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栝蒌又名瓜蒌、药瓜、吊瓜，是多年生草质

藤本植物。全世界共发现 84个种 8个变种，入药

典的只有栝蒌和中华栝蒌（双边栝蒌）2个种。栝蒌

全身是宝，药食两用，营养价值高，籽、果皮、

根都可入药。栝蒌籽中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含量非常丰富。

经检测，压榨的栝蒌籽油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

肪酸达 89.7%，还含有 22.7%的角鲨烯。另外，栝

蒌生长期较长，还可以做成绿阴观光长廊。安徽

省西南地区多为低山丘陵，温暖湿润，雨水丰富，

阳光充足，但地形地貌较复杂，高低不平沟壑众

多，不利于机械化作业。栝蒌市场需求量大，发

展前景广阔。因此，引导农民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产投比高的栝蒌是农民致富的特色项目。

1 品种选择

栝蒌栽培品种应选通过品种审定或通过筛选

比较稳定的优良品种［ 1～2］。目前安徽省有皖蒌系

列，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选用。

2 种根选择

种根一般以大小中等、芽眼饱满，切面呈乳

白色为好。不需要太大、太粗的茎。

3 种植地块选择

栝蒌是喜温好光、忌阴怕湿的深根植物，抗

病能力较强，一般应选择阳光充足、通风透气、

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力较好、排灌方便、地

下水位不高的砂壤土地块种植，同时要求种植地

环境无污染。下列几种地块不宜种植栝蒌：开沟

50 cm 雨季仍有积水的地方；下大雨被淹没超过

48 h以上的地方；有泉水、长年积水，冬季气温

低于 -10℃的地方。

4 整地

栽植栝蒌的大田应年前开好排水沟，如周围

是水稻田，要求除下水方外，其余三方开 40 cm

左右的排水沟，排除清明水、暗水和地下水；如

大田是黏性土，应从高低走向取槽，槽深 60 cm、

宽 1 m，槽内填营养土。营养土构成为砂 60%，腐

熟土、塘泥、老沟土混合 30%，猪牛栏粪等腐熟

肥 10%；如是砂质土，可在取槽后将原土与杂草、

肥料一并拌和后填入，注意整沟填满。也可以将

大田深耕耙平后按行距 3.5 m，沟宽 1.5 m，做成

宽 2.0 m的高畦。

5 基肥施用

基肥以有机肥料为主，同时配用适当的化肥。

一般施用 45%硫酸钾复合肥 750 kg/hm2、过磷酸钙

750 kg/hm2、硼砂 15 kg/hm2、硫酸锌 5～15 kg/

hm2、腐熟饼肥 2 000 kg/hm2、腐熟农家肥 40~50

t/hm2。结合开槽回填施用，也可以在畦上打穴，

将肥料和部分土混合后施入，然后盖土。

6 搭架

整好地后移栽前可搭架，以避免移栽后出苗

再搭架操作损伤苗木。搭架原则是棚架牢固、通

风透光、架下便于田间管理。材料可以用水泥、

木头、竹等，根据投资情况自定。要求架高

1.8～2.0 m，平面棚架，地面按 3.5 m×3.5 m 标

准立柱。柱顶端用 10# 不锈钢丝拉成方格，再用

同样的钢丝拉对角线，最后在上面铺盖 20 cm×

20 cm 网眼的尼龙网。棚架外围柱子要向外倾斜

30毅 ，同时多支几根柱子，以免盛果期架子倒塌。
架下根据情况可种生姜、半夏等喜阴作物，也可

养鸡等。

皖西南低山丘陵地区食用栝蒌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查介平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昭潭镇农技站，安徽 池州 247280）
摘要：根据多年种植实践，总结了栝蒌在皖西南低山丘陵地区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包括品种选择、挖穴移

栽及大田生长期田间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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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挖穴移栽

