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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县位于云南省西部，葡萄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

增收的新渠道，栽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发展葡萄产业

已作为实现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产业。在葡

萄休眠期间，可利用行间空地栽种蔬菜，把闲置的土地

资源利用起来，发挥土地生产潜力，增加农民收入。

一、葡萄套种大蒜栽培技术的应用意义

弥渡县苴力镇先锋村委会位于弥渡坝子南端，低热

河谷气候，发展种植了美国山核桃、柑橘、葡萄等特

色产业，其中，葡萄的种植面积近千亩。大蒜作为一种

蔬菜，栽种时间在每年 9—10 月期间，于是先锋村委会

充分利用大蒜、葡萄的生长期差异，进行葡萄套种大

蒜。以往农户栽种葡萄，缺乏专业性的技术指导，一般

采用传统固化的种植模式，在葡萄休眠期的阶段，出现

土地闲置的问题，单单依靠葡萄创收，模式非常单一，

发现此问题后，苴力镇积极研究探索葡萄套种大蒜栽培

技术，在葡萄休眠期阶段，套种经济效益较高、植株矮

小、和葡萄没有共同病虫害的大蒜，不仅能够带动经济

效益的提升，还能更好利用土地资源，例如：先锋村委

会采用葡萄套种大蒜栽培技术，使农户增收，葡萄休眠

期闲置的土地资源也能被高效化利用，由此可见，套种

大蒜栽培技术的应用具有一定意义和价值，值得进行

推广。

二、葡萄套种大蒜栽培技术的应用措施

（一）合理进行大蒜品种选择和处理

大蒜一般在每年的 9月上旬至 10月上旬种植。首

先，大蒜品种的选择和处理在整个种植过程中非常关

键，应选择具有早熟、高产、抗性强的品种，商品性良

好。在大蒜种子处理期间需要采用低温处理的方式，在

播种的前期阶段规范性进行种子的冷处理，处理温度

为 3 ～ 4℃，时间为 50d左右。在此过程中还必须做好

以下两点工作：第一，蒜种选择和分级。精选具有本品

种特性，整齐饱满，无病斑，无霉烂，无虫蛀，无机械

损伤，顶芽未受伤的蒜瓣，按大、中、小分级，分别播

种；第二，浸种、拌种用 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浸种 10小时捞出滤干，每 10kg蒜种再用磷酸二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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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进行轮作和整地

