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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剑麻纤维单位面积产量随着科学进步及管理水

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现剑麻平均亩产直纤维已由过去

的100多kg上升到300多kg，广西垦区有的单位剑麻纤维

平均亩产达400多kg，有的岗位甚至高达500kg。由此可

见，剑麻单位面积产量潜力很大。如何加强剑麻科学栽

培技术管理，提高剑麻单位面积产量，达到高产稳产的

目的，是我们在发展剑麻生产中应十分关注的重要问

题。现将剑麻生产管理中几个关键的高产稳产栽培技术

措施介绍如下。

1 下足基肥，选用大、壮、嫩麻苗
基肥是剑麻速生快长的基础，下足基肥可以保证剑

麻生长所需的养分，促进剑麻的正常生长。可用猪屎或

鸡屎加上钙镁磷肥或塘泥、滤泥一起沤制半个月作基

肥，基肥以穴施为主，每穴放5kg，并与泥土拌用，定植

时要防止麻头直接接触肥料，以免伤根。

剑麻苗一定要严格选用麻头大、叶片厚、粗壮、幼

嫩、无病的麻苗，一般苗龄在一年以内、苗重3～4kg的

苗比较好。种植时间一般在当年9月份至次年4月份前，

不宜在5至8月份高温多雨季节种植，以防病菌感染。种

植时要浅种、扶正、压实泥土，保证做到“浅、稳、

正、直、齐”。种植株行距一般为1m×1m，大行区3.5～

4m。

2 麻田管理
山地剑麻田杂草生长快，特别是4－8月份的高温多

雨季节，杂草生长特别旺盛，直接与剑麻争肥，如不及

时除草灭荒，很快会荫蔽麻苗，严重影响剑麻正常生

长。因此，铲草灭荒是麻田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幼苗

期主要以灭荒为主，一年要灭荒2～3次，一般春夏季1～

2次，秋冬季1次。开割麻一年要1～2次。目前除草灭荒

采用人工和药物两种办法。现在人工铲草灭荒工钱高，

每亩成本30～40元，而且铲后生长较快，最好是用药物

除草。一般用蔗草灭、二甲四氯钠，每亩成本才20多元

且除草效果较好，一年喷2次基本上可以控制草荒现象，

大大节约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剑麻属于好气性、浅根性、一年生根的作物。通过

中耕松土断根，可以保持土壤蔬松，通气好，有利于根

系的生长发达，提高根系吸收养分的能力。每年冬季的

12月－2月前，可在剑麻叶片滴水线下进行全园中耕松

土，中耕深度约25cm左右。

培土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土层，改良土壤，保持土壤

蔬松，有利根群发达。开割麻主要以培土为主，最好结

合压青进行。要对麻畦两边和麻园间内进行培土，培土

厚度要达20cm以上，一般在施完早春肥后进行。

此外，新植1～2年的幼龄苗要进行割脚叶，扒地的

残叶、老叶要清除掉，以减少其对养分和水分的消耗，

促进剑麻生长。麻田还要开排水沟防止积水。

3 科学施肥
要坚持以有机肥为主、化学肥料为辅、合理配方施

肥的原则。有机肥料主要是猪屎、鸡屎、滤泥、塘泥、

菜子麸等，沤制后施用较好。化学肥料中氮、磷、钾、

镁、钙要合理搭配，偏施某种元素的肥料对剑麻生长不

利，特别是偏施氮肥会出现很多问题，容易感染病害。

要根据土壤养分及剑麻生长所需的养分状况，做到缺什

么、施什么，缺多少、施多少。另外还要注意微量元素

如硼肥的施用。

幼苗期主要以有机肥为主，每亩施用猪屎1000kg，

钙镁肥75kg。以穴施为主，一般在小行中间或两株中间

开50cm×40cm×30cm的穴。开割的大麻由于大量消耗养

分，带走了大量氮、磷、钾等元素，要增加有机肥和化

肥的施用量，每亩施猪屎1000kg、磷镁磷肥100kg、复合

肥75kg，以通沟施为主，开宽40cm、深24cm的长沟，肥

料必须撒匀在沟里并与泥土拌匀，以免肥料过于集中而

伤根。合理施肥有利于提高剑麻根群吸收养分的能力，

提高肥料利用率。

剑麻是喜钙作物，比较适宜在微酸性或偏碱性土壤

生长，另外剑麻纤维含钙比较高，每年开割会大量带走

钙元素，因此，要注意石灰的施用。每年每亩施150kg石

灰，可以单独施用，也可以与麻渣混合施用。施用石灰

有利于提高剑麻抗性，增加纤维率。

4 合理留叶
合理留叶是剑麻高产稳产的基础，割叶过多或留叶

少都会影响剑麻正常生长，进而影响来年产量。根据实

践经验，留叶以麻头的最大处为基点，麻头最大处以上

的叶片全部保留，麻头最大处以下的叶片全部割除。一

般留叶在50～60片为宜。

5 病虫害防治

要高度重视剑麻病虫害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

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及时做好防治工作，保证剑麻

正常生长。

目前影响剑麻生产的主要病害有斑马纹病、茎腐

剑麻高产稳产关键栽培技术措施
□  广西农垦国有茂青农场 陈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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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这两种病害多数发生在高温多雨季节，传染性强，

