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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是一种两年生的草本植物，由根、茎、叶、蒜

头等部位构成。通常来讲，大蒜栽培全程可分成出苗

期、幼苗期、花芽分化期、蒜头膨大期以及休眠期等阶

段。大蒜生长对温度、湿度、土壤及养分有着一定要

求，其中不同阶段的生长对温度的要求不同，适宜湿润

环境中生长，但对土壤的类型要求不高，富含有机质的

沙质土壤最宜。大蒜生长过程中需要施加一定量的有机

肥、氮肥、磷肥与钾肥，适当补充适量微量元素肥即

可。随着近年来大蒜的市场表现良好，价格稳步上涨，

所以栽培大蒜已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手段。然而，部分

农户在栽培大蒜中出现多年连作、管理粗放、病虫害防

治失当等情况，严重影响大蒜的产量与质量，因此有必

要对大蒜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措施进行深入分析，并

使大蒜高产栽培技术能得到全面推广。

一、优选品种

结合我国北方地区情况来看，大蒜栽培的可选品种

较多，其中中牟大白蒜、早熟蒜等品种最为适宜。无论

选择哪一品种，在连续栽培 2 ～ 3年后必须异地换种。

其中，中牟大白蒜的产量一般为每亩地 1200 ～ 1500kg左

右，生长过程中蒜薹细且短，条长约 30 ～ 40cm，后期

逐渐弯曲，每亩地产量在 100 ～ 200kg左右。而早熟蒜

的播种期要略早于中牟大白蒜 10天左右，成熟会提前 15

天左右，主产新鲜蒜，产量在每亩 1300 ～ 1500kg左右。

二、整地施肥

（一）深耕细作

作为浅根性作物的一种，大蒜没有主根且须根为弦

丝状，根系非常小，外侧居多而内侧少，主根群集中在

5 ～ 25cm深的土层中，吸收力表现偏弱，意味着对土壤

肥力要求较为严苛。大蒜适宜种植在富含有机质、疏松

透气、排灌方便的沙质土壤中。大蒜栽培种常见的白腐

病为土传病害，而该病害的病原菌能在土壤中存活 3～ 4

年，所以一定不能连作。在栽培中，大蒜应当与葫芦

科、茄科、禾本科等作物实行 3 ～ 4年的轮作，可有效

降低白腐病的发病率。在整地深耕中，深度需达到 20cm

左右，同时要细耕、耙平，不要留有大土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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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足底肥

大蒜作为喜肥、耐肥的作物，必须科学依据大蒜的

需肥规律进行施肥，一方面要施足有机肥，提高土壤供

肥能力；另一方面要适量多施钾肥，保证大蒜正常生

长。遵循“施足底肥，辅以追肥”的原则，前期施加腐

熟有机肥 3000～ 3500 千克/亩，碳酸氢铵和过磷酸钙 50

千克/亩，氯化钾15千克/亩，硫酸锌1.5千克/亩，与深

耕整地同步进行，保证肥料与土壤能完全混合。

三、科学播种

（一）挑选蒜种

选取其中个头大、底部平整、蒜瓣密集、内心瓣少

的蒜种进行播种。在播种前 3 ～ 5天进行破瓣，将蒜瓣

的鳞茎盘去掉，一切存在霉变、虫蛀、损伤、病变等情

况的种瓣均应舍弃。破瓣之后进行 1 ～ 2天日晒通风，

按照个头大小做好等级区分，先种大瓣蒜，再种小瓣蒜。

（二）适时播种

不同品种的大蒜有着不一样的播种时间，所以具体

情况要具体分析。通常当日均气温稳定在 20℃左右，便

可进行的播种。栽培实践表明，如果播种过早，气温与

地温偏高，那么出苗则参差不齐，幼苗长势羸弱且入冬

前容易发生病虫害；如果播种过晚，入冬前生长量无法

提高，难以达到壮苗标准，严重影响最终产量与质量。

结合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情况，通常在 9月 25 日至 10

月 5日进行播种，可适当延后而不宜提前。在这一时间

段内，如果气温依旧偏高，可视情况延后，避免入冬前

出现虫害。早熟蒜品种可根据情况提前 7 ～ 10 天进行

播种。

（三）种子处理

在播种前将优选的种瓣放在日照环境下进行 1 ～ 2

天的晾晒，期间不要随意翻动，避免蒜皮脱落，之后用

清水浸种 12小时，能够避免大蒜休眠。当然，浸种后的

种瓣只能作湿种，不能干播；或者可以用 1200 倍磷酸二

氢钾溶液进行 6小时浸种，随后用 50%的扑海因或 4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按照蒜种 0.3%的比例投入剂量，均

匀喷施在种瓣上，短暂沉积后进行晾晒便可进行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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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能为种瓣带来基础养分，促进大蒜尽早生根、更快

