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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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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椰菜属于十字科植物，是甘蓝的变种，具有营养丰富、维
生素充足、味道鲜美、清热解毒、防癌抗癌等功效，是广受现代
人喜爱的一种保健类蔬菜。同时，花椰菜的无公害种植能够为农
户提供丰厚的经济效益，需总结传统种植经验，与新型高产栽培
技术相结合，保证其产量和质量。

一、选择适合种植的品种
山东地区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类型，降雨较为集中，冬季

相对较长。在选择花椰菜品种时，应以抗寒能力强、环境适应性
好、有效抗病虫害、高质高产和外观整齐美观等特征为主。可于
夏末初春种植瑞士雪球、白王花菜、荷兰早春等；于冬末早夏栽
培白富士白雪、白雪花等，其耐热性可促进其提早上市；于秋季
种植荷兰雪球、日本雪山、白峰等。

二、针对大棚进行消毒
大棚消毒是花椰菜播种前的必要环节，能够有效杀死棚中可

能会影响其健康生长的病菌，为后期病虫害的防治奠定基础。一
般种植户会选择将锯末、硫磺粉和 80%浓度的敌敌畏进行拌和，
于棚内分堆点燃并密封 24 小时，随后通风直到棚内无气味后，方
可进行下一步种植。

三、花椰菜播种育苗
（一）播种前准备工作
第一，在花椰菜种植地点的选择上，应以排水良好、便于灌

溉、土壤肥沃的土地，并配备相应的底肥，保证土壤能够为花椰
菜的高产提供充足养分。第二，遵循每 667m2 设置苗床 40m2 并
施加 400kg优质腐熟肥、5kg三元复合肥的原则，在深翻土地的同
时利用多菌灵进行土壤杀菌灭虫，最后整平土地，方便播种。第
三，制作营养土以备不时之需。于太阳下晾晒农家肥有机质和菜
园土混合物 20 天左右，定期翻晒、杀菌，装袋备用。

（二）种子处理
先使用纱布或毛巾将筛选出的优质种子包裹好放置在热水

中，热水温度一般为 50 ～ 55℃，浸泡时间控制在 15 ～ 20min之
间。随后转入 30℃左右的温水中继续浸泡 1 ～ 2 小时，晾干后可
与 50%的福美双可湿性粉剂进行拌种，有效避免种子在地下受到
病虫的侵害。

（三）播种
播种时间由希望收获的时间决定，一般在 6 月上旬到 7 月上

旬。种植户将苗床用水浇透后，把晒干的种子直接均匀的撒在其
中，覆土 1cm，盖上事先准备好的遮阴物，一般 6 ～ 7 天即可出
苗。在出苗后种植户要时刻关注幼苗生长状态，注意苗期管理，
及时除草、间苗，确保幼苗能够从土壤中汲取到足够的其生长发
育所需的水分和养分。

四、定植
不同花椰菜品种其定植时间也存在差异，种植户需要针对

当前所选品种，准确把握定植时间。当在夏季种植早熟花椰菜
品种时，定植应选在阴天或晴天傍晚时进行，由于该类品种生
长速度较快，一般在苗期 20 ～ 25 天即可开始准备定植工作。
每亩地的植株数量控制在 2700 ～ 4000 株之间，植株间距控制在
30 ～ 40cm之间；当选择晚熟花椰菜品种时，每亩地的植株数量
减少，控制在 1500 ～ 2700 株之间，植株间距较早熟品种增大，
控制在 40 ～ 60cm之间。

关于花椰菜无公害高产种植管理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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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保证花椰菜高产、高质的目标，本文结合山东省实际情况，基于无公害种植的理念从品种选择、大棚消毒、播种、定植、病虫害防治和收获

六个角度进行分析，希望能够为花椰菜种植户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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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病虫害防治
（一）花椰菜病害防治
第一，霜霉病。可采用烟熏大棚的形式进行防治，在傍晚时

分于密封大棚内烟熏提前配制的浓度为 45%的百菌清烟剂，每亩
花椰菜种植地的用量控制在 180g左右，使用频率为 7 天/次。如
果通过连续三天的观察仍发现大量病株，应及时换药，交替使用
200 倍稀释的浓度为 40%的三乙膦酸铝可湿性粉剂、500 倍稀释的
浓度为 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和 800 倍稀释的浓度为 72%的霜
霉威水剂，使用频率为 7 ～ 10 天/次，一般连续使用 2 ～ 3 次即
可达到霜霉病防治的效果。第二，猝倒病和立枯病。这两种疾病
的发病时期相同（幼苗期），可同时进行防治。利用 40%的五氯
硝基苯粉剂和 7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对苗床土壤进行消毒，
从种子播种之前抑制猝倒病和立枯病发生的可能性。另外，需要
注意的是不管使用烟熏法、粉尘法还是喷施法进行花椰菜病害防
治，都应该选择在晴朗的天气进行，保证棚内干燥性，最大限度
发挥药物效果，降低药品使用次数和剂量，提升花椰菜果实的无
公害性。

（二）花椰菜虫害防治
为保证花椰菜的无公害性，在进行虫害防治时，首选不涉及

药物的物理防治手段。例如，针对蚜虫、白粉虱等虫害，常见的
物理防治办法为在棚内安装黄板对虫害进行诱杀，当黄板上虫害
达到一定数量时，再次涂抹机油供二次使用，一般每亩种植地黄
板数量控制在 30 ～ 40 块，过多会造成资源浪费，过少则无法保
证虫害防治效果。如果物理诱杀方式不足以应对较为严重的虫害
时，还应该配合药物进行防治。例如，可选择 2000 倍液的 20%
苦参碱可湿性粉剂和 25%氰戊·辛硫磷乳油等交替使用，使用频
率为 6 ～ 7 天/次。另外，需注意在选择虫害防治的药物时，要以
低残留、无毒害、对环境影响小等性质为主，确保花椰菜果实的
绿色健康。同时注重药物喷施的次数和交替性，严格遵照规定用
药，避免虫害产生抗药性而降低防治效果。

六、收获花椰菜
花椰菜的收获应遵循“安全、适时、分级”的基本原则，当

其顶端花球充分长大、边缘平整、花朵紧密且尾部花枝有散开趋
势的时候，并可进行收获。在花椰菜采摘和运输时，要注意保护
其完整性，避免磕碰影响其质量。同时，种植户需要在花椰菜采
摘前期就加强观察，计算相对准确的采摘日期，在其采摘的前 7
天禁止使用农药，确保花椰菜的绿色健康无公害。另外在采摘结
束后，要注意清理棚内杂草和残枝，避免影响土壤熵值，为后期
花椰菜的再次种植提供保障。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花椰菜种植在现阶段农业领域广受关注，已经成

为一种流行趋势。农户需充分认识到无公害高产栽培技术、病虫
害防治技术科学应用的必要性，选择适合山东地区种植的品种，
并合理规划栽培的各个流程，为花椰菜的保质保量和绿色健康无
公害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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