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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生产一线问与答（三十三）

芹菜生产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王芳德

1 芹菜怎样种植实现周年供应？

答：芹菜属于半耐寒性的蔬菜作物，喜冷凉湿

润的环境，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只要满足其生长发育

要求就能实现周年供应。在黄河流域多以秋、冬、春
季栽培为主，夏季栽培面积较小。长江流域可露地越

冬栽培，各地因气候条件而异。一般冬季平均气温不

低于 -5 ℃，不需要设备便可越冬，若平均气温在

-10℃以下，需要有一定的保护设施才能安全越冬。
如长江流域露地从 6 月中旬开始分期播种直到 10

月上旬，9 月中下旬至 12 月下旬可不断收获；播种

稍迟的除当年供应外，也延迟到翌年早春供应。北方

春、秋季天气冷凉，较适合芹菜生长；冬季则需要利

用各种保护设施进行栽培，如单坡面简易冬暖棚、塑
料大拱棚多层覆盖、改良阳畦等；夏季需利用遮阳网

简易降温栽培，或在高架作物下，或与高秆作物间套

作，或利用山区地理环境、昼夜温差的特点等进行栽

培。以山东为例，栽培茬口有：① 夏芹菜。3 月下旬

至 4 月中下旬播种，7～8 月收获上市。② 伏芹菜。
5 月上旬至 6 月中旬播种，9～10 月收获。 ③ 秋芹

菜。6 月下旬至 7 月下旬播种，10 月下旬至 11 月中

下旬收获。④ 秋延迟及越冬茬芹菜。 8 月上旬至 9

月上旬播种，12 月至翌年 2 月收获。⑤ 早春茬芹

菜。1 月上旬至 2 月下旬播种，4 月中下旬至 5 月中

下旬收获。
冬、春茬栽培，可根据市场供应情况和栽培设施

而定，各茬次均可获得较好的产量和经济效益。秋茬

或秋延迟茬、越冬茬、春茬栽培的芹菜质量和产量最

佳。伏芹菜栽培存在出苗难、长势弱、病害重、品质差

等问题。

2 芹菜种子催芽有哪些条件？

答：适宜的温度有利于芹菜种子发芽，种子发

芽最适温度为 15～20 ℃，低于 15 ℃或高于 25 ℃发

芽率降低，或延迟发芽。光照对芹菜种子发芽有显著

促进作用，催芽过程中适当见散射光，可促进种子发

芽。此外，芹菜种子在发芽过程中对氧的要求比其他

种子高，因此在催芽过程中，要经常翻动种子，每隔

3～5 h（小时）翻动 1 次，隔 8～12 h（小时）用 20 ℃
清水冲洗 1 次，有利于发芽。
3 种植芹菜如何选择土壤？

答：芹菜对土壤的要求不太严格，一般在壤土、
砂壤土、粘壤土等都能生长，对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

要求比较高，一般有机质含量在 1%以上生长较好，

若有机质含量过低则芹菜生长缓慢、病害重，即使增

加氮磷钾养分含量，芹菜的产品质量也较差。因此，

种植芹菜的地块要选择保水保肥力强、有机质丰富

的土壤。土壤 pH 值为 6.0～7.6。
4 芹菜生长对温度和水分有哪些要求？

芹菜生长需要有适宜的温度条件，一般昼温

16～25 ℃，夜温 8～14 ℃，10 cm 地温 13～23 ℃。高
气温、高地温虽然增加了芹菜的叶片数，但植株易徒

长，严重时会引起自然脱叶。若再遇到高温、干旱，就

会导致芹菜叶柄空心或糠心，降低产品质量。因芹菜

是浅根系，吸收能力弱，对土壤水分要求比较严格，

特别是芹菜的发芽期对水分要求比较高。在生长过

程中要保持土壤湿润，若生长过程中缺水，易形成叶

柄空心，降低质量。
5 芹菜生长对养分有哪些要求？

氮肥在芹菜生长中占主要地位，氮素不足就会

影响叶的分化，土壤含氮浓度在 200 mg·L-1 时芹菜

生长发育最好。磷元素是芹菜生长中不可缺少的养

分，但磷肥不宜过多，因为磷酸对叶片的伸长极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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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若土壤中磷含量过高会使叶片细长，纤维增多，

