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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手丰产栽培技术


邹文武１　　朱　雯２

（１．广东省河源市国有黎明林场，广东 河源 ５１７２００；２．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要　文章介绍了佛手的生物学特性、种苗繁育、栽植技术和主要病虫害防治等，为佛手栽培种植提供
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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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手（Ｃｉｔｒｕｓｍｅｄｉｃａｖａｒ．ｓａｒｃｏｄａｃｔｙｌｉｓ）为芸香科（Ｒｕｔａｃｅａｅ）柑橘属（Ｃｉｔｒｕｓ）常绿灌木或小乔木，药用佛手
为其干燥果实，别名佛手柑、五指柑、佛手果、手橘。佛手为栽培品种，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在我国不同的栽

培地区，有不同的名称，产自广东省肇庆市的高要、四会、德庆，云浮市郁南等地的称“广佛手”；产于四川的，

则称为“川佛手”；产于浙江的，则称为“金佛手”。此外，在广西、安徽、云南、福建等省区也有栽培、出产。佛

手以广东产的品质最优，果实硕大，为“十大广药”之一［１］。

佛手含有香叶木甙、橙皮甙和佛手内酯等化合物。花、果实、叶和根入药，能止咳化痰理气，治疗肝胃气

郁、胃痛呕吐、饮食不振、胸腹胀满等病症，为传统中药［２３］。佛手果型奇特，状如五指，且香味浓郁，是闻香赏

果的花卉名品。此外，佛手油香型高雅，佛手果挥发油含量可达１．６％［４５］，是食品和高档化妆品的重要添加

剂。在国外，佛手主要作为一种名贵的香料油植物，广泛应用于食品和化妆品中［６７］，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由于佛手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具有良好的利用开发前景，目前，国内对佛手的研究日益精进，已在其化

学成分、药理作用等方面［８１０］取得阶段性进展。本研究详细介绍了佛手的栽培技术，旨在为佛手栽培提供技

术指导，加快对佛手药材的开发利用。

１　生物学特性

佛手为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单叶互生，呈长椭圆状，边缘略有锯齿，叶柄短，叶腋有刺，无翼叶，无关节。

老枝呈灰绿色，幼枝略带紫红色，附生短而硬的刺。枝梢叶腋开花，圆锥花序，花单生，花萼杯状，上部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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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部紫赤色。果实冬季成熟，鲜黄色，上部分裂如掌，基部圆形，成手指状，果皮厚，果肉几乎完全退化，香气

浓郁［１１］。

佛手每年抽梢４次，可分为春梢、夏梢、秋梢及冬梢。一般在栽后２～３ａ开始结果，其花期很长，从每年
１２月至翌年９月都有开花，花期为４～５个月。果实成熟期也不一致，每年的６—１０月均有果实采收。佛手
花有雄性花（单性花）和雌雄花（两性花）２种。

佛手适生于热带、亚热带，喜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环境，耐寒性差，不耐冰霜及干旱，耐阴，耐瘠，耐涝。

最适生长温度为２２～２４℃，越冬温度５℃以上，最适宜年降水量为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ｍｍ，最适宜年日照时数为
１２００～１８００ｈ。适合在土壤深厚、疏松肥沃、富有腐殖质、排水良好的酸性壤土、沙壤土或黏壤土中生
长［１２］。

２　栽培管理

２．１　栽培品种
佛手栽培品种较多，四川产区主要有盘龙佛手和藤佛手；江浙地区主要是南京种植，有大种佛手和小种

佛手；广东地区有大果种佛手［１２］。

２．２　选地整地
选择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阳光充足，冬季无冰冻的地方栽培。土壤以含腐殖质丰富、酸性中壤土或沙质

土为好。选地后，翻耕土壤，施入有机肥作基肥。要选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沙壤土作苗床，且

确保灌溉方便。深耕细作，每公顷施入腐熟厩肥３．７５×１０４ｋｇ，翻入土中作基肥，起宽１．５ｍ左右的高畦，开
畦沟宽３０ｃｍ以上，深约２０ｃｍ，作扦插育苗的苗床［１３］。