危害性比较大，如不及时防治，可危及整个麻园。防治

措施一是要开好排水沟，防止积水；二是要合理配方施

肥，增施磷钾肥和石灰，防止偏施氮肥，提高剑麻自身

抗病能力；三是要及时清理病株麻，发现一株清理一

株，病株麻要集中烧毁或深埋，并用托布津或多菌灵800

倍或石灰对病穴消毒。

剑麻的生理病害主要由缺少某种元素引起或环境变

化引起，会因缺钾、缺硼、缺磷、缺镁等引起各种症

状，通过缺什么元素补什么元素就可以解决。日夜温差

大对剑麻生长有较大影响，如今年4月中旬桂东南地区剑

麻大面积出现叶片干枯症状，主要是白天和晚上温差较

大引起，这种温差病主要靠增施磷、钾、钙肥来解决。

剑麻虫害主要是红蜘蛛，靠近打麻地方的麻畦麻株

容易出现红蜘蛛。一要注意离麻畦远一点打麻，二要用

螨类杀虫剂喷杀。

在福建省漳州地区，芒果炭疽病对芒果的为害最

为严重。本文在此介绍芒果炭疽病及无公害综合防治

技术，供果农参考。

1 症状
芒果炭疽病可为害嫩梢、叶片、花穗和果实。嫩梢

受害后出现大小不一的淡褐色圆形或不规则病斑，造成

嫩叶皱缩、扭曲或穿孔；叶片被侵染后，成熟叶片会出

现圆形至多角形黑色病斑，中央稍凹陷，大小为0.3～

0.5cm，严重时黄化甚至脱落；花穗受害后花梗上最初呈

现红褐色不规则斑点，扩展后连成不规则大病斑，导致

花朵变褐、凋萎、脱落，花穗变黑色；果实幼果受侵染

后最初呈现红色斑点，扩大后出现近圆形的黑色凹陷病

斑，严重时幼果变黑而脱落。中果受侵染后果皮上出现近

圆形黑色凹陷病斑。病菌有潜伏侵染的习性，常在果实采

收前或采收后出现症状，初现圆形黑色凹陷病斑，扩展后

成不规则黑色凹陷大斑并侵染果肉，导致果实腐烂。

2 病原
有性阶段  Glomerella cingulata (Stonem.)

Spauld. et Schrenk为子囊菌亚门的围小丛壳菌，其子

囊壳近球形，大小86.2～135.6×97.3～152.6μm； 子

囊棍棒形，单层壁；子囊孢子长椭圆形至纺缍形，无色

稍弯曲，单行排列，大小10.5～15.1×4.3～7.4μm。无

性阶段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des Penz是半知

菌亚门的盘长孢状刺盘孢菌，其分生孢子盘扁圆形,半埋

生，黑褐色，大小110～260×30～85μm；分生孢子圆柱

形，无色，单胞，大小9.1～20.4×3.6～5.6μm。分生孢

子在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高于90％时才能萌发。

3 发病条件
病原菌生长发育的温度为15～35℃，最适温度为

22～30℃。该病主要靠分生孢子传播，分生孢子随风、

雨、昆虫或园中农事操作等传播到新梢、花穗或果实

上，如相对湿度高于90％时，分生孢子即萌发并穿透寄

主表皮而进入皮层细胞中侵染为害，继而不断产生新的

分生孢子进行再侵染；如果湿度不适宜，分生孢子就暂

时休眠并潜伏下来，等到果实成熟后再萌发侵染，引起

果实腐烂。在漳州地区的气候条件下，病原菌没有越冬

期，病害全年都会发生，在高湿的环境条件下发病最为

严重。不同芒果品种的抗病性有一定的差异，台农一

号、金煌和玉文六号品种较抗炭疽病，而爱文为感病品

种，其它品种如海顿、圣心、凯特等中等抗病。

4 无公害综合防治技术
芒果炭疽病的防治主要是保护嫩梢、花穗和果实

（包括贮运期果实），要采用以减少病原数量、降低果

园空气湿度的农业防治措施为主，药剂防治为辅的综合

防治措施。

4.1 修剪

芒果在生长发育期间由于温度高，雨量多，枝条的

生长非常旺盛，如果任其自然生长，必然枝条太密、树

形杂乱、光照不足、通风透气不良、炭疽病发生严重。

修剪的目的是使枝条分布合理，树冠通风透光，降低相

对湿度，减少炭疽病菌对枝叶花果的侵染或再侵染。

幼龄芒果树的修剪主要是培养枝干生长并分布到四

周围，形成如“碗状”的半球形树冠。成年芒果树的修

剪方法为：春梢抽出后，选留发育健壮的新梢，剪除过

多无用的细弱梢，同时剪除无结果的老枝和短枝。另外

尽量将树冠内膛的枝条剪除，构建通风良好、光照充

足、形如“碗状”的树冠；果实采收后，应剪除直立的

徒长枝以及病枝、枯枝、老弱枝、下垂枝、过密枝和衰

弱枝等，并维持“碗状”的树冠。

4.2 水肥管理

一般在每年着果后和采果后各施一次肥料，施肥的

种类和数量应根据土壤肥力、树龄、当年结果量、品种

芒果炭疽病及无公害综合防治技术
□  福建省农科院闽台园艺研究中心 郑加协 甘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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