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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 年在敦煌市引种红心火龙果进行日光温室栽培试验，定植第 2 年即开花结果，平均单果质量 0.35 kg，第 3

年每茬产量 30 t/hm2 以上。经 3 年观察，该品种抗逆性强、品质佳、风味好、经济效益好及市场潜力大，具有较好的推

广价值，是敦煌市发展生态休闲农业的优选品种。从品种及苗木选择、定植技术、整形修剪、土肥水管理、环境调控、

花果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介绍了敦煌市日光温室火龙果栽培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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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2020，pitaya was introduced in Dunhuang City for cultivation experiments in a solar greenhouse．In the second year of

planting， it  bloomed  and  bore  fruit，with  an  average  single  fruit  weight  of  0.35  kg． In  the  third  year，yield  per  crop  was  over  30

t/hm2．After 3 years of observation，this variety has strong stress resistance，good quality，good flavor，good economic benefits，and

great market potential．It has good promotion value and is preferred tree species for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leisure agriculture in Dun-

huang City．Key technologies for cultivating pitaya in Dunhuang's solar greenhouse were introduced，including variety and seedling se-

lection，planting  techniques， shaping  and  pruning， soil， fertilizer，and  water  management，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lower  and

fruit management，and disease and pes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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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火龙果原产于南美热带雨林地区，属仙人掌科量

天尺属多年生蔓性植物[1]。其果形独特，营养丰富，

风味好，具有降血压降血脂、利尿祛火等功能，深受

消费者喜爱。在中北美洲的墨西哥、巴西，以及东南

亚的越南、泰国等地规模种植，20 世纪末引入我国华

南和西南热带、亚热带地区露地种植。近年来，随着

南果北栽的兴起，火龙果在我国北方多省日光温室和

塑料大棚等设施栽培成功，是发展观光采摘等生态休

闲农业的优选品种。

敦煌市地处内陆戈壁沙漠腹地，冬季严寒，夏季

酷热，四季干旱多风，当地利用光热充足、昼夜温差

大的优势，生产的葡萄、李广杏、桃等水果糖度高，

风味佳，在国内外久负盛名。而南方水果在当地露地

栽培不能正常越冬、越夏，但在日光温室中配套必要

设施设备可实现南果北栽。2020 年 9 月从陕西省杨凌

区引进红心火龙果在敦煌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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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设施温室区进行日光温室种植试验。经 3 年栽培