２．３　繁殖方法
以扦插育苗繁殖为主，亦可嫁接繁殖。

２．３．１　扦插繁殖　（１）插条选择。插条应选７～８ａ生以上、生长健壮、无病虫害、产量较高且稳定的植株作
为母树，从上一年没有挂果的或者当年生的春梢（或秋梢）中选择粗壮的青绿色枝条为插穗。

（２）插条截取。按１８～２０ｃｍ（３～５个芽）为一段截取，剪去一半叶片和刺，下端的切口在节下，以利于
发根。用锋利的刀，将下端插口，按４５°削成马耳形。插穗应随剪随削随插，有利于提高成活率。

（３）扦插时间。扦插以３月春梢萌发前为好，也可在８—９月高温多雨季节进行。
（４）扦插方法。扦插株行距为３０ｃｍ×６ｃｍ，不可倒插。每公顷约插１８～２２万株。插后覆土压紧，使先

端１个苞芽露出土面，并用手将周围泥土捏实，使土壤与穗条紧密接合，利于生根。
（５）扦插条的管理。扦插后，需搭棚防晒，注意淋水防旱，如果久雨不晴，则要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及

时除草，适时施肥，待长出根系后追施稀薄的人畜粪尿水，每公顷可用 １５００ｋｇ人畜粪尿，兑水 ７５００～
１１２５０ｋｇ后淋施，以利于加速扦插苗根系生长。１～３ａ时每月追施１次，浓度可逐渐加大。
２．３．２　嫁接繁殖　（１）嫁接时期。切接在春季３月上、中旬进行；靠接在秋季８—９月上旬进行。

（２）砧木和接穗的选择。砧木宜选择４～５ａ生的香橼（Ｃｉｔｒｕｓｍｅｄｉｃａ）或柠檬（Ｃｉｔｒｕｓｌｉｍｏｎ）；接穗采自已
经开花结果的优良品种植株上一年春季或秋季萌发的枝条。

（３）切接法。将砧木基部以上５～７ｃｍ处剪平、削光，将光滑部分作为斜切面，深度约１．０～１．５ｃｍ。接
穗留２～３个芽，将下端削成１．０～１．５ｃｍ的长楔形，然后将砧木切口一侧与接穗切口对齐，紧密贴合后用塑
料薄膜捆扎，待半个月接口愈合且接穗抽芽后松土除草。４５～６０ｄ后，接穗开始抽梢，将包扎物除去，以防
新梢弯曲。

（４）靠接。将砧木距土面２０～３０ｃｍ处削成４～７ｃｍ的盾形削面；再选１～２ａ生健壮的接穗，一边削成
比砧木削面稍长的盾形斜面；然后将２个削面形成层对齐靠实，用塑料薄膜缠紧。１个多月后将接穗自母株
断下，把砧木上部剪掉，即成新株。

２．４　定植
２．４．１　种植时间　春、秋两季均可定植，但以２—３月气温回升，新芽即将萌发时移植较好。过早春寒，过迟
苗已抽梢，成活率低。

２．４．２　种植密度　株行距为（２．０～２．５）ｍ×（２．５～３．０）ｍ，以１５００～２０００株／ｈｍ２为宜。
２．４．３　种植方法　扦插或嫁接苗培育１ａ后，选取高５０ｃｍ以上、粗壮无病虫害的苗木，将分枝剪去，只留
一主干，根长不要超过２０ｃｍ。栽种时，将挖出的表土先放入植穴内，再加入厩肥、堆肥等基肥，与表土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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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加入少量泥土。每穴栽１株苗木，扶正，使须根向四周扩展，用细土培根踩实，最后覆土稍高于地面，栽
种后浇水，再培土［１４］。

