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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花银柳商品化栽培

叶增基 ① 何生培
上海市林业站 上海市松江县林业站

孙 自然
园 艺 系

, ,

银柳 ‘ 红 又称银芽柳
、

棉花柳
、

猫柳
、

毛毛狗
,

是杨柳科杨柳属的多年生

落叶灌木
。

银柳枝条 自植株基部发生
,

修长的新梢上排列着肥大的花芽
,

芽外有紫红色苞片
,

苞片脱落后露出银白色未开放的花序
,

形似毛笋
,

故名银柳
。

未脱落苞片的花芽及 已脱落苞

片的花蕾均具观赏价值
,

是元旦一春节期间的应时切花
。

银柳切花可水养
,

观赏期可达二个

月以上
,

干插则时期更长 既可以单种花插瓶
,

亦可作配花
,

更宜制成染色干花
。

银柳原产我国北方
。

上海引种栽培 已有五六十年历史
。

早期
,

市场销售量小
,

多为零星

栽培
。

年代以来市场销量剧增
,

上海市松江一带开始专业规模栽培
。

由于气候
、

土壤适宜

以及栽培技术不断改进
,

产品质量大大提高
,

成为国内外市场极受欢迎的
“

上海银柳
” ,

广泛

销售于国内各大城市
,

年销量约 万打
。

在国际市场上主要出口香港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日

本
、

韩国
、

泰国等地区和国家
,

年销量亦达 万打左右
。

银柳栽培成本低
、

贮运方便
,

是一种

极有前途的创汇花卉
。

经几年探索总结如下经验
,

以利扩大推广并不断提高
。

①二年制栽培方式 银柳原为多年性丛生灌木
。

作为切花栽培第一年扦插培养单枝银

柳
,

所产切枝杆粗色鲜
,

花芽饱满 第二年
,

利用苗茬具有萌芽早
、

枝条下部落叶早和花芽节

位上移等特点
,

培养具有分枝的多头银柳
。

然后应挖除老株重新扦插新株
。

②地块选择与栽前整理 银柳性喜湿润
,

忌长期干旱和渍涝
。

根系主要分布在地下

一 。 浅层
,

宜选地势高爽
、

土质肥沃
、

排灌方便的地块
。

通常选用前作为水稻
,

在水稻收

割 后经深耕越冬风化
,

次年 月上 中旬耕翻 并施基 肥 每公 顷有机 肥
。

作垄宽
,

垄沟宽
,

同时施混合肥
,

每公顷碳酸氢钱 。
、

硫酸钾或氯化钾 一
,

过磷酸钙 一
,

垄面随即覆盖黑色地膜等候扦插
。

据测定
,

经覆盖在二
、

三

月间土层 。 和 。 深处
,

分别提高地温 和
,

有利提前扦插和创造 良好发根 条

件
。

③扦插 是银柳主要繁殖方法
。

通常利用冬季剪切整理花枝时剪下的枝条基部
,

长约
。 ,

保留 个芽眼的枝段
,

扎成小捆
,

竖放在室 内
,

用黄沙保湿贮藏
。

扦插时期以 月

上一中旬最为适宜
,

最迟不超过 月底
。

每垄 行
,

株距 一
,

每公顷约 万株
。

栽植

过密时切枝细而色青
,

花芽着生部位上移
,

影响花技质量
。

过稀则枝数单产减少
,

降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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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肥水管理 除施足基肥外
,

一年中应追肥 一 次
。

如基肥不足
,

应在 月中下旬银柳

已抽枝约 左右时施一次
“

发棵肥 ” ,

宜用氮素肥料如每公顷施尿素
。

月间是新梢迅速生长期
,

可于 月中下旬施氮
、

磷
、

钾复合肥 一 ’ 一 。

一 月是

银柳新梢中上部花芽分化期
,

宜在 月 日前后施复合肥 ’ 一 ’

促进花芽分化与充

实
,

称
“

膨花肥
” 。

此外
,

在 月可用 磷酸二氢钾加 尿素作根外追肥 次

可结合防治病虫进行
,

对花芽肥大
、

增进花芽色泽有明显作用
。

银柳生长季适值多雨季节
,

要十分注意排涝
,

达到
“

雨停 田干
”

