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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韩山师范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潮州市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韩山师范学院、潮州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潮州市标准化协会、汕头市绿

生果园有限公司、潮州中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饶平县永盛农牧养殖有限公司、揭阳市农益社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广东基泰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潮州泗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永平、聂莹、邹湘辉、郑玉忠、黄乙生、刘谋泉、朱慧、张建生、翁振坚、

余奕勤、吴国典、黄美生、张福平、何勇、黄惠伍、张振霞、刘亚群、何献明、佘秀琼、方芳、胡蕾、

丁莫、柯锦洵、林建、陆奕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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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甘子栽培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余甘子栽培技术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园地选择与整地、育苗、苗木管理、定植、种植

管理、病虫害防治和果实采收。

本文件适用于粤东地区余甘子的栽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NY/T 393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

NY/T 525 有机肥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L.

又名油甘，系大戟科余甘子属植物。粤东地区主要的栽培品种有崩坎油甘、赤皮、东坑甜、玻璃油

甘等。

3.2

地径

植株主干在地表处的直径。

3.3

根颈

苗木地下部（根）与地上部（茎）的交界处。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ZBXBZ 016—2023

2

4 园地选择与整地

4.1 园地选择

在年平均温度18℃～28℃、极端低温≥0℃，年降雨量≥1000 mm、海拔≤500 m、3月～4月少雾的

地区，选择酸性或微酸性红壤土、土层厚度50 cm以上的向阳坡地或平地作为种植区域；排水不良、碱性

强的土壤不宜种植。园地空气质量应符合GB 3095的要求，灌溉水质应符合GB 5084的要求，土壤环境质

量应符合GB 15618的要求。

4.2 整地和定穴

4.2.1 整地

平地以畦面宽3 m，沟宽0.5 m、深0.3 m起畦。山坡地适当整成宽1.5 m，间距1 m的等高梯田。

4.2.2 定穴

平地按行距为3 m～4 m、株距为4 m～5 m在畦面上挖种植穴，穴规格为50 cm×50 cm×50 cm，在种

植前20 d每穴用腐熟的有机质肥10 kg、过磷酸钙0.3 kg，与表土拌匀，回填至略高于地面。

5 育苗

5.1 选种

选择成熟余甘子的果实作为种子。采种后将其堆积至腐烂，洗干净，放在阴凉处晾干，待硬壳自然

裂开取得种子。

5.2 播种

播种行距一般为10 cm×15 cm，覆盖上一层1 cm～2 cm的细土，浇透水，盖上草或拉遮阳网以遮阴保

湿。

6 苗木管理

6.1 苗期管理

50%以上幼苗出土时，应除去覆盖的稻草，以免幼苗弯曲、长势弱。幼苗长出4对～5对叶时，开始

施稀薄粪水或液肥，每隔7 d～10 d施一次，随着幼苗的长大施肥量加大，减少施肥次数。

6.2 嫁接

一般砧木径粗达0.8 cm以上，即可嫁接。

6.3 苗木标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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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为嫁接苗，自然高度40 cm以上，地径2 cm以上，嫁接口愈合良好，且离地面不超过20 cm，嫁

接口上部有3条或3条以上长度不少于15 cm的分枝；裸根苗主根可适当短截，不应有其他伤害；全苗无明

显的病虫害。

7 定植

7.1 定植时间

春植为宜，时间在2月下旬至3月上旬春梢萌发前。

7.2 定植方法

宜选择阴天定植。在备好的穴位上适当挖开，营养杯苗去除营养杯后直接放入并培土，裸根苗理顺

根系后一手扶苗一手培土，种植深度至苗木根颈处，覆土压实，淋足定根水。风大坡面用竹、木条固定

植株，培整植兜并覆盖保湿。

8 种植管理

8.1 土壤管理

8.1.1 水土保持

每年采果后山地果园应修整后坎沟，培高前壁；平地果园应修整排灌沟。留树保鲜至春节采收的果

园，做好果园畦面覆盖，保湿降温，修沟集蓄雨水，深翻压绿等防旱措施。

8.1.2 中耕除草

采果前，畦面或植株平台除草；11月～12月中耕10 cm～15 cm，表层断根控水促花。

8.1.3 深翻改土

采果后，在树冠周外两侧，挖深沟长80 cm～100 cm，宽30 cm，深60 cm，埋入树枝叶、杂草等绿肥

10 kg、石灰或过磷酸钙0.5 kg、钾肥0.1 kg，回填表土，底土最后培上。

8.1.4 培土

成年结果树，在采果后、农闲时进行培土，土厚不超过10 cm。

8.2 施肥管理

8.2.1 基本要求

有机肥应符合NY/T 525的要求，肥料使用应符合NY/T 496的要求。

8.2.2 幼年树

1年～3年生树，第一年施尿素100 g/株，第二、三年各增100 g，氮:磷:钾=3:1:1。每年撒施一次尿素；

磷肥、钾肥在深翻压绿时配合绿肥、土杂肥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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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结果树

