，大部分会停止

长长，转而进入木质化阶段。 但长旺枝任然保持较快速度生

长，缠缚在其他枝条或架子上，造成营养损失和田间操作不

便，因此需要及时进行摘心控长。 不同枝条的摘心时间不

同：①对于离主干主蔓较远的结果枝摘心，大约在授粉后 ７～
１４ ｄ 进行，此时只是对外围结果枝摘心，大约在 １０ 片叶处将

顶端摘除；②内堂但不在主干主蔓上的更新枝摘心，一般是

在枝条上长出 １２～１５ 片叶（８０～１００ ｃｍ）时进行，此时大部分

中短枝已经停止生长，对未停止生长的顶部开始弯曲的枝

条，在 １２～１５ 片叶左右处进行摘心处理，抑制其进一步长大，
这个时期摘心一般持续时间较长，每隔 ７～１４ ｄ 摘心 １ 次；③
主蔓和主干上的更新枝可在其要开始缠绕其他物体时再摘

心，摘心要把握好轻重，摘心过轻达不到效果；摘心过重（３～
５ 片叶处）会促使叶芽萌发，又长出二次枝。
２．４　 绑蔓　 绑蔓是猕猴桃生产过程中一项常规性工作，也是

猕猴桃整形修剪的一项重要工作，冬季绑蔓有利于萌芽，夏
季绑蔓有利于培养枝条。 猕猴桃生长旺盛，前端极易缠绕，
若果不及时绑蔓，很难培养所需要的树形。 因此，不管是冬

季修剪还是夏季修剪，都要重视绑蔓工作。 绑蔓可灵活运用

水平、倾斜和弓形等不同方式。 水平和弓形式绑蔓能有效抑

制枝蔓极性生长，提高芽眼萌发率；倾斜式绑蔓则可以维持

枝蔓的中庸长势。 因此，旺盛生长和徒长枝蔓及棚架整形多

以水平或弓形式为主；结果枝和生长中庸枝多以倾斜式为

主。 幼树期要注意给幼苗搭支架，不要让主蔓缠绕在支架上

向上生长。
３　 猕猴桃雄株修剪方法

猕猴桃大部分是雌雄异株，雌雄株承担的任务不同，雌
株负责结果，雄主负责给雌株提供花粉，所以雌雄株修剪方

式有所不同，雌株修剪主要在冬季和夏季，而雄株修剪主要

在夏季。 雄株在冬季修剪时，可仅梳除枯枝、病虫枝、弱枝和

尚未木质化的夏稍、秋稍，短截缠绕枝和位置不当的徒长枝，
其他枝条可不做修剪。 待授粉后，雄株枝条立即回缩，防止

跟雌株竞争生长空间，此时将雄花枝条缩短到 ５０～６０ ｃｍ ，梳
除春梢不好的开花母枝，均匀保留主干主蔓上的健壮的方位

好的更新枝，结合抹芽、摘心、绑蔓等技术培养成来年的开花

母枝。
４　 猕猴桃修剪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猕猴桃生产实践上，较多认为保留旺枝作

为结果枝，在其饱满芽处短截修剪［４］。 此种修剪方法可以保

证当年产量，但从猕猴桃产业长远发展来看还存在许多问

题。 ①加剧结果枝外移，在饱满芽处短截，加剧了短截处顶

芽的顶端优势，这样春季萌芽时，顶端芽早发徒长；中部芽难

以萌发，或者萌发有花蕾，但抽不出枝条；基部芽萌发，但抽

出的枝条虚弱，造成来年修剪困难，难以找到离主蔓较近的

合适的结果母枝，最后逼迫保留顶端枝条当成次年的结果母

枝，导致结果枝大量外移，年复一年造成树体内堂空虚，外移

果枝养分输送困难。 ②降低来年萌芽率，旺盛生长的枝条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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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磷酸盐浓度对衣藻生长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ｈｌａｍｙｄｏｍｏｎａｓ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ｉｉ

３　 讨论与结论

该研究中磷酸盐对铜绿微囊藻生长的影响与李夜光

等［１２］的研究数据基本一致，而与张胜花等［１３］、张芹等［１４］ 的

研究差异较大，这可能是因为绣源河风景区水体中氮磷浓度

一直较低，铜绿微囊藻吸收磷酸盐的能力不强，利用磷酸盐

进行代谢的酶活性不高，所以试验中所测得的最适磷浓度低

于其他研究。 铜绿微囊藻对于磷有较强的储存能力，对营养

盐的结合也比其他藻类强，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

质［１４－１５］，故后续试验中还要进一步延长试验周期，以检测对

蓄积磷的利用效果。 另外，试验中使用了静置培养的方式，
与其他研究中采用的摇床培养相比，不利于藻细胞与营养物

质之间的充分混合，也可能是限制铜绿微囊藻利用磷酸盐的

因素。 造成差异的具体机制后续会通过磷酸盐蓄积试验进

行探究。
对于衣藻生长条件的研究所见报道较少，仅见李夜光

等［１２］的报道，与之相比该研究所测得的衣藻最适生长磷浓

度相对较低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同上述铜绿微囊藻的分析。
　 　 从绣源河风景区的监测数据来看，该区域水体并未达到

富营养化的程度，但是由于其周边不断城镇化的发展，由于

山东大学即将迁址绣源河周边，将来难免有更多的生活、试
验废水排入绣源河水体，如果不加以严格控制，则水体的富

营养化程度肯定会加强。 所以对绣源河风景区水域进行富

营养化的判定、预防和防治，目前都需要可靠的数据支持与

相关技术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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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度差，生长期间节间距长，芽不饱满，抗性差，导致来年萌

芽率降低，影响产量。 ③因为修剪不得当，导致根冠比失调，
树体同化作用制造的养分被顶端旺枝新稍消耗，导致运输到

地下部分的同化物质少而根系生长不良。 ④出现大小年结

果现象，易发溃疡病。
５　 小结

我国猕猴桃规模种植起步晚，对修剪技术的研究时间也

不长。 经过前人的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修剪技术，但不

同研究人员最后结果不同。 曾秋涛等［９］认为，修剪时放缓可

大幅提高单株产量和结果量；吕岩［１０］ 研究表明，多芽少枝修

剪法既可丰产，保持良好树势，还能提高树体抗性；刘旭峰

等［１１］研究发现，长枝修剪可明显提高产量，单果重随结果母

枝留芽量的增加而降低。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固定

的适合所有品种的修剪方式，所以修剪方式要因地制宜、因
树而异。 切忌“断章取义”，把他人的研究成果不加思索地照

搬到自家的猕猴桃修剪上来，要根据猕猴桃树龄、树势等自

己摸索，采取合理的修剪方式，保持高产稳产、树体健壮，延
长盛果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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