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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罗汉果优质大果的关键措施 

何金旺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农业局项目办 545500) 

苎 曼 曼 1罗汉果大小及品质的影响因子 地栽培作为实现罗汉果下山的主要措施来抓
。使组培苗在生 ’ 。⋯ 一。 ．。⋯ 。 ’一 ’ 

产上得到了迅速应用，从而一举改变了该产区长期以来罗汉 1．1 品种(系) 

果低产低质的局面。但随着罗汉果单产在短期内的大幅提 品种(系)的遗传特性决定罗汉果果实的大小及品质的 

高和总产的不断增加，市场对罗汉果的商品规格、等级及品 优劣，如红毛果中的“小叶红毛”土薯罗汉果、“红毛 1号”、 

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2004年因受上年果价的拉动，桂北 “农院 2号”等组培苗罗汉果多为中小果，“野红 1号”扦插苗 

产区罗汉果种植面积从上年的 2000hm 左右一下 子上到 罗汉果虽大但因品质太差而失去利用价值；青皮果中的“青 

5000多hm ，其中组培苗种植面积更是从上年的200余 hm 皮一号”组培苗罗汉果虽大但果形为扁圆形，果实烘烤后色 

迅速扩大到2 500多 hm ，导致小果以下果品严重滞销，尽管 泽偏淡，亦不符合优质果之要求，而“伯林二号”、“伯林三三号” 

2005年该产区罗汉果种植面积锐减，但至产品新上市时小果 组培苗罗汉果不仅大、中果率高．而且果形美观(椭圆形至长 

价格低至0．20元／枚、等外果低至 1．20元／kg仍少有客商问 椭圆形)、甜度高、品质好，果实烘烤后色泽鲜亮、卖相好、售 

津。因此，培育罗汉果优质大果则成为满足市场需求解决 价高，尤其是“伯林三号”果形更规，目前在市场上最为抢手。 

“卖难”问题、抵御市场风险和提高种植效益的重要途径。 据三江侗族 自治县农技部门于 2005年在斗江镇周牙村 

罗汉果大果是指中部围径在 18 cm以上、充分成熟、外 吴生洲农户水田进行的罗汉果组培苗品比试验结果(见附 

形美观的优质果实，而围径在 20 cm以上的为特果。因其授 表)，红毛果“小叶红毛”、“大叶红毛”土薯和“大叶一号”、“农 

粉时间较早而不易受花叶病及低温的影响发生裂果，同时果 院2号”组培苗的大果率分别只有 5．06％、10．86％、5．74％和 

实内糖分的转化更为充分，成熟度好、甜度高。因此，作为药 13．53％，而青皮果“青皮一号”、“伯林二号”和“伯林三号”组培 

食兼用的特殊商品的罗汉果．均以大果为佳。因其品质好， 苗的大果率则分别达 20．66％、25．65％和 27．45％。另据该县 

售价亦高，1枚大果 的价格相当于 2枚中果或 4枚小果或 2004、2005年罗汉果平地优质高产配套栽培技术试验研究与 

0．5～1kg等外果。大果和特果一般用作高档消费，多作为 示范结果，青皮果“伯林二号”和“伯林三号”组培苗在水田种 

保健礼品和供出口之用。即使 自己食用，人们也喜食大果和 植的大果率高于早地和山地(梯地、坡地)。由此可见，推广平 

特果。因倍受客商和消费者的青睐，大果和特果在国内外市 地栽培特别是水田栽培青皮果“伯林二号”、“伯林三号”和“农 

场上供不应求，销售一直格外顺畅。 院B6”等组培苗是提高罗汉果大果率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附表 三江县 2005年罗汉果组培苗品比试验结果 2005年 10月25日 

注：于4月18日定植，小区面积为60m2,组培苗采用单株稀植，每小区植10株；对照土薯大叶红毛l-(ck1)、小叶红毛(c )采用双株密植·每 
小区植 20株。以上数据均为4个重复的平均值 