栝蒌在开春无霜冻时即可移栽，江南丘陵地

区 3月即可开始移栽。尽可能早移栽，促早发，

减少后期无效果的结实。合理安排株行距，如成

片开发，应按行距 3.0～3.5 m、株距 1.0～1.2 m进

行栽种，定植密度 3 000~3 750株/hm2。小面积种

植可利用中间空地进行立体种植。观光绿阴长廊

可利用路边、房屋周围规划种植。提倡打穴移栽，

穴以长、宽、高各 45 cm挖好，每穴施入 50 kg土

火粪与砂土拌和，将带苗的根块用 75%百菌清可

湿性粉剂 500倍液浸泡 15 s，后平放在穴内移栽，

压实并浇足水，盖上地膜。切不可将根苗直接栽

在肥料上。出苗后及时破膜放苗。采用提前苗床

育苗移栽，栽后 7 d内不能缺水。移栽时合理搭配

雌雄株，一般雌雄比为 10∶1，雄株在田间均匀分

布［ 3～4］。

8 大田生长期田间管理

8.1 扶蔓上架

当栝蒌藤蔓长到 20 cm 左右，选择合适支撑

物，用软质绳带将栝蒌蔓固定在支撑物上，引其

向棚架生长。

8.2 水分管理

栝蒌属于多年生植物，根系发达，比较耐旱。

但移栽后 7 d内活棵期不能缺水，生长盛期和果实

膨大期如遇天气干旱应及时浇水，遇涝要及时排

水防渍。

8.3 除草施肥

栝蒌生长期长，需肥量大，应多施基肥，以

有机肥加磷肥为主。①提苗肥。苗高 10～15 cm，

离根 20～30 cm处环状追施尿素 1～2次，每株用

量为 50～80 g。②花果期追肥。6—8月栝蒌营养

生长与生殖生长进入旺盛期，此时根据苗情叶色，

适当追施 2～3 次花果肥。每次施腐熟饼肥 750

kg/hm2、加含量 45%的 Ｎ、Ｐ、Ｋ 三元复合肥

250 kg/hm2，加含量 21%硼砂 15 kg/hm2，在距离根

部 30 cm左右开环状浅沟施入后培土。③果实膨

大期追肥。结合施药，加入 2 g/kg磷酸二氢钾溶

液叶面施肥。每年春、夏、秋季各中耕除草 1次，

生长期间见草就除，植株封顶后停止。

8.4 整枝留蔓

当年生植株留主蔓 1~2根，第 2年以后每株

只留 1个健壮主蔓。及时抹去架下主蔓上的新生

腋芽。主蔓上架后，做到均匀引蔓，全面铺开。

肥力充足的田块，架下主茎 1 m左右应断头，促

第 1分枝生长，增加挂果率。生长中后期如枝蔓

过密，应剪去一些小枝、空枝和老叶。

8.5 保花保果

栝蒌生长期较长，花果期也长。如花期生长

过旺，可喷矮壮素 1 000～3 000 mg/hm2。花果期

结合喷药施用 2 g/kg磷酸二氢钾、3 g/kg尿素及

3～5 g/kg硼肥液 2～3次。

8.6 病虫害防治

栝蒌前期虫害以蚜虫、蓟蚂为主，防好此虫

也能防止栝蒌病毒病。梅雨季节注意防治细菌性

角斑病。栝蒌最主要的病害是根结线虫病，根结

线虫以幼虫、卵和少量雌虫在栝蒌块根中越冬。

因栝蒌是多年生宿根植物，一旦发病，根结线虫

便在栝蒌根内和根际周围的土中迅速积累，这样

病情逐年加重直至绝产。其防治原则以防为主，

综合防治，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及生物

防治方法，合理配合使用化学防治方法。①农业

防治。选用抗病品种和无根结线虫的种苗；土壤

翻耕曝晒、消毒；使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增施

磷钾肥，提高植株抗性；及时清除田间杂草，排

除田间积水，尽量避免大水漫灌；收获后及时清

理田园，病残体带出田外焚烧或深埋；实行 4 a轮

作制。②生物防治。保护利用天敌，使用生物农

药。③化学防治。越冬前用 1.5%菌线威可湿性粉

剂 4 000倍液 250 mL/株进行灌根，开春后（2月底

至 3月初）再灌 1～2次。

9 果实采收

9— 11 月栝蒌果实表面呈橘黄色即可采收。

果实采收后放阴凉处 10 d左右，让其充分成熟后

进行开果取籽（机械取籽更好），果皮对开后完整

晒干即为药材。

10 冬春管理

一是做好越冬防寒工作。每年 11月栝蒌采收

后，待 90%叶子都已经枯死时，离土面 10 cm 处

将藤剪断，用 25%杀虫双水剂 500倍液浇根 1次，

后用河砂覆盖，再放上稻草用土压好即可越冬。

二是肥水管理得当。每年 12月下旬选一晴天，将

栝蒌扒开，离根 20 cm左右每株用稀人畜粪尿 20

kg、腐熟有机肥料 50 kg，加普通过磷酸钙 2.5 kg、

氯化钾 0.5 kg拌匀穴施，上盖细土，再覆盖 1 层

稻草。取走多余老土，土面不高于原来位置。三

是注意早春保湿。1月 5— 10日，将封苗河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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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和表土全部扒开，结合防病浇足“返青水”。

