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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朝鲜蓟的生物学特性及生长习性 , 从繁殖方法、定植技术、田间管理及采收等方面综述了朝鲜蓟高产栽培技术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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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蓟( Cynara scolymus L .) , 菊科菜蓟属多年生草本植

物。以花蕾期的种苞及花托为主要食用部, 叶柄经软化栽培

后也可食用 , 具很高的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1] , 朝鲜蓟叶提

取物( ALE) 具有较高药用价值[ 2] , 其茎叶还可作为饲料加工。

在我国气候条件适合的地区开展朝鲜蓟的引种栽培和各类

产品的开发利用, 有极大的市场潜力和经济效益。

1  生物学特性

朝鲜蓟根系非常发达 , 主根上有3 ～5 条主要侧根, 根上

具有瘤疤, 质脆、易折断。植株分蘖力强, 茎直立, 抽薹前为

短缩茎, 植株高约100 c m, 开展度为140 c m, 茎杆粗壮, 有灰白

色蛛丝状绒毛, 基部叶莲座状, 叶型由下而上由椭圆形渐成

披针形 , 下部叶片较大, 羽状深裂。无叶柄, 叶面光滑, 绿色 ,

叶背密披绒毛。头状花序单生于枝顶。总苞片卵形或近球

形, 光滑革质。花多数, 全为管状花, 花冠深紫色。果实为瘦

果, 褐色, 椭圆形。花、果期6 ～8 月。种子形似小麦籽粒, 种

皮褐色 , 千粒重45 g 左右。

2  生长习性

朝鲜蓟喜温暖湿润气候, 耐热, 抗寒力较差; 种子发芽适

温20 ℃ , 植株生长最适温13～17 ℃, 高于34 ℃生长受抑制 ,

低于3 ～4 ℃停止生长, 能耐- 2 ℃暂时低温 , 气温低于- 7 ℃

即枯萎。华南、华中地区用土简单覆盖即可越冬, 华北地区

应在保护地囤苗越冬。耐干旱, 不耐湿涝, 故宜选择排水较

好的土地栽培。抽花茎显蕾期应适当浇水, 干旱对产量及品

质不利。另外, 要求强光照, 尤其是在抽生花茎时, 若天气晴

朗, 则叶片宽大肥厚, 花茎粗壮, 花蕾数多, 产量高[ 3] 。

3  繁殖方法

3 .1 种子繁殖  用种子繁殖时, 种子的发芽率与温度有直

接关系, 温度太高不利于种子发芽, 因此应选气温渐低的9

月播种, 此时出苗率可达37 % ～75 % 。苗龄1 个月 ,10 月可

定植露地。此时植株茎叶的生长己达一定程度, 具大叶5 ～6

片, 株高约30 cm, 这样的植株, 严寒到来时 , 虽地上部已枯

死, 但其根系能安全越冬, 翌年开春后, 植株生长迅速, 能旺

盛发棵,5 月中旬即可采收花蕾[ 4 ～5] 。另有学者研究, 华北地

区宜在3 月中下旬播种。苗期温度控制在18 ～20 ℃, 尽量少

浇水,2 片叶以后适当追肥和叶面喷肥。苗龄40 ～45 d , 有5

～7 片真叶时即可定植[ 6] 。

朝鲜蓟种子种皮较厚, 在播种前要进行催芽处理, 其技

术难度较高, 普通农户很难掌握。目前, 朝鲜蓟穴盘工厂化

育苗技术已比较成熟[ 7～8] 。因此, 朝鲜蓟的栽培可采用“公

司+ 农户”的模式 , 由公司进行工厂化育苗 , 农户种植。但该

模式育苗成本高、移栽时幼苗易损坏、缓苗周期长等。鉴于

此, 有专家提出了朝鲜蓟催芽直播栽培技术, 避免了育苗后

定植的过程, 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但该方法存在大田出苗

不齐、出苗率不高等问题, 有待进一步研究[ 9] 。