1．2 种管技术 

据调查，种植与管护技术措施与罗汉果果实的大小及品 

质的形成有直接关系。 

1．2．1 定植季节 

种植时间太晚而延误了结果期，使授粉后果实膨大期遇 

收藕日期：2006．01．14 

第一作者：何金旺(1968．)，男．高级农艺师，从事罗汉果脱毒苗育 

苗及其配套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 作 

低温不易膨大且易发生裂果。如 2004年桂北各产区于 5月 

中旬一6月初种植的罗汉果组培苗，基本上结果很少、果实 

小且严重感花叶病发生裂果。 

1．2．2 单株 留果数量 

因单株授粉、留果太多，如每株授粉 200朵以上、留果 

150枚以上而施肥叉跟不上，造成果实营养不良、发育不全， 

所产果实即为小果、裂果和畸形果。 

1．2．3 其他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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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种植密度过大、偏施氮肥 、使用含激素的叶面肥 、打顶 

整蔓不及时或方法不对等种植与管护等方面的原因发生徒 

长不结果或结果少、果实小。如 2004年桂北三江县种植青 

皮果组培苗 64．8hmz(共 107890株)，就有 13．09％的植株 

(共 14 126株)出现以上现象。 

2 培育优质大果的关键措施 

桂北三江侗族 自治县农技部门于 2004年在斗江镇实施 

“罗汉果平地优质高产配套栽培技术试验研究与示范”项目， 

围绕挂果株率9O％以上、挂果量 l2～15万枚／hm 、大果率 

3O％以上、大中果率 85％以上和实现产值 7．5～1O万元／ 

hm2的优 质高 产高 效示 范 目标 ，利用 高亢 爽水 田建立 

6．7 罗汉果连片种植示范片，走“早(早育苗、早定植 ，争 

取早上棚 、早来籽、早开花、早授粉、早结果)——适(单株适 

量留果、适熟采收)——足(施足基肥、重施壮果肥 )”的技术 

路线，通过采用青皮果“伯林二号”脱毒健壮大苗、适当提早 

定植、重施壮果肥、控制单株挂果数量和适熟采收等配套技 

术措施，使该株系的优 良特性得以充分发挥，当年示范区平 

均挂果株率达 95％、挂果量达 13．8万枚／hm2、大果率达 

34．42％、大中果率达 87．34％、实现产值 l0．60万元／h,m2，分 

别比对照 区(常规栽培)增加 4．5万枚／hm2、21．8O个百分 

点、31．49个百分点和 5．3万元／hm2，增幅分别达 48．21％、 

172．74％、56．38％和 100．06％，其中以大果率增幅最大 

(172．74％)。2005年在三江县推广应用 44．02hm2，当年项 

目区罗汉果的大果率和大 中果率 分别达 36．83％和 

86．11％，比对照区(常规栽培)分别提高了 21．24和 28．13 

个百分点，增幅分别达 136．24％和 48．52％(其中大果率增 

幅最为明显)，共为果农增收 8O，95万元。项 目总结出的培 

育罗汉果优质大果的关键技术措施如下： 

2．1 种苗的选择及定檀 

“伯林二号”、“伯林三号”和“农院 B6”等青皮果组培苗 

果大质优，特别是“伯林系列”缎培苗定植成活率和授粉成功 

率均在9O％以上，开花集中，容易授粉，挂果多、大果多(一般 

单株挂果 8O～150枚、大中果率在 85％以上)，而且果形美 

观、果实甜度高，是产量与 品质俱佳的罗汉果组培苗株系。 

桂北产区当气温稳定在 12℃以上即可定植 。但以3月 25—4 

月 10日定植为宜【 ，而种植密度以 1667～1 818株／hm2为 

宜。选择以上优良株系经温棚炼苗 60d以上、具 4～6片功 

能叶、苗高 8～12cm、顶芽健壮、根系发达(根系已布满营养 

土且有明显膨大块茎)的脱毒无病大苗，采用高畦稀植单株， 