实践表明，该品种抗逆性强、品质佳、风味好、经济

效益好及市场潜力大，具有较好地推广价值，是敦煌

市发展生态休闲农业的优选品种。 

1　试验地概况
 

1.1　试验地自然条件

试验地为甘肃省敦煌市莫高镇甘家堡村（东经

94°44’，北纬 40°9’），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

西端，海拔 1 138 m，属典型的戈壁沙漠气候，冬长夏

短，光照充足，气候干燥，属长日照区，年均日照

3 298.8 h，土壤为沙壤土，pH 值 7.8。全年干旱少雨，年

均降水量 42 mm、蒸发量 2 505 mm、有效积温 3 625 °C
及无霜期 142 d，年平均气温 9.3 °C，月平均气温最低

−9.3 °C（1 月）、最高 25.8 °C（7 月），极端低温

−31.6 °C、高温 43.6 °C。昼夜温差较大，年平均气温日

较差 16 °C[2]。沙尘暴、霜冻、寒潮和干热风等自然灾

害多发频发[3]。 

1.2　日光温室概况

火龙果原产于热带，喜热怕寒，为防止冬春低温

冻害，在敦煌市须在日光温室中种植。日光温室坐北

朝南，正南偏西 5°～10°，脊高 4.5 m、长度 80 m、跨

度 10 m，后墙和山墙由外围厚度 1.5～2.0 m 的黏土打

压修整筑起，内层采用砂砖砌成墙高 2 m、厚度 32 cm，

棚架为 2.5 cm×8 cm 的方形镀锌钢管，棚膜采用聚乙烯

无滴膜，冬季保温采用加厚棉被，夏季使用遮阳网遮

阳降温。温室内建有蓄水池，并配套喷灌、滴灌设备

和水肥一体化系统。 

2　引种表现
 

2.1　生物学特性及生长结果习性

红心火龙果萌芽能力强，日光温室条件下植株生

长旺盛，株高可达 2 m 以上。茎为三棱形，茎粗 5～
6 cm，肉质饱满粗壮，茎上多长有数个长 50～70 cm 分

枝，茎节上长有气生攀援根。火龙果无主根，须根半

木质化，浅根发达，侧根大量分布在 12～25 cm 的土

层中。茎节的凹陷部位生长着 3～5 根小刺。这些小刺

的基部隐藏着许多复芽和混合芽的原基，可以发展成

为叶芽或者花芽。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花芽在形成

初期可以转变为叶芽。同样地，在适宜的环境中，旺

盛生长的枝条顶端的组织也可以转变成花芽，并在茎

节下方形成花苞。

果实主要长在上一年老熟枝条上。花苞筒形，着

生于茎节处，花为两性花，雌雄同体可自花授粉结果，

花芽分化到开花通常需要 42～50 d。一年内可陆续开

花 8 批次，同一批次开花时间约 3 d，每年可采收

6～8 批次。定植后的第 2 年即可开花结果，定植第 3
年单株平均结果 7～8 个，单株平均产量 2.6 kg，每茬

产量 3 万 kg/hm2，产果期长达半年以上[1]。当地采摘

售价 30～50 元/kg，经济效益较高。火龙果花芽分化、

开花均需光照超 12 h 以上的时长[4]。当生长温度较低

时需要补红外光和远红外光[5]。 

2.2　果实经济性状

根据 2022—2023 年连续 2 年观察测定，红心火龙

果果实主要经济性状如表 1 所示。果实椭圆形，横径

9～ 12 cm，纵径 13～ 15 cm， 2023 年平均单果质量

350 g，最大单果质量 790.0 g；果皮桃红色，肉质，厚

2.2～2.3 mm，外表皮鳞片；果肉红色，清甜爽口、多

汁，有香味，品质优，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平均 18.0%
以上，肉间密生黑芝麻状种子，种子细软，可食用，

果脐小。果实室温条件下可放置 10 d 以上。
  

表 1　红心火龙果果实主要经济性状

Tab. 1    Main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Red pitaya

指标 2022 年 2023 年

平均单果质量 /g 342.5 350.0
最大单果质量 /g 782.0 790.0
果实形状 椭圆形 椭圆形

横径 /cm 10.20±1.72 10.50±1.54
纵径 /cm 14.00±1.03 14.20±0.85
果肉颜色 红色 红色

风味 有香味 有香味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 18.0±3.0 19.2±1.8
果脐 小 小

内果皮颜色 桃红色 桃红色

果皮厚度 /mm 2.3 2.2
外果皮形状 鳞片 鳞片

  

2.3　物候期

2022 年火龙果物候期如表 2 所示，全年可开花

8 批。3 月下旬—5 月下旬大量萌芽抽发新枝，5—
11 月开花结果，每批花间隔 25 d 左右。5 月上旬开第

1 批花，授粉成功 6 d 子房开始膨大，间隔 25 d 可以看

到果实明显变化，果实由绿变红 5～7 d 后即可采收。

采收期从 6 月上旬—次年 1 月上旬。自开花算起，夏

季 5—8 月温度高一般 35 d 左右即可采收；秋季 9—
10 月需 40 d；进入 11 月后气温较低，一般则需 50 d 以

上才能成熟采收。 

2.4　适应性及抗逆性

在敦煌市夏季炎热、冬日严寒的环境条件下，红

心火龙果能够在日光温室中正常开花生长结果，偶尔

夏季遮阳网悬挂不及时时枝条出现日灼，极端低温时

幼嫩枝条会发生轻度冻害，可 5 月后及时悬挂遮阳网，

冬季极端低温时通过暖风机、大棚增温块等加温措施，

避免以上灾害。夏季极端高温时火龙果能够通过短暂

休眠度过逆境，能适应当地土壤及灌溉水，病虫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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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台湾大红”火龙果在当地日光温室栽培下表现

