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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番莲生态适应性分析与

高产栽培技术

张 龙

(丽水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以西番莲生态适应性为主线，分析了浙江省丽水市西番莲栽培的生态优势和产业化发展的可

行性。在栽培试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因地制宜、加强管理、人工辅助授粉的西番莲高产丰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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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和丽水学院花卉园林基地开始试种西番莲，丽水市莲都区的部分

农民也开始规模化种植，为积极探索本地区西番莲的高产栽培技术和产业化经营，笔者结合西番莲的

生物学特性及浙江省丽水市生态气候条件进行分析，认为该地区具备西番莲栽培条件。

1 丽水栽培西番莲生态适应性分析

西番莲(Passiflora edulis)，又名百香果、鸡蛋果、巴西果，属热带、亚热带的西番莲科，西番莲属多

年生长的常绿藤本攀缘植物。原产南美洲和大洋洲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常野生于林缘山坡灌丛。自上

世纪初进行人工引种栽培以来，通过引种驯化和杂交选育出诸多优良品种，并在印度、肯尼亚、几内

亚、澳大利亚、巴西、南非、中国推行了商业化栽培。西番莲是喜温、喜光的热带植物，在阳光充足的环

境下发育良好，一般只适宜热带、南亚热带地区栽培。要求年平均气温在 18 ℃以上，最冷月平均气温

在 8 ℃以上。0 ℃以下的低温会使幼苗受害，成年植株能忍受 - 1 ℃的低温。西番莲对土壤的选择不

严，但以富含有机质、疏松、微酸性的土壤生长最佳。土壤干旱或过度积水都对植株生长不利，以保持

土壤湿润为宜。

1.1 温度优势

温度是西番莲栽培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关系到西番莲的生存、产量、品质以及经济效益。浙江省丽

水年均气温 11.5～18.3 ℃，≥10 ℃积温 5 300～5 900 ℃·d。浙江省丽水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自

然气候优势，又有温度、劳动力和土地租金低廉等优势，适宜种植西番莲。

1.2 光照优势

西番莲为长日照作物，喜欢比较充足的光照条件。夏季自然强光照的 70%～80%为适宜光照的上

限。浙江省丽水地处北纬 27°25’～28°57’，基本属长日照地区。据资料显示：该地区的莲都年平均日

照时数为 1 700～2 000 h 左右，比同纬度地区要多。特别是海拔较高的向北坡地带，由于地形遮挡，云

雾较多，长日照条件以及较低的太阳辐射可以满足西番莲对光照条件的要求。

1.3 大气和土壤水分优势

浙江省丽水的河谷、低丘年降水量 1 360～1 800 mm，由于受地形的影响，该地区的降水明显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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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区。但降水季节分布不均匀，7～10 月相对变率较大，加上此时气温高、蒸发量大，因而经常发生