3 .2 分株繁殖 朝鲜蓟若用种子繁殖, 成苗慢 , 且由于种子

是异质型, 播种后田间形状变化大, 不能保证品种的优良特

性, 所以生产中多用分株繁殖[ 10] 。南方地区9 ～10 月上旬选

择健壮的母株掘取其分蘖, 把大的分蘖苗连根直接定植于大

田, 把小的分蘖苗按15 c m 见方栽于苗床培育, 入冬前用塑料

薄膜棚覆盖防冻, 至次年3 月下旬, 带土掘起定植于大田[ 11] 。

北方地区在秋末霜冻前, 将母株连分蘖苗、根群一起掘出, 将

根部5 片叶以上的大分蘖苗切下 , 假植于预先挖好的壕沟

内。壕沟宽约1 .3 m, 深1 .5 m。假植深度以刚埋过植物生长

点为度 , 严冬前再撒一层潮土。保持沟内温度2 ～3 ℃, 看气

温情况覆盖草帘防冻。早春气温转暖时要经常检查放风, 晴

天温度过高时揭去覆盖物。5 片叶以下的小苗切下栽在日光

温室苗床中, 株、行距15 cm×15c m, 及时浇水追肥 , 室温15 ～

20 ℃。待大田露地土壤解冻后掘出 , 分株带土定植[ 12] 。

3 .3  扦插繁殖 朝鲜蓟扦插繁殖较少见。有学者研究我国

南方地区可于10 月中旬, 选择1 年生或多年生的粗壮枝条 ,

剪成15～20 c m 的枝段 , 剪去部分叶片, 按株、行距15 c m×20

c m 插于苗床, 冬季注意覆膜防冻 , 翌春即可移栽定植[ 4] ; 北

方地区目前尚未见报道。

4  定植

在苗高10 c m 以上、具有4 ～6 片真叶时, 即可定植。定

植应选择土壤肥沃、排水良好的地块, 精细整地, 耕深25 c m

以上, 除去杂草 , 平整后做畦。定植畦应做成高畦 , 畦宽170

～200 c m, 畦高15 ～20 c m, 每畦种2 行 , 株距100 ～130 c m, 栽

植深度20 c m 左右,3 750 ～5 250 株/ hm2 。定植前每穴施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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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几种药剂防治褐飞虱效果

处理

ml 、g/ hm2

药前

头/ 20 丛

药后3 d

残留虫量∥头/ 20 丛 防效∥%

药后7 d

残留虫量∥头/ 20 丛 防效∥%

药后10 d

残留虫量∥头/ 20 丛 防效∥%

5 %劲锐特SC750 635 132 92 .25 27 98 .43 10 99 .44

CK 611 1 638 - 1 652 - 1 727 -

48 %乐斯本EC1 500 +3 %�米脒SC150 2 045 166 95 .19 22 99 .44 947 79 .38

CK 2 332 3 935 - 4 528 - 5 237 -

48 %乐斯本EC1 500 +25% 扑虱灵WP 750 2 313 151 97 .21 81 98 .15 78 95 .82

CK 3 284 3 841 - 3 112 - 1 327 -

水田块用水量应不少于1 125 kg/ hm2 。对于虫量高的无水田

块, 先用80 % 敌敌畏拌细沙土在中午撒施熏蒸, 然后在傍晚

用毒死蜱等触杀强的农药对足水量, 从田埂四周向内全田喷

雾, 将爬到上部叶片的稻飞虱杀灭; 三是水稻生长后期, 长势

茂密, 施药时要分行, 使药液充分接触到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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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肥2 kg 左右、硫酸钾50 g 左右, 然后用泥土将穴口封好, 苗

