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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蜜 2号’黄皮在潮州市引种表现及栽培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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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潮州市果树研究所于 2017 年从广东省华南农业大学引进‘华蜜 2 号’黄皮。通过多年的栽培，

对‘华蜜 2 号’黄皮的植物学特性、生物学特性、果实性状等进行了观测研究，并总结了适合当地推广的

栽培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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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performance an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Huami No.2’Huangpi in Chao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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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ozhou Fruit Research Institute introduced ‘Huami No.2’Huangpi from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7. Through years of cultivation, the botanical characteristic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ruit traits of ‘Huami No.2’Huangpi were observed and studied, and the key points of 
cultivation techniques suitable for local promotion we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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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皮，学名[Clausena lansium (Lour.) Skeels]，

别名黄枇、黄弹子、王坛子、油皮、油梅等，属于

芸香科（Rutaceae）黄皮属（Clausena Burm f.），

是原产于我国华南地区的优良果树之一，栽培历史

悠久。目前，黄皮在我国广东、福建、广西、海南、

云南及台湾等地区均有栽培。 
黄皮果实营养丰富，每100g鲜果含蛋白质1.0g、

脂肪 0.2g、碳水化合物 14．9g、钙 50mg、磷 25rng，
铁 0.7mg、维生素 C 39mg[1]；同时具有健脾开胃、

消痰化气、润肺止咳、去疳积等功效，种子可治疝

气果皮可消风肿、去疳积。因此，民间有“饱食黄

皮饿食柿”之说[2]。果实除鲜食外还可加工成冻果

酱、蜜饯、凉果、果饼及饮料等，深受消费者的喜

爱，而且黄皮树势壮旺、适应性强、粗生易管、病

虫害较少、丰产稳产、抗寒能力强、经济寿命长，

是一种经济效益较高、很有开发前景的水果。 
黄皮为潮州市颇具特色的水果之一，其果实可

加工成蜜饯、果脯、果酱等，潮州著名三宝之一的

“黄皮豉”便是由黄皮的果实加工而成。目前潮州

市黄皮种植面积约 1.5 万亩，主要以黑皮黄皮为主。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黄皮果实深受消费者青

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黄皮售价稳步上升，生

产效益有所提高，种植面积和规模日益扩大，早已

从过去的房前屋后零星种植逐步走向大面积商品化

连片种植。尽管黄皮在广东栽培历史悠久，但品种

相对单一、且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如本地主栽的黑

皮黄皮存在果实较小、味偏酸等缺点，及系统、规

范的栽培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未能充分发挥栽培

黄皮果树的经济效益。‘华蜜 2 号’黄皮丰产性好，

中熟，平均单果重可达 10 克以上，果皮色泽佳，果

肉肉质细嫩化渣，酸甜适中，香气浓郁，种子少，

并且在本地综合生长性状良好，适宜在本地区推广

种植。‘华蜜 2 号’的引进，增加了本地区黄皮品

种多样性，改良和丰富了本地区的黄皮品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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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地区黄皮产业结构，满足市场多元化，同时，

通过结合配套相应的栽培技术措施，能更好的发挥

品种优势，提高黄皮生产、经济效益，从而带动本

地区果农种植良种黄皮，促进本地区黄皮产业的发

展。 
1 试验园地概括 
试验在潮州市果树研究所黄皮品种保存示范园

进行，园地位于北纬 24°10′，属于南亚热带季风

气候，年平均温度 21～22℃，最低气温 1～2℃，年

均日照 1900～2400h，年降雨量 1800～24 ㎜，全年

无霜期 355 d 以上。果园土壤为黄土壤，土壤微酸

性，肥性中等，排灌条件良好，栽培管理条件中等。 
2 试验方法 
于 2017 年从广东省华南农业大学引进‘华蜜 2

号’黄皮对试验园地中事先培植的实生苗木进行嫁

接，栽植行距 3.3 米、株距 2.6 米。每年观察记录其

生长特性及物候期，并进行果实品质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植物学特性 
‘华蜜 2 号’黄皮正常成年结果树自然树冠呈