发芽，对大蒜产量及质量均有提升作用。

（四）合理密植

进行开沟播种，挖沟深度在 7 ～ 8cm左右，播种深

度则在 3 ～ 4cm左右，播种后覆盖土层厚度 2cm左右。

保证播种过程中的开沟深浅度、栽培深浅度统一，覆土

后要轻微压实，播种后的种瓣要保持挺直、均匀、稳定

的姿态，坚持“上齐下不齐”的原则。所有蒜瓣腹背部

连成一条直线，与播沟保持垂直，能够确保大蒜出苗之

后，蒜叶能自由向垄间伸开，拥有更好地采光和通风，

有助于入冬前大蒜的根系生长。大蒜播种密度受多方因

素的影响，不同播期以及大蒜品种、种瓣大小、土壤肥

力等均需考虑在内，一般来讲大种瓣则应深播，小种瓣

则应浅播；在较肥沃土壤中应稀播，而在较贫瘠土壤中

应密植；早播品种应当稀播，晚播品种应当密植。通常

大蒜播种行距为 20cm，株距控制在 8 ～ 10cm左右，沟

深度在 3 ～ 5cm左右，按照这一标准每公顷可种植 45

万～ 60万株。

四、除草覆膜

（一）化学除草

大蒜播种过后要覆盖土层且轻微压实，浇施定根

水，促进大蒜根系发育。出苗后，每亩地可用 24%乙氧

氟草醚 60mL，或者 34%氧氟甲戊灵乳油 80mL，或用

70%卡密异丙隆可湿性粉剂 125mL，或者 50%乙氧异甲

戊灵乳油 175mL，兑水进行喷施。

（二）覆盖地膜

如果播种后日均气温依旧在 20℃以上且气候干旱，

那么不宜覆膜，等到日均气温降至 17℃之后再进行浇

灌和覆膜。如果气温合适，则不管墒情如何，在播种后

要及时浇水以及喷施化学除草剂，进行地膜覆盖。如果

气温偏高，墒情良好，那么播种后可等待 2 ～ 3天，确

定种瓣定根之后进行浇水、除草、覆膜。地膜一般选用

0.006 ～ 0.007mm厚的薄膜，或者是 0.004mm后的超薄

膜，还可用 0.004 ～ 0.008mm厚的聚乳酸生物降解地膜。

覆膜过程中要保证薄膜紧贴地面，拉紧牵平，边缘盖土

压紧，在膜上方撒少许细土，避免薄膜被风轻易刮开。

五、田间管理

（一）幼苗期管理

幼苗期管理的重点在于促进根系发育，培育壮苗，

增强幼苗的越冬抗寒能力。在栽培过程中，种植户需保

证三叶期之前墒情良好且土壤湿润，三叶期之后则要控

制水分蹲苗。如果夜间温度在 0℃以下，那么要在白天对

地表土进行 1次封冻水的浇灌，确保大蒜幼苗在冬季安

全生长。

（二）返青期管理

春节后需要对地膜上残留的泥土等杂物进行清理，

对地膜损坏处进行修复。待天气回暖，幼苗返青，大蒜

地下部分逐渐长根，蒜薹与蒜头也有分化趋势，此时要

及时浇灌返青水。通常当日均气温在 12℃左右时浇灌返

青水，但同时也要综合考量土壤、墒情、天气变化等因

素。倘若大蒜栽培土壤为沙质土壤，地下环境升温快而

地上环境受热升温也快，土壤之间不存在温差层，那么

只要天气持续放晴，日均温度达到 10℃后便可进行浇

水；而倘若大蒜栽培土壤为偏粘壤土，地下环境温度回

升慢而地上环境受热升温也慢，土壤之间容易形成温差

层，这种情况下则要稍微延迟浇水时间，在 3月上中旬

开始浇水。回春后的第一次浇水要同步追肥，追肥量不

宜过大，每亩地施加三元复合肥 15kg或者尿素 10kg，可

有效促株早发。如果是沙质土壤，在 2月底之前的第一

次浇水不必追肥，待第二次浇水追肥。需要注意的是，

返青期阶段的浇水量不可过大，确保田间不存水，水流

短时间内下渗。浇灌量太大会导致地温下降，尤其是在

偏粘性土壤中，不利于大蒜生长。

（三）中期管理

4月大蒜植株一般会长出 7～ 8片叶，促使正处在蒜

薹、蒜瓣分化的重要阶段，无论是水分，还是肥料，都

要保证充足供应。在蒜薹生长期间，需水量达到高峰，

在浇水期间进行 1 ～ 2次追肥，第一次每亩施加尿素

10 ～ 15kg，适量补施磷肥与钾肥；第二次每亩施加三元

复合肥 20kg，根据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向大蒜叶面喷施

磷酸二氢钾 300 倍液、尿素 300 倍液以及硼砂 300 倍液。

（四）抽薹后管理

在抽薹前 30天期间，此时蒜薹与蒜头的生长有短暂

重叠，该阶段主要以蒜薹生长为主，而蒜头长势缓慢。

抽薹之后顶端优势消失，此时蒜头会进入到膨大期，而

蒜头的产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时期的管理质量。因

此，要重点观察抽薹后叶面积大小、功能叶是否存在损

伤、土壤水肥供应能力有无跟上、根系吸收能力表现如

何，管理期间要尽可能延长功能叶片与根系寿命，抽薹

时切忌损伤叶片与假茎，同时要在病虫害防治期间向叶

