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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品种选择、 整地施肥、 种苗处理、 合理栽植、 田间管理、 病虫害防治、 适时采收等方面介绍了庆
阳市黄花菜连片高效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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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菜又称金针菜， 属百合科萱草属多年生
宿根植物。 黄花菜易栽植、 好管理、 寿命长、 产
量高、 效益好， 在庆阳市栽培历史悠久。 黄花菜
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 富含多种微量元素、 抗生
素和抗老物质， 对人体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是人
们餐桌上的上等佳品［1～4�］。 庆阳市的气候和土壤条
件十分适合栽植黄花菜， 当地普遍栽培的马莲黄
花、 沙宛针金黄花等均属国内优质品种， 是庆阳
市的传统名优特产， 深受国内外客商的青睐， 产
品远销欧美、 东南亚和港澳地区， 也是庆阳市出
口创汇的拳头农副土特产品， 市场供应紧俏， 价
格稳中有增。 2004 年庆阳市按照加快农业结构调
整、 促进农民增收的需要， 做出了把庆阳市建成
全省乃至全国最大的特色优势农产品生产加工基
地的决策， 又把黄花菜产业开发确定为全市强农
富民的特色优势产业开发工程之一。 2006 年全市
黄花菜栽植面积达 33� 000� hm2， 鲜菜总产量
146�000�t， 干菜总产量 19�400�t［5�］。 为了进一步扩
大生产规模， 优化产品品质， 提高种植效益， 陇东
学院农林科技学院针对庆阳市黄花菜生产中存在的
栽植规模小、 管理不便， 缺乏丰产栽培模式等问
题， 在认真研究当地多年黄花菜栽培技术的基础
上， 学习和借鉴外地先进经验， 进行试验示范， 总
结出了适宜陇东地区的黄花菜集中连片高效栽培技
术， 2014 年在庆城县三十铺镇、 熊家庙乡、 白马
铺乡， 合水县何家畔乡、 西华池镇、 肖咀乡等乡镇
示范推广， 平均纯收入达 60�000～75�000 元/hm2，
栽培效果及经济效益良好， 现将该技术总结如下。
1���品种选择

陇东地区黄花菜连片栽培， 要选择耐旱、 综

合性状优良、 丰产性好的中熟品种， 如马莲黄花、
沙宛针金黄花、 渠县黄花［6�］。 为错开采收期， 还
可选择庆阳市农业科学院选育的晚熟黄花菜新品
系金蕾 1 号。
2���整地施肥

黄花菜多年采收， 适应性强， 对土壤要求不
严， 塬地、 山地、 川地均可， 但川地要求灌排方
便。 栽植前要精细整地， 深翻改土 30�cm 以上，
结合整地基施腐熟有机肥 60�000～75�000�kg/hm2、
尿素 600�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2�250�kg/hm2、 硫
酸钾 720�kg/hm2， N、 P2O5、 K2O 按 1∶1.47∶1.30
的比例进行配方施肥。
3���种苗处理

黄花菜主要是利用根状茎作为种苗。 先将短
缩茎下层的黑蒂掰掉， 剪除肉质根上膨大的纺锤
根， 留长 5～7�cm， 然后把短缩茎上部的残叶剪
掉， 留长 6～7�cm。 栽前将修剪好的种苗放入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中浸泡 10～15�min，
捞出晾干备用。
4���合理栽植

黄花菜以分株栽植为主， 春秋两季均可进行，
以秋季 8�—9 月栽植为好， 当年根系可恢复生长，
第 2 年就可有一定的产量。 黄花菜连片栽植行向
一般为东西走向或南北走向， 避免斜向栽植， 一
般栽植 75�000～90�000 株/hm2。 采用栽植穴栽种，
可按宽行距为 80～100�cm、 窄行距 70～80�cm、 穴
距 50�cm 栽植， 每穴 3～4 株； 也可按宽行距 120�
m、 窄行距 40�cm、 株距 17�cm 栽植， 每穴 2～3
株， 栽植穴均深 25�cm 左右。 这种栽植方法可在
宽行中间起垄， 窄行中间开沟， 既便于施肥、 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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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病虫害防治和采摘， 又可拦蓄田间径流， 蓄
水保墒。
5���栽植后的管理
5.1 栽植初期管理