出较强的适应性及抗逆性。 

3　日光温室栽培技术
 

3.1　品种及苗木选择 

3.1.1　品种选择

日光温室栽培火龙果应选择有较强抗逆性和适应

性、优质丰产、耐贮运、自花结实率高、市场需求好

的火龙果品种[6]。自花授粉品种可单独建园，栽植异

花授粉品种时需配置授粉品种，一般授粉品种与主栽

品种的比例为 1∶8～1∶5。敦煌及周边地区日光温室

主栽品种可选用桂龙、珠龙、软枝大红、台湾大红、

金都一号等品种[7]。 

3.1.2　苗木选择

选择品种纯正，茎肉肥厚，根系发达完整；苗高

30 cm 以上，无明显机械损伤；无检疫对象及危险病虫。

不得使用经禁用物质和方法处理的种苗。苗木在运输

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失水或受冻。既要注意保湿，还要

注意保暖，气温在 10 °C 以下时注意采取保温措施。 

3.2　定植 

3.2.1　定植前准备

选址和整地。选择平坦开阔、地势较低、背风向

阳和无遮阴的空地建造日光温室。栽培应选择土壤颗

粒小而均匀，中性至微酸性、疏松砂壤土或壤质沙土。

整地时施入腐熟有机肥做基肥。起垄或做小高畦，垄

高 10～15 cm。在定植前应进行棚室消毒，消毒时不得

使用禁用物质和方法。设置栽培架。按垄（畦）设置

栽培架，每垄（畦）南北向设置高 1.1～1.3 m，宽

0.4 m 的连排式栽培架，栽培架平面呈“目”字型，用

立柱固定。也可采用双层立体架栽培以充分利用温室

空间。 

3.2.2　定植时间和方法

日光温室中火龙果全年均可栽植，但敦煌市等北

方寒旱地区以春季 4—5 月为宜，夏秋季定植时要适当

遮荫和保持湿度。采用南北行栽植，根据架式选择不

同的定植方法，连排式架宜采用大小行栽培，宽行

1.6～2.0 m，窄行 0.4 m，株距 0.2～0.4 m。定植时宜浅，

定植深度 5～8 cm，定植后覆表土，浇透定植水。栽

植 3.6 万～5.0 万株/hm2。苗高 30 cm 以上，应及时引

绑至栽培架立杆。 

3.3　整形修剪

日光温室火龙果壮苗栽植后 10～15 d 后新芽萌发，

温湿度适宜时植株生长较快，每天即可长高 2 cm 以上。

生长过程中会长出大量芽苞，需及时抹除，一般前期

只留一个主枝单枝延伸引绑上支架，当主枝超过支架

时摘心促发新枝培养为侧枝，选留 3～5 个新枝让其伸

长后自然下垂，培育为结果枝。侧枝上过密的枝、芽

要及时疏除，以免因争夺空间相互排挤，造成长势细

弱、浪费养分。结果期的火龙果每个植株可安排 2/3 的

分支作为结果枝，其他 1/3 的分枝抹除花蕾或花瓣，缩

小分支的生长角度，促进营养生长，将其培养成后备

结果枝；当年挂果较多的枝条应从结果枝基部剪除，

重新培养健壮的枝条；果期结束后剪去衰老茎蔓及垂

地遮阴的茎蔓，促发新茎生长[6]。 

3.4　土水肥管理 