现为圆头形，树姿直立，树势中等，树干表面颜色

为灰褐色，树干表面质地粗糙。‘华蜜 2 号’黄皮

当年生老熟秋梢复叶主轴平均长度为 11.4cm，复叶

柄平均长度为 1.1cm，复叶柄平均直径 2.83mm、颜

色为灰绿色，复叶柄形状为圆形。小叶为平面互生

着生方式，小叶形状为长椭圆形，叶基为阔楔形，

叶缘为浅波浪状，尾尖形叶尖，小叶柄平均长度为

0.5cm，小叶平均长度 7.8cm、平均宽度 3.8cm，叶

形指数（长宽比）为 2.05，叶面有光泽，叶面颜色

为绿色，叶面无毛，叶背颜色为绿色。花序主轴颜

色为绿色；白绿色花蕾，形状为倒卵形；黄白色花

瓣，形状为唇形；雄蕊离生；椭圆形花药，颜色为

黄色。子房为球形，表面多被毛；花柱直立，表面

少量被毛；黄绿色花萼，离生。 
3.2 生物学特征 
（1）枝梢生长习性 
‘华蜜 2 号’黄皮幼年树一般每年可抽新梢 4

次，两年后则可结果变为丰产树。成年树正常情况

下一年抽梢 3 次，果实采收后开始抽秋梢，末次秋

梢萌发时期在本地区一般为 10 月中下旬。成年树如

果末次秋梢能控制在 10 中下旬左右抽出的，一般冬

梢是难以抽出的，但如果遇到雨水较多、冬季气温

较高等特殊情况，并且植株的树势过于壮旺，则容

易抽发冬梢。冬梢一旦抽发，势必难以充分老熟而

成为明年的结果枝，并且会虚耗树体大量的有机养

分，即使翌年有花，花质也相对较弱，会影响产量，

造成减产的出现。故一旦发现冬梢抽出，可将抽出

的冬芽及早人工抹除，并用 25%多效唑悬浮剂 600
倍液+磷酸二氢钾 100克兑水 50kg对树体进行喷施，

以起到抑制冬梢的效果。 

 

图 1 华蜜 2 号黄皮挂果树势 

（2）开花结果习性 
‘华蜜 2 号’黄皮在本地区一般于 12 月份后进

行花芽分化，翌年 1 月下旬现蕾，抽穗期为 1 月下

旬—2 月下旬，初花期为 3 月中旬，盛花期为 3 月

下旬—4 月上旬，末花期为 4 月中旬，谢花期为 4
月下旬。小果期为 4 月下旬—5 月上旬，5 月中下旬

—6 月初果实开始进入膨大期，6 月上旬果实逐步进

入转色期，由果基开始，慢慢从绿色转为黄绿色，

接着由果顶开始，逐渐由黄绿色转为黄褐色；果皮

从 6 月下旬—7 月上旬基本转为浅黄褐色，此时果

皮会变薄，果身渐变为圆润饱满，果实接近成熟；7
月中下旬，果皮转为黄褐色，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可达 20.0%左右，此时进入成熟期。 

 

图 2 华蜜 2 号黄皮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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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果实性状  
‘华蜜 2 号’黄皮果实为椭圆形，平均单果质量 

10.5g，纵径 29.15mm，横径 20.94mm。果皮黄褐色，

可见果锈和油胞，皮上有少量被毛，果皮味苦涩中

带有微辣。种子平均单重 1.62g，平均单果皮重

1.48g、皮厚 0.55mm。果肉颜色为蜡白色，果肉柔

软、细嫩化渣，果汁丰富，蜜甜微酸，香气浓郁，

可食率为 71.31%，可溶性固形含量 17.31%，总糖含

量 11.3%，还原糖含量 7.9%，总酸含量 1.66%，维

生素 C 含量 512mg·kg-1。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定植建园 
（1）园地选择 
‘华蜜 2 号’黄皮对光照的适应性较强，喜欢