黄花菜栽植后， 应注重保墒保苗， 清除田间
杂草， 干旱天气及时浇水。 晚秋栽植时， 应在冬
前施入腐熟堆肥或厩肥 30�000～45�000�kg/hm2， 以
保温防冻。
5.2 春夏管理

早春土壤解冻、 春苗还未出苗前进行浅耕锄
草。 出苗后追施尿素 150�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525�kg/hm2、 硫酸钾 180�kg/hm2 促进春苗早发。 花
薹开始抽生时， 在株丛外围或株苗间开穴点施或
顺行开沟追施尿素 225�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825�
kg/hm2、 硫酸钾 270�kg/hm2 催薹， 然后覆土， 有条
件的可适量浇水。 为防止黄花菜脱肥落蕾， 可在
开始采收 15�d 后追施尿素 75�kg/hm2、 普通过磷酸
钙 270�kg/hm2、 硫酸钾 90�kg/hm2， 根据采收期长短
和秧苗生长情况， 采收期可追施 1～3 次， 间隔 15�
d 追施 1 次。

由于陇东地区春季干旱， 伏旱现象时有发生。
出苗期、 抽薹期和采摘期植株对水分十分敏感，
因此遇干旱时， 有浇水条件的要及时浇水， 全年
适宜灌水量为 1�350�m3/hm2［7�］。 花蕾期若遇连续阴
雨天， 雨后要及时排除积水， 预防涝害， 减少病
虫害和落蕾。

黄花菜显蕾期可用 100�mg/L�NAA 或 300�mg/L
防落素喷雾， 预防花期落蕾。
5.3 秋冬管理

黄花菜一般在 8月下旬采收结束， 此时外界的
温度较高， 光照强， 水分充足， 有利于黄花菜地下
部积蓄养分， 所以秋季是黄花菜田间管理的重要时
期， 此时要加强植株管理， 预防锈病等病害流行，
进行中耕除草， 秋施基肥， 恢复长势， 积累营养，
防止早衰， 为来年黄花菜丰产打好基础。
5.3.1����适时清理老叶、 花薹及田间杂草 10 月后
地上部开始枯黄， 养分回流后可齐地面把老叶和
花薹割掉， 将割下的花薹和叶及田间杂草及时清
理， 以预防来年病虫害发生。
5.3.2����深耕除草、 培土保墒 黄花菜地田间、 人
行道容易滋生杂草， 应全部清除， 然后集中烧掉，
将草木灰再还田， 消灭病菌和虫卵， 减少来年病
虫害。 同时将采收时踩实的行间全部深挖耙平，
使土地疏松、 保墒、 并结合深挖进行培土， 促使
秋苗的生长。

5.3.3����秋施基肥， 培育秋苗 结合深翻土地秋施
腐熟人畜粪 60�000～75�000�kg/hm2， 施肥深度 10�
cm 以下。 有机肥尽量早施入， 利用秋季高温在冬
前腐熟， 同时秋季雨水充足， 可以实现水肥一体
化供应， 促进秋苗生长， 为安全越冬、 春季秧苗
早发打下基础； 若施肥过晚， 晚秋秋苗停止生长
过晚， 不利于越冬。
6���病虫害防治

黄花菜集中连片栽植， 容易流行病虫害， 严
重时会造成减产， 因此要重视防病、 防虫工作。
做到以防为主， 加强植株管理， 增强植株抗性，
预防病虫发生， 注意农药交替使用， 减少农药用
量， 不用高残留农药。
6.1 病害防治

陇东地区黄花菜主要有叶枯病、 叶斑病和锈
病， 一般在 8�—9月份发生［8～9�］。 发现少数锈病病
叶、 病株可及时割除， 并用 15%粉锈宁可湿性粉
剂 1�000～1�500 倍液喷雾防治。 叶枯病、 叶斑病
发生时可用 1�000 倍等量式波尔多液， 或 75%百菌
清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进行叶面喷雾防治， 间隔
7～10�d 喷 １ 次， 连喷 2～3 次。 采收前 15�d 停止
用药。
6.2 虫害防治

