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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肉姜栽培与贮藏技术

邓昌斌 　周月英 　张晓海

　　生姜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创汇蔬菜 ,文成县大面积栽培已

有十多年的历史 ,原主栽品种为本地黄姜 ,产品以就地销售

鲜食为主。台湾大肉姜植株生长势强 ,根茎节少而稀 ,姜块

肥大 ,表面光滑、浅黄色 ,肉质茎浅黄白色 ,纤维少 ,质脆 ,细

嫩而辛辣弥香 ,单株质量 1 kg以上 ,重者可达 3. 8 kg。文成

县西坑畲族镇于 2001年引进台湾大肉姜试种成功 , 30 kg姜

种可收获 300 kg成品姜 ,不仅产量比老品种本地黄姜高出

一倍 ,且生产周期短 ,成品姜个大 ,品质好 ,价格比本地黄姜

高出 30 % ,经济效益显著。大面积推广种植后 ,年栽培面积

500 hm2 以上 ,总产量达 11 200 t,主要出口日本等国。现将

其栽培和贮藏技术介绍如下。

1　姜种处理和催芽
种姜催芽前用 40 %福尔马林 100倍液浸泡 30 m in (分 )

消毒 ,再用麻袋闷 3～6 h (小时 ) ,或用 1 ∶1 ∶200的波尔多

液浸泡 30 m in (分 ) ,然后晾晒 2 d (天 )。凡肉质变色、有水

渍状斑、表皮容易脱落的种姜已感染病害 ,应予淘汰。

催芽时将风干的麦壳、谷壳等用 1 %石灰水喷湿 (湿度

以 70 %为宜 ) ,在棚室内的地上铺 10 cm厚作为垫料。晒姜

种后 ,趁姜种还热时摆在垫料上 ,一层一层地排 ,堆高 1 m左

右 ,最上层覆盖 5 cm 厚的干净稻草 ,再覆地膜 ,温度保持

20 ℃,湿度为 75 % ,进行遮光催芽。一般在 3月下旬开始

晒种催芽 ,经 5～7 d (天 ) ,待姜芽长到 1. 5 cm时即可播种。

2　播种
将催芽后的种姜切块 ,每块应在 100 g以上 ,有 1～2个

壮芽 ,无病虫害。去掉多余的芽和带根芽 ,切口沾草木灰 ,可

以起到消毒和补充钾素营养的作用。

姜的根系不发达 ,分布深度为 20～70 cm,所以整地时

要深翻、晒白、风化 ,使土壤疏松 ,土块要耙平、耙碎 (水田应

在冬天就翻地 )。地块四周开好排水沟 (如种在水稻田或菜

田里应与田埂垂直 ,沟开得越深越好 )。排水沟的出口不能

开在别人的种姜田块上 ,以免病害传染。

姜的生长期较长 ,需肥量大 ,宜多施基肥 ,每 667 m2 施

有机肥 3 000～5 000 kg和三元复合肥 15 ～20 kg,有机圈栏

肥应进行堆制。按株距 30～40 cm、行距 40～50 cm播种 ,每

667 m2种 3 500～4 000株 ,沟深 16～23 cm,芽宜向上 ,往一

边靠或两边靠。然后覆盖经堆制腐熟的农家肥或细土 ,上面

再覆盖 30～40 cm厚的谷壳、稻草。每 667 m2 种姜用量为

200～300 kg。

3　田间管理

3. 1　追肥和培土　在 6月上旬、苗高 30 cm左右、有 1～2

个分枝时及时追施壮苗肥 ,并少量培土 ,每 667 m2 施尿素 15

kg、三元复合肥 30 kg; 7月中旬施壮块肥 ,每 667 m2 施腐熟农

家肥 1 000 kg、三元复合肥 30 kg、钾肥 25 kg,并除草培土 ; 8月

中旬～9月中旬视生姜的生长情况确定是否适当追肥。

3. 2　灌溉和排水 　姜喜湿润又怕积水 ,干旱影响产量 ,

积水会引发姜瘟病 ,所以应适时排灌水。播种后 ,土面宜较

干燥 ,以提高土温促进出苗 ;出苗后收获前土壤不能干旱 ;夏

季雨水多时应注意及时排水。

3. 3　遮荫　生姜喜阴凉 ,大田种植时可在田边适当种植

一些搭架的瓜类蔬菜或高秆作物 ,利用瓜棚或植株遮荫。

3. 4　病虫害防治 　通过多年种植经验 ,生姜主要有“三

病两虫 ”。三病是姜瘟病、斑点病、炭疽病 ,两虫是姜螟和地

老虎。

最主要的病害是姜瘟病 ,属细菌性病害 ,由土壤、雨水或

种姜带病传染 ,高温多雨季节为盛发期 ,应采取综合防治措

施。防治姜瘟病的关键一是杜绝病菌传入姜田 ,二是控制病

菌在田间的蔓延。用 3 %克菌康可湿性粉剂 ,采用切口蘸药

消毒与喷淋相结合的方法能有效控制姜瘟病的发生蔓延 ,喷

淋以 600～800倍液为宜 ,在生长前期每隔 10 d (天 )喷淋 1

次 ,连喷 2次。

斑点病和炭疽病为真菌性病害 ,病菌在土中越冬 ,靠风

雨传播 ,可用 77 %可杀得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 ,或 50 %速

克灵可湿性粉剂 1 500倍液喷雾防治。

防治姜螟可用 50 %杀螟松乳剂 600～800倍液 ,或 90 %

敌百虫晶体 1 000倍液 ,或 2. 5 %功夫乳油 4 000倍液喷施。

防治地老虎可在早春清除田间及周围杂草 ,减少地老虎

产卵场所 ,杀死虫卵及初孵幼虫 ;疏沟排水 ,降低土壤湿度 ;