按株行距(2．3～2．4)m×(2．4～2．5)m的规格进行定植 ，并 

防治好病虫害，以免地老虎、蟋蟀等地下害虫咬断幼苗和霜 

霉病、疫病 、白粉病以及肥害、药害造成死苗缺蔸。为了确保 

全苗，可在领购种苗时多购20％的种苗留作预备苗供缺蔸补 

蔸用，也可采用扦插的方法(用基部已木质化的侧芽扦插)育 

苗补种。 

2．2 加强果圈管理 

罗汉果大田管护的重点是施好提苗肥和促花肥及喷药 

预防花叶病毒病，施肥时应注意严格控制氮肥用量，以免造 

成徒长(“跑苗”)，N、P205、K2O的配比以1：1．2：l为宣 1，使 

植株生长稳健，争取在 5月中下旬上棚 ，6月中下旬来籽，6 

月底一7月初开始授粉，7月中旬基本结束授粉工作 ，以避过 

病毒病发病高峰期对果实膨大及后期低温对果实成熟的影 

响，尽可能杜绝与减少病果和生理性裂果的产生。 

2．3 整蔓修剪及单株挂果■的控镧 

据笔者调查 ，罗汉果优良株系“伯林系列”组培苗以二级 

侧蔓和三级侧蔓结果为主，一级侧蔓来籽稀少且是单籽，结 

果最少但往往是特大果；二级侧蔓来籽数量介于一级侧蔓和 

三级侧蔓之间，多为单籽，也有部分是双籽，结果数量也不是 

很多，但大果率高；三级侧蔓来籽较密且多为双籽，有部分还 

是三籽 ，结果 量多，但 中、小果率也 较高。据桂北 三江县 

2004、2005年罗汉果平地优质高产配套栽培技术试验研究与 

示范结果，青皮果“伯林二号”和“伯林三号”组培苗在水田种 

植以单株挂果 83～102枚时大果率最高，并可获最佳种植效 

益。如 2004年该县斗江镇周牙村上塘外屯吴生洲按规范化 

栽培要求在 622m2水田里种植罗汉果组培苗优 良株系“伯 

林二号”，总挂果量达1．4万多枚，大果率高达88．57％(其中 

特大果 400枚)，大中果率达 100％，平均株产 92枚、产值 

78．95元，共收入 1．2万多元折 1．3万元／667 m2。因此，在 

水田种植该系列株系，植株上棚后当主蔓及一级侧蔓 6～8 

叶时留5～6叶摘心，选留 4～5条一级侧蔓和 3～4条二级 

侧蔓结果 】̈，每株授粉达 100～120朵时即将其后面的藤蔓 

连同花蕾一起摘除，并疏剪三级侧蔓，单株总留蔓数控制在 

16条左右，以使养分集中供应前面已授粉的果实 ，使之迅速 

膨大、充实，授粉约一周后将授粉不成功、子房不膨大、有病、 

畸形的果摘除，每条侧蔓留果 5～8枚，单株总留果数控制在 

80-100枚以培育大果 、特大果；在山地(梯地、坡地)种植的， 

亦按上述方法整蔓，但每株授粉(留果)数量可比水 田少 2O 

朵(枚)左右。一般授粉早的单株留果可稍微多些，授粉晚的 

则适当少留些。 

2．4 重施壮累肥 

雌花授粉成功后在 15d内为纵向迅速膨大期，然后转入 

横向发育，30d左右果实的大小基本上定型，以后转人内古 

物充实期⋯，授粉后7O～80d果实成熟。因此，要培育优质 

大果必须及时施用壮果肥。 

2．4．1 第 1次壮秉肥 

当全园有大多数植株开花时，即授粉 15d左右，应及时 

淋施lO％～12％的腐熟稀粪水并加入l％硫酸钾复合肥(15． 

15，15)溶液，如无稀粪水也可每株单独淋施 150g硫酸钾复 

合肥(若土壤湿度大，也可开环沟撤施并覆土)，也可施用经 

沤制腐熟的鸡粪、桐麸、菜麸等有机肥 ，促使果实快速膨大。 

同时，用活性钙兑水于根部淋施兼作叶面喷雾进行补钙。以 

防止生理性裂果。 

2．4．2 第2次壮果肥 

于第 1次施肥之后，问隔 15d再用经沤制腐熟的麸肥 

(按每株用桐麸 500g或菜麸250g)兑水淋施，并仍按上述方 

法补钙一次。以上两次施肥均不能偏施氮肥 ，以免植株长势 

过旺，叶色贪青，容易造成裂果而致果实品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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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适熟采收 