黄花菜主要虫害有蚜虫和红蜘蛛［8～9�］。 蚜虫发
生时可用 15%鱼藤酮乳油 1�000 倍液， 或 40%乐
果乳油 800～1�000 倍液喷雾防治。 红蜘蛛为害时
可用 5%吡虫啉乳油 2�000～3�000 倍液， 或 20%双
甲脒乳油 1�000～1�500 倍液喷雾防治， 间隔 7～10�
d 喷 １ 次， 连喷 2～3 次。 采收前 15�d 停止用药。
7���适时采收

黄花菜要适期采收花蕾， 采收过早， 花蕾没
有长大， 产量低； 采收过晚则花蕾开裂品质差。
一般在花蕾充分长大、 含苞待放、 色泽亮黄时及
时采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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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葡萄保护地促早栽培结果早、 见效快， 效益显著。 通过试验推广， 介绍了夏黑、 无核早红、 沈农金
皇后等 14个优质、 丰产、 效益高、 适宜保护地栽培的葡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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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果形果色美观， 酸甜可口， 营养丰富，
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物质， 富含氨基酸、 矿
质元素和维生素等， 具有防治心血管等疾病的功
能， 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 葡萄在我国以鲜食
为主， 通过发展设施栽培， 可以满足消费者对鲜
果周年供应的需求。 葡萄设施栽培是一种高度集
约化、 资金、 劳力和技术高度密集的农业高效产
业， 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较为迅速， 栽培面积逐渐
增大， 栽培技术日趋完善， 产量、 质量不断提高，
效益十分显著。 甘肃省特别是河西走廊地区日照
充足， 日温差大， 干燥少雨， 发展设施栽培的生
态环境优越， 葡萄保护地促早栽培在甘肃省栽培
面积逐年增加， 发展前景广阔。 笔者通过总结国
内葡萄引种的研究实践［1～9�］， 推荐几种优质、 丰
产、 效益高， 适宜北方地区特别是甘肃省保护地
栽培的葡萄品种。
1���夏黑

又名黑夏、 夏黑无核、 东方黑珍珠， 属欧美杂
交种， 三倍体无核， 由日本山梨县用“巨峰”与“无
核白”杂交育成。 果穗圆锥形， 间或有双歧肩， 平
均单穗重 420�g 左右， 果穗大小整齐。 果粒着生紧
密， 果粒近圆形， 自然粒单粒重 3～4�g， 经赤霉

素处理后的单穗重可达 700�g， 单粒重 7.5�g， 无
核； 果皮紫黑色或蓝黑色， 果粉厚， 果皮厚而脆，
无涩味。 果肉硬脆， 无肉囊， 味浓甜， 果汁紫红
色， 具浓郁草莓香味，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8%～
21%， 果实容易着色且上色一致， 成熟一致， 鲜食
品质上等。 无种籽。 无小青粒。 果粒着生牢固，
果实成熟后不裂果， 不落粒， 比一般品种耐贮运。
从萌芽至浆果成熟 110�d 左右。 果实成熟后可树上
挂果超过 30�d 不落粒、 不变味、 不回软。 嫩梢黄
绿色， 具稀疏茸毛， 生长直立。 梢尖闭合， 有一
层茸毛， 无光泽。 一年生枝条红褐色， 枝条横截
面呈圆形。 新梢生长直立， 节间背侧黄绿色， 腹
侧淡紫红色。 植株生长势强， 隐芽萌发枝结实力
强， 芽眼萌发率 85%左右， 成枝率 90%以上。 丰
产性强， 每个结果枝平均着生 1.5 个花序。 栽植第
2 年结果， 早期产量 11�250～15�000�kg/hm2， 丰产
期平均产量 22�500�kg/hm2。 抗病性强［7�］。
2���无核早红

又名 8611。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
所与昌黎县农民合作培育成的葡萄新品种， 亲本
为“郑州早红”（2倍体）/“巨峰”（4倍体）（原育种代号
为无核 8611）。 欧美杂交种。 三倍体无核。 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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