反而降低产品质量。钾肥在芹菜生长中非常重要，特

别是中后期极为重要，钾肥可使叶柄中贮存更多的养

分，促使叶柄粗壮而充实，光泽性好，对提高产品质量

有良好的效果。另外，芹菜生长还需要一定量的中微

量元素，特别是硼元素。缺硼时芹菜叶柄易发生褐色

裂纹，引起病害的发生。所以生产中还要增施农家

肥，或商品有机肥及中微肥。一般每 667 m2 施农家

肥 3 000～5 000 kg 或商品有机肥 160～300 kg、氮

磷钾复合肥 50 kg。若是种植 3 a（年）以上的重茬地

块，定植前每 667 m2 再施用硼砂 3.5～5.0 kg，或施

用抗重茬穴施肥（微生物活菌 2 亿个·g-1）20 kg，对提

高产量改善品质、增加芹菜的抗病性及抗逆性有明

显的效果。

紫山药是一种喜温类植物，主要在我国南方种植，因其营养丰富，药用价值高，深受人们喜爱。引种试验表明，紫山药在北方

地区，起垄栽培比凹沟栽培产量增加 20%左右。

紫山药不同栽培方法比较
刘庞源 宋曙辉 张宝海 何伟明 王文琪

紫山药（Dioscorea alata L.），又名大薯、参薯、脚
板薯、紫莳药、紫淮山。原产亚洲热带地区，属草本

蔓性植物，为薯蓣科薯蓣属参薯种中的一个紫色类

型。紫山药适宜短日照环境下生长，是一种喜温类

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沿海诸省的温暖地带，

如浙江、江苏、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江西以及云

南、湖南、台湾等地，此外，印度尼西亚诸岛和南非

洲等地也有大面积栽培。其营养及药用价值除具有

山药的一般优点外，还富含花青素，适于食用、药用

和加工利用。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身体健康和营养保健的更

多关注，对紫色作物，特别是对紫山药这种药食同

源、极具营养价值的食品显得更加喜爱。我国地域辽

阔，南北气候差异较大，紫山药以前只是在农户的房

前屋后零散种植，极少有大面积栽培，种植也较随

意，且很少精心管理，产量较低。为此，笔者把紫山药

品种资源从南方引进到北方，试图让紫山药在北方

地区良好生长，并且针对北方的气候特征，通过栽培

试验提高其产量和品质，增加收益，以便让更多的生

产者和消费者认识和了解紫山药，尽快地让紫山药

走进百姓的餐桌。
1 品种选择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共引进紫山药

资源 13 份，经过几年的栽培试验，筛选出适宜北方

地区生长的 3 个品种，分别为京紫 1 号、京紫 2 号、
京紫 3 号。其中又选定京紫 2 号，作为不同栽培方式

提高产量的试验材料。
2 栽培方法

2.1 催芽 紫山药生长期较长，南方春季气温比北

方高 10～20 ℃，在南方 3 月中下旬直接栽种薯块，

11 月开始至 12 月底可持续收获。在北方为延长生长

期，提高产量，露地 4 月中下旬种植，最好提前催芽，

10 月底收获，可延长生长期 35～40 d（天）。
催芽：将选好的块茎切成长 6～10 cm，每个块

茎都带有芽，并将切好的块茎用草木灰蘸种或用药

剂浸种的方式消毒，在太阳下曝晒 1～2 d（天），按

规定的株行距和一定方向摆放栽子，其上覆盖一层

薄土。
育苗移栽：应选择温室育苗，底部施肥，上部撒

5～6 cm 厚的无菌土，以利于提高温度。块茎处理同

催芽方法。于 3 月底或 4 月初在温室内排种育苗，注

意通风，避免高温烧苗，移栽前要炼苗 2～3 d（天），

待苗高 3 cm 即可起苗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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