２．５　田间管理
２．５．１　中耕除草　定植后要经常中耕除草，一般每月１次。由于佛手根系分布较浅，松土要浅松不宜深松。
及时拔除杂草，以免消耗养分。

２．５．２　施肥　施肥浓度和次数应根据树龄大小、生长好坏而定。１～３ａ实生苗，每年施肥４～６次，即在
３—８月间每月施１次人粪尿，每公顷用７５００～１００００ｋｇ，浓度以较稀为宜。对已结果的植株，一般每年施
肥３～４次，开花前施肥１次，幼果长至３～４ｃｍ长时施１次，采果后再施１次，人粪尿、粪饼等均可。
２．５．３　整形修枝　佛手树冠不规整，树梢生长杂乱，为促进生长、结果，每年都需剪去衰弱枝、病枝、枯枝，使
枝条分布合理，减少病虫害等。整形修枝宜在３月萌芽前和冬季采果后进行。
２．５．４　弯枝　为防止茎干徒长，增加结果枝，还应采取弯枝管理措施。当植株高１ｍ左右时，在９—１１月晴
天，可用竹篾片一端缚在树枝上，用力慢慢向下弯至主干，离地高０．６ｍ时，将竹片的另一端插入土中进行弯
枝处理。

２．５．５　疏花摘芽　佛手在肥料过足、长势过旺或树势衰老时会发生早花现象，且多为雄花，不结果，须人工
采摘掉。５—６月开的花一般能结果，但每一短枝只留１～２朵花，其余的要摘掉。开花期内，要将主干和大
枝条上的春芽全部摘掉，夏季以后的芽可以适当保留［１５］。

３　病虫害防治

３．１　病害
３．１．１　黄龙病　秋冬干旱季节发病最多，由寄生于韧皮部的类细菌引起。防治方法：剪掉或挖除病株，并集
中用火烧毁。在病害初期以５Ｌ烟叶浸出液（烟叶５００ｇ），加５０ｇ辣椒水、１５ｇ氯霉素及１５ｍＬ９０１农用增效
展着剂混合过滤，隔６ｄ左右喷１次。
３．１．２　炭疽病　由真菌引起。防治方法：发病前喷１∶１∶１５０波尔多液，保护新梢生长，发病时喷５０％二硝
散５ｇ／Ｌ溶液或７０％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１．００～１．２５ｇ／Ｌ溶液喷雾防治，每７～１０ｄ喷１次，连喷２～３次。
３．１．３　疮痂病　由真菌引起。发病初期叶片上出现油渍状黄白色斑点，病斑扩大后木栓化，病组织隆起外
突，呈圆锥状疮，病斑多时叶片畸形扭曲。防治方法与防治炭疽病相同。

３．１．４　烟煤病　又称煤污病，由真菌引起。防治方法：喷１∶０．５∶１５０倍波尔多液，每隔７～１０ｄ喷１次，连
续喷２～３次。
３．２　虫害
３．２．１　柑橘红蜘蛛（Ｐａｎｏｎｃｈｕｓｃｉｔｒｉ）　危害幼苗和大树。受害叶片初期呈灰白色斑点，严重时逐渐转黄脱
落，使幼苗生长不良。防治方法：冬季清园，烧毁枯枝落叶；果实萌发前喷１～２波美度石硫合剂１～２次，夏
季再补０．２～０．５波美度石硫合剂１～２次。
３．２．２　柑橘潜叶蛾（Ｐｈｙｌｌｏｃｎｉｓｔｉｓｃｉｔｒｅｌｌａ）　以幼虫危害嫩梢、嫩叶表皮。防治方法：冬季刷白，堵塞树干裂
缝。在植株和地面喷洒５％西维因粉。
３．２．３　吹绵介壳虫（Ｆａｒｌａｔｏｒｉａｐｅｒｇａｎｄｉｉ）　若虫和成虫危害枝叶。防治方法：保护瓢虫等天敌过冬；喷洒松
脂合剂灭杀，冬春季加水８～１０倍，夏秋加水１６～２０倍，每隔１ｄ喷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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