3.4.1　土壤管理

定期检测土壤养分和重金属含量，评估土壤肥力

水平，针对性地采取土壤改良措施。选取未受污染的

农作物秸秆等覆盖于地面，提高温室保墒蓄水能力。

同时施用有益微生物菌剂、放养蚯蚓等措施，改善土

壤理化性质，结合多施绿肥、有机肥、行间生草等方

法改良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增强土壤透气性和

保水能力。 

3.4.2　施肥

为满足火龙果对各种营养元素的需求，提倡多施

有机肥、合理施用无机肥、适时配方施肥。培肥土壤

时通常加入矿物源肥、微量元素肥和微生物肥作为辅

助材料。腐熟的家禽家畜粪、榨油剩下的油饼、动物

骨粉等都可作为很好的肥源。基肥一般撒施或淋施商

品有机肥 3 000～ 4 500 kg/hm2，或施用腐熟农家肥

4.5 万～6.0 万 kg/hm2，忌开沟深施。必要时配施一定

数量的矿物源肥料和微生物肥料，于果实采收后撒施

在土表根系分布的区域。抓住火龙果促梢、催花、膨

果和复壮等关键生长阶段进行追肥，幼苗期以氮肥为

主，进入结果期后使用氮磷钾复合肥，壮果肥适当提

高磷、钾、钙肥比例，应注意薄肥勤施，适当补充 Mg、
B 等微量元素肥料，可有效提高果实产量和品质[8]。挂

果期可施用微量元素肥料，以提高果实品质。叶面肥

应在火龙果采摘 10 d 前停止使用。冬春季增施 CO2 气

肥，使棚室内 CO2 浓度保持在 800～1 000 mg/kg。 

 

表 2　2022 年红心火龙果物候期观测结果

Tab. 2    Phenological period observation results of Taiwan Red pitaya in
2022

批次 现蕾期 开花期 着色期 成熟期

1 4 月 14 日 5 月 5 日 6 月 4 日 6 月 10 日

2 5 月 10 日 5 月 31 日 7 月 3 日 7 月 9 日

3 6 月 4 日 6 月 24 日 7 月 28 日 7 月 30 日

4 7 月 3 日 7 月 22 日 8 月 27 日 9 月 1 日

5 7 月 28 日 8 月 16 日 9 月 21 日 9 月 26 日

6 8 月 14 日 8 月 29 日 10 月 1 日 10 月 8 日

7 9 月 19 日 10 月 9 日 11 月 13 日 11 月 19 日

8 11 月 3 日 11 月 21 日 12 月 25 日 1 月 1 日*

　　注：*为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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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水分管理