每天清晨查苗 ,发现断苗后扒开表土进行人工捕杀 ,连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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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地区保护地茄子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石晓华 　高华援 　张洪举 　王冰寒

　　长春地区属温带半湿润气候 ,冬季长且寒冷 ,早春季节

茄子栽培比较困难。为满足市场需要 ,笔者在实践中摸索出

一套茄子早春茬保护地栽培技术 ,通过选择适宜品种、温室

育苗移栽、配方施肥、科学整枝等措施 ,突破了气候因素的限

制 ,产品于 4～7月采收上市 ,每 667 m2产量 6 000 kg,经济

效益显著。

1　品种选择
选用抗病性强、耐弱光、高产、植株开张度较小的中、早

熟品种 ,同时根据销售市场的需求 ,确定合适的品种。目前

长春地区喜食黑紫色、油亮、果形细长或卵圆形的茄子 ,因此

选择吉茄 1号、黑又亮、紫长茄等优良品种。

2　育苗
长春地区可在 12月中旬温室育苗。3月中旬定植 ,当

幼苗 8～13片真叶、株高 20 cm左右、茎粗 5 mm左右、大多

数植株已现大花蕾时 ,选择无病虫害的幼苗定植。

2. 1　种子处理 　为防止茄子枯萎病、黄萎病和褐纹病等

病害 ,提高种子发芽的整齐度 ,播种前一定要做好种子处理。

①晒种。选晴天晒 1～2 d (天 ) ,可杀死种子表面病菌 ,促进

种子萌发 ; ②种子消毒。用 1 %甲醛溶液泡 10～15 m in

(分 ) ,或用 0. 1 %多菌灵溶液泡 30 m in (分 ) ,捞出后要反复

冲洗 ; ③温汤浸种。将消毒过的种子用 50～55 ℃的温水浸

泡 10 m in (分 ) ,不断搅动 ,当水温降至 30 ℃时停止搅动 ,继

续浸泡 8～9 h (小时 ) ,然后将种子捞到清水中反复搓洗 ,洗

去种皮上的粘液 ; ④催芽。将浸好的种子捞出放在湿布中 ,

于 28～30 ℃条件下催芽。每天用清水淘洗 1次 , 5～7 d

(天 )即可出芽。

2. 2　苗床营养土的配制与消毒 　用肥沃园田土 5份 ,

腐熟马粪 3份 ,大粪面 1份 ,陈炉灰 1份 ,每立方米加草木灰

行 5～6 d (天 ) ;地老虎 1～3龄幼虫抗药性差 ,且暴露在寄主

植物或地面上 ,是药剂防治适期 ,可用 21 %灭毙乳油 6 000

倍液 ,或 2. 5 %溴氰菊酯乳油 2 000倍液 ,或 20 %杀灭菊酯

乳油 3 000倍液 ,或 20 %菊马乳油 3 000倍液 ,或 10 %溴马

乳油 2 000倍液 ,或 90 %敌百虫晶体 800倍液喷雾。

4　采收
鲜食生姜在 7～8月根据市场行情分批采收 ,出口生姜

一般在 11月中旬霜降前开始采收 ,贮藏到翌年 3月出售。

5　贮藏

5. 1　大棚贮藏　选择向阳、避风、地势高、排水方便、未种

过生姜的地块做 2. 5 m宽的畦 ,四周开排水沟 ,然后搭建大

棚。在畦上铺一层 3 cm厚的细沙 ,然后把挑选后要贮藏的

生姜摆放在畦上 ,一层姜块一层沙 ,堆成 0. 8～1. 0 m高的长

方形垛。生姜堆好后 ,在大棚两端留 25 cm见方的通风孔。

贮藏初期 ,因姜块呼吸旺盛 ,棚内温度较高 ,要将通风孔

全部打开 ,保持通风。贮藏初期的姜脆嫩 ,易脱皮 ,要求温度

保持在 20 ℃以上 ,使姜愈伤老化、疤痕长平 ,不再脱皮。一

般 15 d (天 )左右 ,姜块呼吸减弱 ,棚内温度逐渐下降 ,保持

在 15 ℃左右。生姜喜温暖湿润 ,贮藏的最适温度范围为

15～18 ℃, 10 ℃以下会受冷害。棚内温度高于 20 ℃时要加

强通风 ,低于 10 ℃时应放入火盆或取暖器升温。空气相对

湿度低于 90 %时姜块易失水干缩 ,应适当洒水 ,使空气相对

湿度保持在 95 %左右。

贮藏期间应经常进行检查 ,将发霉、腐烂的姜块捡出大

棚 ,防止病菌传播。同时 ,将病姜周围的姜块捡出单独存放 ,

并做好消毒处理。

5. 2　山洞贮藏　选择地势高、土层深厚、地下水位低的地

方先挖一个高 1. 6 m、宽 0. 9 m的洞口 ,里面高 1. 8 m、宽

1. 8～2. 0 m,再在边上挖几个拐洞 ,顶部铺塑料薄膜 ,用木料

支撑加固 ,洞底两边开排水沟 ,中间铺上一层细沙。姜块排

放时由最里面一块挨一块地往外排 ,一直排到洞口附近 ,高

度距顶 30 cm左右 ,洞口用木门密封 ,门上设 25 cm见方的

通风孔。贮藏初期洞内生姜呼吸旺盛 ,温度较高 ,应加强通

风 ,保持在 20 ℃左右 ,超过 20 ℃应适当泼水降温。以后宜

保持在 15～18 ℃,由于山洞里温度较稳定 ,天冷时可在门里

面挂一布帘 ,一般不需再采取其他措施。另外 ,当洞内空气

相对湿度低于 90 %时应适当洒水增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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