的要求
。

七
、

八月常遇连续

高温干旱超过 一 必须及时灌溉
。

灌水宜在晚 时后进行
,

灌满畦沟后关闭进水 口
,

任

其 自行渗透
,

次 日黎明再打开沟 口排出多积水
。

一 月天气渐凉
,

连续无雨超过 亦应

灌水
,

保持土壤湿润
。

落叶前停止灌水
,

促进枝条成熟充实
。

⑤抹芽摘心 抹芽是为了调节每株生长的枝条数
,

亦即单位面积产枝量
。

当插条萌芽后

往往同时发生 一 芽
,

如是二年生留茬银柳则发芽更多
。

抹芽时每株只保留 一 芽
。

摘心

是培育多头银柳的技术
。

只生产单枝银柳不需摘心
。

近年部分出口新加坡
、

马亚西亚等国的

银柳要求有一定份额多头银柳
。

为此需采用摘心处理
,

促使上部分生 个以上的分枝
。

摘心的方法是当新梢长达 一 时摘除顶部嫩梢 一 。 ,

时间宜为以 月上旬

最迟不超过 月 日
。

摘心过迟
,

所发生分枝将达不到 以上的要求
,

为保证多头银柳

的商品品质
,

需选用生长势强的新梢进行摘心处理
,

通常多在二年生 留茬植株上进行
。

因二

年植株多枝早
,

其新稍 比一年生株可提早 一巧 达到 高度
,

摘心后其分枝长度最终

也能达到 高度
,

摘心后其分枝长度最终也能达到 以上
。

另外
,

也因二年生株的新梢

下部落叶较早
,

枝基部有较长 约 。 一段无花芽
,

用作单枝银柳时品质不如一年生株的

好
,

作为多头银柳则分枝点以下无花芽不影响商品品质
,

而售价比单枝银柳高出一倍
。

在一

年生株中也可选用部分生长特别旺盛的新梢经摘心后培养为多头银柳
。

培养多头银柳应更

注意加强肥水管理
。

⑥病虫防治 为害银柳的病害主要有立枯病与黑斑病
。

立枯病发病以苗期为多
。

发病

后引起插条腐烂与嫩梢枯萎
。

防治应注意插条消毒
。

扦插前用防霉宝
、

多菌灵或托布津

倍液浸插条
。

此外注意避免连作重茬
,

当地经验认为选用前作水稻 田为好
。

黑斑病

为害叶
、

茎及芽
。

初发病时叶片产生褐色小斑
,

严重时病斑扩大
,

叶片干枯
。

后期为害花或枝

条形成黑斑
。

防治除采用扦插前条消毒外
,

生长期用可杀得 一 倍
,

多井合剂 一

。倍或退菌特 一 倍液交叉防治 一 次
。

为 害银柳 的虫 害有刺蛾
、

袋蛾
、

一 点钻夜蛾
、

红蜘蛛
、

蚜壳虫等
。

防刺蛾
、

袋蛾可用

一 。。倍或敌百虫 倍液 防钻夜蛾可用 倍灭幼脉 防红蜘蛛可用克蜻特

一 倍液
,

达嚓酮 倍或三氯杀蜻醇 倍液 防蚜壳虫在初发期用 甲胺磷

倍或菊醋类农药 一 倍液
。

⑥采收及采后处理 月银柳落叶后可将切花剪下
。

根据长度及有无分枝
,

将切花分

别存放
,

剔除梢部无花芽或中部严重少花芽的枝条
。

按每 枝为一小把
,

把合扎成一大把
,

放置在室内水槽中
,

浸水 一 。 。

每天查看及时补水
。

在采切
、

搬运
、

整理及水养过程中必

须注意防止泥土污染
。

修整切花时剪下的基部无花芽的枝段可用作下年扦插材料
。

按前述

方法栽培
,

每公顷可产商品切花 打
,

其中 一 可达到 出口优质产品标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