火龙果耐旱能力较强，土壤相对湿度保持在

70%～80% 为宜，敦煌市日光温室火龙果宜采用水肥一

体化滴灌系统进行灌溉，灌溉次数与灌溉量依不同生

长季节而定。一般夏季 10 d 灌溉 1 次，春秋 15 d 灌溉

1 次，冬季 45～60 d 灌溉 1 次，每次滴灌 0.5 h。开花

期需控水，结果期需水需肥量大。植株生长旺季适宜

勤浇水，后期还应根据坐果情况随水冲施、土壤追施

肥料。敦煌市天气炎热、气温高的季节以早晨或傍晚

灌水为宜，尤其是盛夏季节，阳光强烈，温度较高，

植株会出现短时休眠，应小水勤浇，忌积水，避免烂

根，同时加盖遮阳网降温；而冬春季节气温、地温相

对较低，蒸发量小，植株生长缓慢，水分消耗少，所

以灌水次数和灌水量都应减少。 

3.5　环境调控 

3.5.1　温湿度调控

敦煌市属于高寒、高热地区，设施栽培火龙果最

佳生长温度 25～35 °C，<10 °C 或者>38 °C 植株会进行

休眠，影响火龙果树体正常生长和产量的稳定[9]。及

时揭盖保温被、开闭上下通风口，在保证设施内适宜

生长温度的前提下，尽量增大昼夜温差，以提高养分

积累。当温室内气温<8 °C 时须采取加温措施，冬季低

温时段每棚架设增温灯或者热风炉，进行加热增温，

确保冬季低温季节火龙果能够正常生长[10]。火龙果耐

旱怕涝，一般土壤含水量应保持在 70%～80%、空气湿

度应保持在 50%～60% 为宜。开花坐果期空气湿度保

持在 60%～70% 为宜。如果棚内湿度过小时要采用喷

淋措施增加空气湿度，使棚内空气相对湿度达到 45%
左右，确保植株旺盛生长。 

3.5.2　光照调控

火龙果原产热带，属喜光植物，充足的光照能够

促使火龙果植株生长健壮，促进花芽分化，多孕蕾，

提高坐果率，避免因光照不足导致植株徒长。而敦煌

地区冬春季节风沙多，应采用透光性好的棚膜，定期

清洁膜面，尽量增加光照强度和时间。10 月底至次年

5 月，温室保温被在保证室温的前提下尽量早揭晚放，

尽可能延长光照时间，并且要用补光灯补光，每天累

计光照时间≥15 h，确保火龙果的正常生长发育、提前

开花和高产稳产[11]。温室火龙果采用生物补光灯或白

炽灯进行补光，光强≥30 m2/500W，波长以 380～
780 nm 为宜。为防止日灼，5—9 月应在温室棚膜外搭

设遮阳网，使温室内光通量达到 8 000～12 000 lx[12]。 

3.6　花果管理

红皮红肉类型火龙果人工授粉品种自花授粉坐果

率不高，可通过人工辅助授粉、配置授粉品种，改用

免授粉品种等措施提高坐果率。人工授粉应在晚

10: 00 开始至次日凌晨 3: 00 前完成。在开花前 5～7 d，
每个枝上留 1～2 朵花，疏除其他多余、畸形的花蕾。

剪除病弱茎蔓及其果实，在果实生理落果后，摘除病

虫果、畸形果。单个结果枝上约 30 cm 留 1 果，对结果

偏多的枝蔓进行人工疏果[13]。 

3.7　病虫害防治

敦煌市日光温室火龙果病虫害发生较少，主要有

介壳虫、红蜘蛛、溃疡病等。要保持温室内及周边清

洁，及时清除温室内杂草和修剪的枝条，避免病虫害

的发生蔓延；注意保持温室空气通畅，晴好天气要加

强温室通风，冬季严寒天气及时合闭风口，加盖保温

被，避免温度短期剧烈变动；在温室上下通风口设置

防虫网，避免周边温室、露地虫害飞入；可用石硫合

剂、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

苯甲酰胺[14]、噻菌铜、杀扑磷[15] 等防治病虫害。 

3.8　采收

火龙果肉质鳞片完全展开且反卷软化、果皮颜色

由绿色转为红色、果皮鲜艳有光泽时即可采收。6 月底

起果实陆续成熟，每批次成熟期间隔 20 d 左右。单个

果实从开花到结果成熟一般为 30 d 左右。春季和秋季

气温较夏季低，果实成熟时间较夏季加长。采收要注

意避开高温时段，以清晨采收为宜；应逐批次进行采

收，避免过早过晚，采收时用专用剪刀紧贴肉质茎带

果梗剪下，注意轻拿、轻放，采下后按大小、外观进

行分级、包装。农药安全间隔期内不采收。 

4　结束语

红心火龙果在敦煌市日光温室栽培表现出很强的

抗逆性，当地就近上市果品品质风味更佳，是敦煌市

发展生态休闲农业的优选品种，结合敦煌本地旅游人

流量大的特点，市场潜力大，极具推广价值。但应加

强土壤改良、整形修剪和环境调控等管理措施，尤其

是要做好冬季增温、补光，夏季遮阳降温，保持植株

健康，促进早果、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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