罗汉果授粉后 7O～80d，当果柄有 1 cm左右大小变为黄 

褐色、果皮略呈淡黄色、果实较富于弹性时即可采收。为了 

保证果品质量(成熟度 、甜度等)，授粉早(在 6～7月份授粉) 

的至少在授粉后 70d以上、果柄转黄时才采收，授粉晚(在 8 

～ 9月初授粉)的由于气温低、光照不足果柄不易转黄，至少 

在授粉后 80d以上才可采收，以使糖分充分转化，不主张卖 

“扫棚果”(即不管成熟与否一次性摘完所有果实)。一般早 

的在 9月份开始采收、晚的在 l1月份采收才能保证果实的 

成熟度。如果没有建造烤房或不掌握烘烤技术，最好先与客 

商联系确定好交货时问再采摘果实，采收后的鲜果应及时出 

售或就地烘烤成千果再出售。 

3 问题 及讨论 

从总糖含量这一单项指标来看，青皮果(为 26．76％)还 

不是最高，而长滩果高达 38．31％，属罗汉果中之珍品(风味 

特佳)，但株产仅 2O～4O个，应注意采取优选单株、定 向培 

育、提纯复壮等措施提高其株产；红毛果中的“大叶红毛”土 

薯罗汉果甜度高、果形美，亦应对其进行提纯复壮并加以推 

广；“小叶红毛”土薯及其组培苗罗汉果味甜，其总糖台量也 

不低，且适应性强，产量高，只是果实较小，亦可作为提取甜 

甙V的优质原料果予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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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3页)当春季白三叶生长茂盛时，接种根瘤菌的白 

三叶可提供更多的牧草产量。若鲜草不能及时充分利用。可 

利用干草青贮的方式为进行牧草的贮备。 

衰 1 接种和未接种根瘤茸白三叶物供期 

2．3 其他性状的比较 

如表 2所示，接种和未接种根瘤菌的白三叶其株高、分 

枝数和叶面积之比分别为1．22：1、1．21：1和1．16：1。可见。 

接种的白三叶叶片面积增大、因为豆科牧草叶片中的粗蛋白 

较其他组织均要高， 

衰 2 接种和未接种根瘤菌的白三叶性状比较 

所以接种根瘤菌可以提高白三叶的营养成分，同时也提 

高了它的适口性。接种增加了白三叶的分枝数和株高，二者 

与白三叶的草产量呈正相关。 

2．4 结瘤比较 

从表3可知。接种白三叶根瘤菌一年后根瘤数和结瘤率 

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分别比对照提高 94．29％和 69．23％。 

可见该根瘤菌对白三叶的产量及其生物学特性具有一定的 

适应性。 

衰 3 接种白三叶根瘤菌后根瘤数和结瘤率的对比 

3 结论与讨论 

3．1 接种与未接种的白三叶在相同的管理条件下，接种的 

由于根瘤菌的固氮作用 ，相当于多施了一定的氮肥，影响了 

其生育期的变化，致使各个阶段平均提早 4～8d。 

3．2 接种白三叶根瘤菌明显的改变了产草量 ，使得鲜草，青 

干草产量分别 提高 了 34。7％和 8O．O0％，鲜 干比降低 了 

21．80％，可能是由于接种根瘤菌后，共生固氮作用从苗期开 

始就得到加强，引起分枝期叶量和分枝数大量增加。柴洪生 

等(2005)在紫花苜蓿上拌种“富恩德”苜蓿根瘤菌也得出相 

似的结果[to]。也证明了该根瘤菌能够很好和白三叶形成一 

种共生关系，达到亲和-9 J。同时，接种后，白三叶的返青提 

前，桔黄推迟，青饲利用期延长。叶片面积增大，其营养成分 

和品质得到了改善。 

3．3 接种后，白三叶的根瘤数目和结瘤率均得到提高。这一 

结果与前人在红豆草和紫花苜蓿上得出的结论一致。同时， 

也反映了该根瘤菌的结瘤竞争能力超过土壤中的土著菌【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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