定植在离穴20 c m 处, 以免引起伤根伤苗。定植时每株根际

放一把火粪灰, 以利于幼苗恢复生长。定植时要边起苗、边

定植、边浇水, 但浇水不宜太多, 以免发生烂叶。

5  田间管理

定植缓苗后浇1 次水, 促幼苗生长, 待长出2～3 片真叶

时, 开始追施薄肥。一般每隔15 ～20 d 施1 次稀人粪尿或化

肥, 每次追施人粪尿3 000 ～4 500 kg/ hm2 加清水6 000～9 000

kg/ hm2 或45 kg/ hm2 尿素加清水9 000 kg/ hm2 稀释, 在距离植

株30 c m 处环施。7～9 月注意排水防涝和中耕松土, 及时除

草。天气转凉后( 10 ～11 月) , 植株的营养生长再度旺盛, 这

时要整枝( 春季定植的分枝不多, 不必修整) , 以利于通风透

光, 并为翌年生殖生长打好基础 , 要将过多的分枝带根挖去。

9 月中旬～11 月上旬视天气情况浇水2 ～3 次,11 月中旬以

后不再浇水, 松土晒垄准备越冬。朝鲜蓟的植株在北方不能

越冬, 入冬以后要采取保护措施。初霜以后打掉叶片, 刨松

垄土以降低水分; 当气温降至3 ～5 ℃时, 割去植株的中上部

叶片, 仅留基部15～20 c m, 然后培土10 c m 厚, 要北面高南面

偏低。上面再覆盖15 ～20 c m 厚的稻草或秸草, 可在表层再

压1 层土以防风将秸草刮走。长江以南地区只覆土不压稻

草即可安全越冬。次年2 ～3 月随着气温回升生长加快, 应

重施追肥,150 kg/ hm2 尿素加水7 500 kg/ hm2 稀释追肥,4 月

初视长势可酌情追施1 次。浇水量应根据天气决定, 干旱时

应及时浇水 , 一般每10 d 左右浇水1 次 , 显蕾期尤其注意水

分供应, 否则花茎及花蕾变小。遇多雨时 , 要及时排水, 以防

积水烂根。一般于4 月抽薹, 为促进2 ～3 级分枝, 提高花蕾

数量和产量, 在花蕾初现时应进行摘顶。

朝鲜蓟的病害较少, 主要为7 ～9 月易发生根腐病。防

治方法: 雨后适时中耕松土并及时排水, 如发现病株茎髓开

始腐烂, 立即割去植株平茬, 并撒1 层混合生石灰的干土消

毒。虫害有小地老虎与蚜虫等, 小地老虎可用90 % 敌百虫

800～1 000 倍液或用辛硫磷1 000 倍液灌根防治; 蚜虫可用

40 % 乐果乳剂1 500 倍液或毗虫琳1 600 倍液喷雾防治[ 3 - 6] 。

6  采收

朝鲜蓟作为蔬菜采收花蕾可于每年5 月上旬开始采收 ,

陆续收到6 月下旬。以种苞开放前1～2 d 采收为宜, 过早产

量低, 过迟商品价值低, 以花蕾外部萼片青绿或淡紫色, 具有

光泽, 基部萼片欲开未放时最佳。鲜食时显蕾15 d 后采收 ,

制罐头时显蕾后7～10 d 采收。采收宜在早晨进行。用剪刀

从蕾苞下方剪下, 分类存放或出售,50 ～100 g 的小花苞用做

制罐头;100～350 g 的花苞供鲜销, 以生长3 年的植株产量最

高, 单株可采花蕾10 ～15 个。

供制酒、药用茎叶在南方地区一年可收两季, 上半年4

月下旬～5 月上旬采收, 下半年11 月至12 月上旬采收, 以上

半年产量较高。平均产叶 片22 .5 t/ hm2 , 最高 可达 37 .5

t/ hm2 。北方地区每年4 月中旬至5 月中旬可采收3 次 , 以显

蕾前收割叶片质量较好[ 12] 。

朝鲜蓟一旦栽植成功 , 可连续收获10 ～15 年, 但为了保

持高产优质, 一般种植4～5 年就要重新换地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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