光照也能耐半阴，但不能过于阴蔽。对土壤要求不

严，红壤土、砂壤土、砾质土都能适应。故宜选择

土壤有机质丰富、开阔向阳、排灌良好的地段建园

种植，有利于确保黄皮日后树势强健、产量较高、

寿命较长等优势。 
（2）适时种植 
根据黄皮的生长特性，定植以春植（3—4 月）

为好，也可选择秋植（9—10 月）。苗木规格要求，

嫁接苗主干离地面 10cm 处直径 1～1.5cm 或嫁接口

直径 0.8cm，苗高 40cm 以上，且健壮、无病虫害、

末次枝梢充分老熟的健康嫁接苗为宜。种植密度一

般以株行距 4m×5.5m 或 4m×4m。定植前，挖好种

植穴，种植穴长、宽、深为 0.6m×0.6m×0.5m。填

足基肥，每穴施豆饼粉 1.5kg+磷粉 0.75kg，或土杂

肥 25kg。分层回填，每层均须与泥土混匀，最后培

成直径 0.6m、高 0.2m 种植斗[4]。选择温度在 20～
25℃定植最佳，定植后要淋足定根水，树盘可覆草

保湿，定植后 30～60d 内保持植穴土壤湿润。 
4.2 整形修剪 
黄皮树要培育成理想的树冠，需适时整形修剪。

在幼树定植成活之后，可于树干 50cm 左右处进行

摘心或短截，待新梢抽发至 15cm 左右时进行定梢

后，一级主枝可筛留 3～4 根长势较为均衡、方位分

布较为均匀的枝条，等主枝老熟生长到 30cm 左右

时再进行摘心或短截，以促发分枝，之后每次分枝

可选留 2～3 根壮旺枝条作为副主枝，2～3 a 可培养

形成透光、通风的自然圆形树冠。成年结果树的修

剪主要在果实采收后进行，主要是将弱枝、枯枝、

病虫枝及内膛枝剪除，并对原结果枝进行回缩短截，

以达到促进其及时萌发秋梢的目的。 
4.3 花果管理 
（1）疏花疏果 
‘华蜜 2 号’黄皮在本地区的初花期为 3 月中

旬，盛花期为 3 月下旬—4 月上旬，末花期为 4 月

中旬，谢花期为 4 月下旬。挂果过多容易导致果实

偏小或大小不均，因此须注重疏花疏果。在始花后

盛花前可将花穗顶部约 1/3 的花量剪去；在谢花后

25～30 d 进行疏果[3]。 
（2）适时采收 
‘华蜜 2 号’黄皮在本地区的小果期为 4 月下

旬—5 月上旬，果实膨大期为 5 月中下旬—6 月初，

果实于 7 月中下旬成熟；在 6 月下旬—7 月上旬，

果皮基本转为浅黄褐色时，酸味偏重，此时采收仍

偏早；在 7 月中下旬时，果皮颜色变为黄褐色，此

时果肉柔软、细嫩化渣，蜜甜微酸，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可达 20.0%，即为最佳采收时期。‘华蜜 2 号’

黄皮果实留树保持最佳品质期一般为 1 周左右，若

果皮转为深褐色至古铜色时，果身软塌、果皮变皱，

则果实已过熟。 
4.4 肥水管理 
幼龄树施肥应遵循勤施薄施的原则，定植成活 

并抽一次梢老熟后，可在每次梢芽萌动前和转绿期

各施 1 次稀薄粪水或 0.2%尿素水，采用“一梢两肥”

法促发和培育壮梢[5]。结果树每年施肥 3～4 次，施

肥主要集中在现蕾前后、谢花后、采果后，以有机

肥为主，辅以适量复合肥。现蕾前后、谢花后这两

次可用麸饼肥和复合肥加水稀释后进行淋施；采果

后施重肥以促进树体恢复及秋梢的抽发，可用鸡粪

肥或羊粪肥挖沟进行深施，对于树势较差、挂果多

的单株应适当增加施肥量，以促进树体的恢复和秋

梢的抽发。 
4.5 病虫害防治 
（1）病害 
①梢腐病 
该病最常见于黄皮的嫩梢抽生期。药剂上可用

5%乳油阿维菌素 25ml+25%可湿性粉剂咪鲜▪多菌

灵 80g 兑水 50kg 进行喷雾防治。 
②炭疽病 
该病于果实成熟期最常发生并病害较重。药剂

防治上可用 60%百泰 1200mg/L 或 10%世高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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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g/L 倍液进行喷施[4]。 
③茎基根腐病 
黄皮茎基根腐病也称脚腐病或裙腐病，该病主

要危害茎基部和根部。防治上可先清除病部附近的

土壤，用刀将病部坏死、腐烂部分刮净剔除（需要

达到木质部），然后可使用 20%松脂酸铜水剂 150
倍液，对病变的树体位置进行刷淋，半个月后再以

相同的药、量进行刷淋，有明显的防治效果。 
（2）虫害 
本地虫害主要以潜夜蛾为主，其次是蚜虫、白

蛾蜡婵、堆蜡粉蚧、吹綿介壳虫等。药剂防治上可

用吡虫啉、阿维菌素、乐斯本、啶虫脒等配合喷施，

可抑制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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