面喷施 25%嘧菌酯悬浮剂 1500 倍液、磷酸二氢钾 300 倍

液和硫酸锌 300 倍液。这一期间的浇水作业要保证地面

始终湿润，但在收获前 5～ 7天要停止浇灌。

六、病虫害防治

（一）大蒜锈病

该病害会直接侵害大蒜叶片与假茎，发病初期会呈

现出绿色斑点，后期会在叶片表皮下部呈现出圆形凸起

的夏孢子堆，表皮裂开后分散出黄色粉末状物体，病斑

周边呈现出黄色晕圈，后续发展会导致整片叶片枯黄，

致使植株枯死。到生长后期，没有裂开的夏孢子堆会生

成褐色冬孢子堆。防治过程中，可在发病前期用 15%三

唑酮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或者 25%敌力脱乳油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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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液，每隔 10 ～ 15 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 2次可有效

防治。

（二）灰叶斑病

该病害会直接危害大蒜叶片，病斑呈现椭圆形，前

期为淡褐色，后期变为灰白色，叶面正反面病斑逐渐生

成灰褐色霉状物，严重情况大部分病斑会集中，导致叶

片枯萎。一般灰叶斑病易发于雾大、露水中的天气，在

发病前期可用 65%甲霉灵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进行防

治，每隔 10天喷施 1次，连续喷施 2次。

（三）叶枯病

该病害多发于降雨频繁、雨量大的季节，严重情况

下会导致病害叶片直接枯死，植株衰亡，蒜头减产且蒜

薹腐烂，严重影响产量和质量。叶枯病最早发病于叶尖

部位，呈现出白色圆形斑点，后期逐渐扩大为椭圆形灰

褐色斑点，并且会长出褐色霉变物，逐渐吞噬病叶直至

枯死，分散出大量褐色小颗粒。严重情况下会导致植株

无法抽薹。防治措施主要为在播种前用蒜头种子 0.3%用

量的 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进行拌种。

（四）细菌性根腐病

在病害发生前期，每公顷地可用 20%噻菌铜悬乳剂

900 ～ 1350g兑水进行喷施，或者用 50%氯溴异尿酸盐

450 ～ 900g兑水喷施，每隔 5 ～ 7天喷施 1次，连续喷

施 2 ～ 3次。如果病害严重则应将植株拔出，进行无害

化处理，避免病害蔓延。

（五）蒜蛆

大蒜栽培中蒜蛆虫害较常见，应采取如下方法做

好防治：水旱轮作，施加充分腐熟的农家肥，草木灰

含有大量微量元素，在大蒜播种前，每亩可施草木灰

200 ～ 300kg，幼虫出现时，要及时用 50%辛硫酸 800 倍

液，或 90%敌百虫 1000 倍液进行浇灌，每隔 7 ～ 10 天

浇灌 1次，连续浇灌 2～ 3次。

（六）刺足根螨

该虫害会直接危害地表以下的鳞茎、假茎、须根基

部，导致大蒜植株根茎腐烂，根系发育不健康，地上

植株部分长势羸弱，叶片枯黄，严重情况下会直接枯

死，导致大蒜减产。防治期间每公顷地可用 40%辛硫

酸 1200 ～ 1500mL，兑水 900kg进行基部浇灌，每隔

10～ 15 天浇灌 1次，连续浇灌 2～ 3次。

七、适时收获

（一）采收蒜薹

通常在蒜薹抽出叶鞘且逐渐压弯时，便可进行收

获。当然，要保证蒜薹收获尽量在晴天午后进行，因为

这一时间段的叶鞘与蒜薹更易分离，从而避免对植株带

来较明显的损害。

（二）采收蒜头

蒜薹采收过后的 15 ～ 20 天左右，便可采收蒜头，

采收后的大蒜要精细化处理，只晒秧而不晒头，避免对

蒜头形成损伤。采收过后要尽快将蒜根与茎叶割下。蒜

头晒干之后将外部霉皮剥下，按品相进行分级。

八、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蒜高产栽培技术的推广，能够改善传

统大蒜栽培中遇到的问题，实现大蒜产量及质量的全面

提升，促进种植户增产增收。本文通过对大蒜栽培过程

中的优选品种、整地施肥、科学播种、除草覆膜、田间

管理、病虫害防治、收获等环节技术进行分析，希望能

对种植户提供有效指导，从而有效改进传统栽培技术，

提高大蒜产量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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