苗周围 20 cm铺 1层草木灰，以利保湿吸光；在

1.5 m用农膜覆盖（破损膜勿用），沿膜四周开小沟

并将农膜边沿放入沟内用土压实即可。以上措施

可使栝蒌提前于 2 月底出苗，出苗后慢慢通风、

炼苗、揭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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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陇东地处北纬 34毅 45忆 ～35毅 46忆 ，东经
105毅 20忆～108毅 42忆，区内海拔 890～2 850 m，地

形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气候属泾渭河冷温带
亚湿润气候区。境内西部有六盘山、陇山贯通南

北，东部有子午岭纵卧，与陕西北部相望。该区
热能资源较好，年均气温 8.3～9.3℃，≥0℃的积

温为 3 284～3 956℃。光能资源丰富，太阳能可

利用天数 160～280 d，年总辐射量 5 000～5 800
MJ/m2，年光照 2 400～2 700 h。降水量较少，为

407～637 mm，且时段分布不均匀，干旱威胁比较
严重［ 1～2］。陇东属北方晚熟冬麦区，是甘肃省冬

小麦主要生产区之一，冬小麦常年播种面积 33.5
万 hm2，占全省冬小麦播种面积的 60%以上，素有

“陇东粮仓”美誉，陇东冬小麦的生产水平，对全
省粮食安全和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近年来，随着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冬小麦种植面积也逐年扩大，但是单产不高的问
题一直制约着当地农业生产。为了进一步挖掘冬

小麦的生产潜力，提高冬小麦产量和经济效益。
地处陇东地区的崇信县、泾川县和灵台县于 2012

年引进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的冬小麦

新品种中麦 175 进行示范种植，至 2014 年秋播

时，该品种在陇东旱地累计推广面积达 7 000 hm2

以上。崇信县属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属暖

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均降水量 507
mm，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 2.86倍，为甘肃东部的

主要旱作农业区之一［ 3］，中麦 175在崇信旱地乃
至陇东旱地表现出了抗旱、抗寒、高产的优良特

性，现将该品种的特征特性及其在陇东旱地条件

下的高产栽培技术介绍如下。
1 特征特性
中麦 175为冬性品种 ［ 4］，中早熟，全生育期

268 d左右。幼苗半匍匐，分蘖力和成穗率较高。

平均株高 78.8 cm，株型紧凑。穗纺锤型，长芒，
白壳，白粒，籽粒半角质。平均成穗数 715.5万

穗/hm2，穗粒数 31.3粒，千粒重 42.8 g。抗寒性中

等，抗条锈病，中抗白粉病。灌浆快，落黄好。
2 产量表现

2014年 7月，受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委托，由甘肃省平凉市种子管理局邀请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有关专家对崇信县黄寨乡大麦沟村示范

种植的冬小麦新品种中麦 175进行实产验收，专
家组在实际考察该品种田间长势及落黄情况的基

础上，依据农业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

中麦 175及在陇东旱地高产栽培技术
孟治岳，刘志梅

（甘肃省崇信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甘肃 崇信 744200）
摘要：介绍了冬小麦新品种中麦 175的特征特性和产量表现，从精细整地、药剂拌种、测土施肥、适期播种、

宽幅精播、杂草防除、一喷三防等方面总结了陇东旱地中麦 175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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