伏秋干旱。此外，浙南山区地势起伏，耕地大多具有一定坡度，地下水位深，一般不容易产生土壤渍

害，再加上山区人少地多，也为西番莲栽培提供一定的便利。

2 西番莲高产栽培技术要点

西番莲适应性广，粗生易长，病虫极少，当年种植，当年收获。在丽水市连都区种植，第1年产9 750

kg/hm2，第2年产12 750 kg/hm2，第3年丰产期达25 500 kg/hm2以上。

2.1 选种育苗

作为新兴的加工类水果，西番莲栽培起步晚。我国现有的品种资源数量和质量、培育水平都与国

际上有较大的差距。目前，西番莲栽培品种主要有黄果西番莲和紫果西番莲。黄果西番莲茎蔓带紫

色，果实成熟时黄橙色，长圆形，果汁黄橙色，人工受粉可增加着果率。紫果西番莲茎蔓带绿色，果实

成熟时紫红色，果汁黄橙色，果实圆形或长圆形，着果率较高。经过对比试验笔者认为，在浙江省丽水

以种植紫果西番莲为宜。一般采用育苗移栽法，选无病虫害、长势旺盛稳健的植株作为母株，采果形

端正、梢重、完全成熟的果实，取出种子，洗去剩渣，晾干后即可播种。

2.2 环境选择

西番莲气候要求温暖，全年无冻害，对土壤要求虽然不严，但喜水分充足、排水良好的生长环境。

所以宜选择向阳背风、有灌溉条件、排水良好、土层较厚的地带种植。土壤宜选择土质肥沃、疏松和透

气性好的沙壤土。粘重土、紧沙土、冷沙土及易冲刷的地方不宜栽种。

2.3 种植方式

单行单株棚架式种植，株行距 5 m×4 m；单行双株棚架式种植，株行距 2 m×8 m；单行单株篱笆式

种植，株行距 2 m×6 m。以上种植方式，可任选一种，一般按每公顷 825 株左右的标准。

2.4 田间管理

2.4.1 肥料管理

幼苗栽植后要及时灌水与排水，并结合施清淡肥或叶面肥 2～3 次。叶面肥可用茂碧丰 400 倍液喷

施。西番莲前期以氮肥为主，混合花生麸水淋施，每次株淋 0.2%尿素和 15%的花生麸水或人粪尿 15

kg，每株每月两次，施肥量随苗木长大而增加，并配合叶面肥喷施。进入产期后，应增施磷钾肥，促进

花芽分化，每株施 0.25 kg 复合肥加 0.05 kg 钾肥。采果后施冬肥，以农家肥为主，每株施农家肥 20

kg，钙镁磷肥 0.5 kg。每年树两旁交替进行。

2.4.2 水分管理

西番莲苗期比较耐旱，忌积水，应在雨季来临前挖好排水沟，修整根圈，防止植株积水，土壤水分

多容易形成渍害。所以要科学用水，补充水分时宜少不宜多，以土壤湿透为宜，做到小水勤浇，降水多

的时期，要特别注意及时排除土壤积水。

2.4.3 整枝修剪

定植后选留 1～2 条主蔓上架，长 2 m 左右时摘心，促发副梢，选顶部 4～6 个一级副梢延长生长，

并分布均匀，及时绑缚。剪去 60 cm 以下的所有副梢，60 cm 以上的副梢留 3～4 叶摘心。短期内枝蔓就

可长满棚架。靠近主蔓的枝条先结果，当果实成熟掉落后，立即修剪至 2～3 节，从其茎部萌发的芽可

以形成新的结果枝。冬季最后一批果实采收后，所有结果枝都从基部剪去。

2.4.4 人工辅助授粉

西番莲每天上午 11 时左右开花，开花后及时人工授粉，在下午 4 时前完成授粉。人工授粉有两种

方法：①用毛笔将花粉均匀抹到雌蕊的 3 个柱头上；②用镊子采集花粉囊放入干净杯中，然后加水，

使花粉溶到水中，再用喷雾器把花粉水喷到雌蕊柱头上。进行人工授粉，可以提高结实率。

2.5 适时采收

西番莲成熟后自然落地，应及时捡拾，拾落地果时间最好不超过 3 d，否则果实被日晒雨淋腐烂

快，因此要注意轻拿轻放防止果实受伤。新鲜果实很容易失水变皱，影响外观。采后不要(下转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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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 页)去掉裹柄，用薄膜袋包装储存保鲜，可提高果实的商品价值。

3 西番莲贮藏与食用

挑选较重和表皮微皱的果子，贮存于室内，果肉可在方冰盘中冷冻，然后装入塑料袋中。果汁可装

入盒中包装出售。

最简单的食用方法是将果子切成半，用勺挖出种子和果肉，两者均可食用。但果肉可以经过滤后

做饮料，西番莲可以加强其他所有水果的香味，并可做干酪饼等的表面涂料。过滤后的果肉可以做冰

淇淋的原料，或加入酸奶中。西番莲果冻很适合涂在烤肉上，或涂在面包或吐司上。果汁也可以做成上

乘果酱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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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现在达到综合防治配套阶段。从科研水平看，我国在许多领域达到了国际水平。如粘虫、白背飞

虱、卷叶螟的迁飞规律及异地预报研究；应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梨、桃小食心

虫性信息素的合成与应用已进入国际前列。但从植物保护研究总体水平上看，我国与先进国家尚有一

定差距。在农药品种方面，我国农药品种不如发达国家多，主要是引进仿制与合成。原药纯度一般为

80%～90%，国外为95%以上。我国的农药结构不尽合理，杀虫剂占80%以上，杀菌剂和除草剂很少，质

量不高，在杀虫剂中防治地下害虫的药剂很少。在农药加工技术方面，我国的可湿性粉剂的悬浮率只

有40%左右，而国外一般在70%以上。我国农药加工的颗粒剂外表多数是无膜覆盖。而国外农药都有覆

盖膜使有效成分不脱落，使用者不易中毒。我国的施药设备落后，施药不均匀，造成药剂损失，施药效

果不好，易产生药害并污染环境。国外施药自动化、机械化程度高，完全采用超低量喷雾，施药效果好，

不浪费不污染。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像害虫和天敌的分类、鉴定及综合防治的基础理论研究等与发

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病虫害预测预报研究，国外十分重视病虫发生规律与环境条件相关性研究，从

模拟试验获得数据，作为测报的依据。普遍采用昆虫雷达研究各种害虫的迁飞规律，预测预报害虫发

生时期及程度。美国利用地球资源卫星预报小麦条锈病、谷物叶枯病取得良好地效果。我国在这方面

与国外差距较大，有关病虫的预测预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研究才刚刚步入实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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