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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选地、 育苗、 栽植、 田间管理、 病虫害防治、 适时采收等方面介绍了牡丹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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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又名鹿韭、 木
芍药、 富贵花， 为毛茛科芍药属木本植物， 素有

“花中之王， 国色天香” 的美誉［1�-�2�］。 具有花冠硕
大、 花色丰富， 花型多变的特点， 常作为观赏植物
用于园林美化中［3�-�7�］。 同时其具有抗旱、 耐寒的特
性， 适宜于荒山绿化造林。 其种子含油率 22%， 具
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目前已作为一种新兴的木本油
料作物在各地广泛种植。 笔者结合多年来牡丹育苗
及栽培工作实践， 现将其栽培技术总结如下。
1���选地

选择地势高、 排水良好的向阳地块及疏松、
肥沃、 深厚的砂质土壤。 土壤从微酸性、 中性到
微碱性均可， 以中性为好， 忌盐碱土。
2���育苗
2.1 采种

选择树势健壮、 座果率高、 种子颗粒大的植
株作为采种母树。 8 月上中旬， 当果皮由绿色变为
黄褐色、 种子由红褐色变为黑色时即可采收。
2.2 种子处理

将采收后的果实置于室内或阴凉处晾干， 切
忌太阳暴晒。 每隔 2~3�d 翻 1 次， 10~15�d 后果皮
自裂放出种子， 即可播种。
2.3 播种及管理

适宜在 9�—10 月播种， 若过晚， 翌年春季不
易发芽。 深翻、 耙平并清除杂草、 废农膜等杂物，
起垄做畦。 播前施磷酸二铵 300�kg/hm2、 有机肥
15�000�kg/hm2 作底肥， 用 3%辛硫磷颗粒 150～225�
kg/hm2、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75�kg/hm2 进
行土壤杀虫杀菌消毒。 播前 5～7�d 灌透水， 视墒
情顺畦开沟， 沟深 3～5�cm， 沟距 10～15�cm。 按
株距 3～4�cm 点播， 播种时种脐平放， 覆土 3～4�
cm， 后轻踩踏， 使种子与土壤充分密接。 播后畦
面覆盖塑料薄膜， 并覆土 3～4�cm 以保墒。 翌年 3
月中下旬待小苗基本出齐时揭去覆盖膜， 然后用

黑塑料薄膜遮荫。 一年生苗可结合病虫害防治进
行叶面追肥， 即牡丹展叶之后， 每隔 15~20�d 喷施
磷酸二氢钾 400 倍液 1 次， 连续喷施 3~5 次， 促
进生长和培育壮苗。 2 年生小苗可进行移栽。
3���栽植
3.1 适时定植

秋季是栽植牡丹的最佳时期， 一般以 9 月上
旬至 10 月上旬为宜。
3.2 合理密植

在园林美化中适宜小范围的孤植、 丛植， 也
可大面积群植、 片植。 只要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都
可以充分地展示其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的观赏价值。
用于荒山绿化水土保持林时， 主要是增加植被覆盖
度， 减轻水蚀风蚀， 防止水土流失， 故应采取株行
距 1.0�m×1.5�m 的高密度栽培方式。 油用牡丹主要
是要求结籽量大、 出油率高， 定植株行距一般为 40�
cm×50�cm， 植密度为 49�500 株/hm2。 如果是 1～2
年生小苗， 为有效利用土地， 株行距一般为 20�
cm×50�cm， 栽植密度为 99�000 株/hm2， 2�a 后可以
隔 1 株挖除 1 株， 挖除苗可用作新建油用牡丹园，
也可用作观赏牡丹嫁接用砧木。
3.3 栽植要点

将牡丹从苗床上起出后， 放在通风阴凉处 2～
3�d， 再栽入穴内。 若栽植时没有经过晾晒， 栽植
后须 2～3�d 再浇水， 以避免烂根。 栽前挖好直径
20～30�cm、 深 30～40�cm 的栽植穴， 穴内施入与
熟土拌匀的腐熟农家肥适量， 剪去病根和折断的
根。 栽植以根茎交接处的原栽植痕迹齐土面。 覆
土时将植株向上稍提， 以便让根舒展， 之后轻踏
土壤以踩实。 冬初在根际地表盖土以防冻害。
4���田间管理
4.1 整形修剪

2～3 年生苗（幼树）定植后， 当茎秆长至 60�cm
左右时应及时定干和修剪， 以形成良好树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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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1�a 内修剪 3 次为好， 第 1 次在 3 月初， 每株留
4～6 个枝， 每枝留花芽 3 个； 第 2 次在花谢后，
及时剪去残花； 第 3 次在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
疏剪各种病虫枝、 枯枝、 重叠枝、 内向枝、 交叉
枝和徒长枝。 对于有发展空间的徒长枝， 留适当
长度进行短截， 以填空补缺。 对细弱枝和衰老枝
可重短截， 以刺激不定芽和隐芽萌发。
4.2 肥水管理

栽植后第 1 年一般不施肥。 从第 2 年开始每
年施肥 2 次， 第 1 次在“清明”前后， 施磷酸二铵
600�kg/hm2； 第 2 次在入冬前， 施有机肥 15�000�
kg/hm2+ 磷酸二铵 600�kg/hm2。 施肥方法以环状或
辐射状开沟交替进行。 灌水以宁干勿湿为原则，
如遇春旱时适当浇水， 以补充土壤水分的不足。
苗木生长期间要及时中耕除草。
5���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防治要以早期预防为主， 一般每年 2 月
中下旬用 3°Be石硫合剂全株喷雾， 3月初用 3%辛
硫磷颗粒剂 300�kg/hm2 撒施地面； 花后每隔 30～40�
d 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喷

雾。 10月下旬叶片干枯后， 及时清扫落叶， 并集中
烧毁或深埋， 以减少来年病虫害的发生。
6���适时采收

作为油料时， 在果皮变黄、 种皮变黑， 即种
子完全成熟时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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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茬口安排， 品种选择， 种子处理， 精细播种， 整地施肥， 定植， 定植后管理， 病虫害防治， 收获
等方面介绍了陇东河谷区冬茬蒜苗-春提早薄皮甜瓜-秋延后番茄周年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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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大棚是甘肃东部平凉市和庆阳市的一种
最重要的设施蔬菜生产类型［1�］， 大棚蔬菜生产面
积约占设施蔬菜总面积的 85%以上。 陇东河谷区
海拔 890～1�100�m， 年平均气温 8.5～9.5�℃， 年
平均降水量 450～700�mm， 无霜期 140～180�d，
属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区。 多年来， 大棚蔬菜生产
以传统的一年两茬， 即春提早和秋延后为主。 蔬
菜生产从 4 月上旬开始， 到 10 月中下旬结束， 年

生产时间仅 200～210�d。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土
地和设施大棚生产潜力， 充分利用季节、 地力和光
热等自然资源， 提高大棚蔬菜周年产量和产值， 我
们经过多年试验示范， 在冬春寒冷季节， 通过集成
塑料大棚多层覆盖、 穴盘育苗、 新优品种引进和病
虫害综合防控等技术措施， 成功总结出了塑料大棚
冬茬蒜苗 -春提早薄皮甜瓜 -秋延后番茄周年生产
技术， 使大棚蔬菜生产由传统的一年两茬变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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