a）2月中旬春梢萌发前，施壮花肥、复合肥 0.5 kg/株～1.5 kg/株，硫酸镁 50 g/株、硼砂 25 g/株。

b）6月中下旬，施壮果促梢肥：硫酸钾 0.4 kg/株～1.0 kg/株。

c）9月份采果后，施壮树肥：腐熟有机肥 5 kg/株～10 kg/株。

8.3 水分管理

幼年树宜定期浇水促进生长；在常规降雨量下，成年树及结果树一般可以不用浇水；干旱地区或遇

旱时间过长，应适当浇水或灌水，用水应符合 GB 5084的要求。遇到长时间大雨或暴雨应及时排涝降渍。

8.4 树冠管理

8.4.1 幼年树

培养自然开心形树冠，主干高50 cm～60 cm，一级分枝2条～4条，长40 cm～60 cm，二级分枝留2

条，长60 cm左右，在5月摘除幼果促梢。

8.4.2 结果树

8.4.2.1 采果后修剪

剪除病虫害枝、纤弱枝、交叉枝，短截部分1.5 cm～2.0 cm的枝组，保留基部6对～7对芽，短截枝组

量占树冠约20%，逐年轮换短截回缩树冠。

8.4.2.2 开花前修剪

剪除病虫害枝、纤弱枝、交叉枝。

8.4.2.3 理枝

6月～7月在靠近树体主干处树立一根高于树冠30 cm的竹桩，用细布绳的一端系于结果较多下垂的枝

条中部，适当牵引拉升起以不压到下部枝条为宜，细绳另一端固定在木桩顶部。

8.5 花果管理

8.5.1 壮花保果

开花前喷磷酸二氢钾350倍液、液体硼2000倍液；开花后喷叶面氨基酸1000倍液。

8.5.2 疏果

在果实迅速膨大前进行，疏去过密的幼果、畸形果、病虫害果、疤痕果，疏减结果枝顶部果，留基

部果。

8.5.3 覆膜保果

12月开始对留树保鲜的树体应在树冠上面拉钢丝绳并覆盖薄膜防寒保果。

9 病虫害防治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ZBXBZ 016—2023

5

9.1 通用要求

病虫害防治应以“预防为主，治理为辅”的绿色综合防治要求，一般情况下以保护天敌实行绿色防

控为主，害虫发生较为严重时才使用化学防控。农药使用应符合GB/T 8321的要求。

9.2 病害防治

9.2.1 煤烟病

病害发生时，可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800倍液，以及螺虫乙酯2000

倍液和10%吡虫啉3000倍液～5000倍液喷施防治。

9.2.2 锈病

为害叶和果，在新叶展开和谢花幼果期防治，可用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1500倍液）

或65%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喷施。

9.3 虫害防治

9.3.1 物理防治

a）利用诱虫板防治蚜虫、蓟马等害虫，每亩约 25张，诱虫板规格为 20 cm×25 cm，每月更换一次

诱虫板，于 3月初开始使用，至 4月份结束。

b）利用太阳能杀虫灯防治卷叶蛾、木蠹蛾等趋光性强的害虫，全年使用。

9.3.2 化学防治

蚜虫、蓟马可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500倍液防治；介壳虫、卷叶蛾、木蠹蛾可用螺虫乙脂 3000

倍液或噻虫高氯氟 1000倍液～1500倍液防治；天牛防治可用 80%敌敌畏棉花团堵塞蛀孔熏杀。

9.3.3 农业防控

9.3.3.1 采用生草栽培，保护天敌。

9.3.3.2 采果后结合修剪进行清园，并喷施1次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

9.3.3.3 在冬季清园时，结合冬季施肥翻耕，剪除果树下部拖地树枝，增施钾肥复壮；冬季清园时可喷

施SK矿物油100倍液～150倍液或石硫合剂300克/亩进行封园。

10 果实采收

8月下旬开始，分批采收成熟果实，挂果可至次年 2 月。采果宜在阴天、晴天的清晨或傍晚进行，

单果采摘。采收的果实应放置于阴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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