大蒜栽培之前应制定完善的轮作方案和整地方案，

首先，在轮作方面需要注意，套种蔬菜忌连作，套种

大蒜与非葱蒜类作物连作 1 ～ 2a ；其次，整地的过程

中需结合葡萄的行距特点，从中间开沟，左右两侧区域

套种 2墒，或者是在中间作墒、两侧区域开沟，套种一

墒。其中两种作墒方式的应用，都必须确保墒平、沟

直，土细，两行葡萄中间套种一大墒大蒜，必须按照葡

萄的行距，将墒面宽度控制为 65～ 85cm;两行葡萄间种

两墒的情况下，两墒中间设置宽度为 18 ～ 30cm的沟，

靠近葡萄植株一侧，也需要预先留出 21cm以上的安全

距离，两个墒面各自宽 30～ 40cm。

（三）做好播种工作

葡萄套种大蒜栽培的过程中需要合理进行大蒜的

播种，将播种时间控制为每年 9月 5日到 10月 10 日

的阶段，如果要收获蒜苔和蒜头，株行距应设置为

10cm×12cm，种子的用量控制为 65 ～ 75 千克/亩，如

果要收获蒜苗，可适当进行密植。在具体播种的过程

中，需要在垅面的上部分挖出和行向相互垂直的浅沟，

深度为 3～ 4cm左右，然后按照株距在浅沟中定向摆下

种子，覆盖 2～ 3cm厚度的土壤，如果土壤较为黏重，

也可以按株行距进行点播。

（四）合理进行田间管理

为了能够促使葡萄套种大蒜生产质量和产量的提

升，应重点开展各项田间管理工作，采用科学有效的田

间管理措施，促使大蒜的良好生长。

1.灌溉管理。完成播种之后需要及时进行水分的浇

灌，结合大蒜生长过程中的水分需求量、土壤的含水

率、植株具体的生长状况，及时开展浇灌工作，通常情

况下，大蒜整个生育期阶段内，应浇水 5～ 7次左右，

确保大蒜的良好生长。由于大蒜的根系属于须根系，在

地下土壤中的根系扎进深度浅，缺乏一定的抗旱能力，

所以必须做好水分管理的工作，及时开展浇灌活动，可

采用渠道灌溉技术、喷灌技术或是滴灌技术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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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蒜的需水量高、田间土壤的含水率较低，可采用

渠道灌溉的措施，大面积灌溉农田，但是此类措施的应

用会导致正在休眠的葡萄植株受到影响，因此，尽可能

不采用渠道灌溉的措施。滴灌和喷灌技术的应用，浇水

量很少，可以做到精准灌溉，不仅能够节约用水，还能

减少成本，避免对正在休眠的葡萄植株造成影响，所以

建议在大蒜灌溉期间，采用喷灌和滴灌的技术，进一步

提升灌溉管理的效果。

2.中耕处理。大蒜植株出苗之后，按照土壤的情况

和田间杂草情况，科学合理采用中耕除草的措施，不仅

可以预防出现土壤板结的问题，还能避免杂草滋生。与

此同时在中耕除草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全部消除杂草，

需要配合采用机械、人工除草的方式，快速消除杂草，

避免杂草带来的影响，确保大蒜植株能够良好生长和发

育，有效预防出现大蒜生产的效益问题，进一步提升大

蒜的生长水平，避免杂草和植株争夺营养出现问题。

3.做好施肥工作。葡萄套种大蒜的栽培工作中，要

科学合理做好施肥工作。第一，将腐熟有机肥作为主要

部分，化学肥料作为辅助部分，追肥的过程中采用多元

复合肥，同时，施加单元素肥料，有效维护土壤的微

生物活性，不可采用没有腐熟的有机肥，也不可采用硝

态氮肥料、质量不合格的化学肥料，以免对大蒜的生长

造成不利影响；第二，整地的阶段施加腐熟农家肥或是

商品有机肥，剂量分别控制为每亩地 1000kg、500kg，

施加普钙每亩地 20kg，施加大蒜专用的复合肥每亩地

10kg，确保肥料能够和土壤均匀性混合；第三，在大蒜

的整个生育周期，结合植株的长势和肥料需求，开展三

次追肥工作，第一次是在植株 4～ 5叶的退母期阶段施

加氮肥、尿素每亩地 8kg，第二次是在植株 9～ 10 叶的

鳞茎膨大期，每亩地施加 5kg尿素、10kg的硫酸钾复合

肥，第三次是在菜苔 50%的阶段，每亩地施加 10kg的

硫酸钾复合肥。

（五）合理进行病虫害的防治

葡萄套种大蒜的过程中，病虫害问题对大蒜和葡萄

植株的生长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采用葡萄套种大

蒜栽培技术期间，需要制定完善的病虫害防治机制，通

过科学有效的方式避免病虫害问题带来的影响，提升大

蒜的产量和质量，促使效益的提高。

1.叶枯病的防治。大蒜叶枯病通常发生在每年的

11—12 月、第二年的 1—2月，一旦发生将会对大蒜的

良好生长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在大蒜栽培期间需要重

点进行叶枯病的预防，植株生长到 3 ～ 4叶的阶段，

如果有病斑，就要利用 51%的叶枯净粉剂或者是 51%

的扑海因粉剂，每 5 ～ 7d交替性喷洒药物，一共喷洒

3 ～ 5次。如果不能有效预防病害的蔓延，就要采用

11%的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或者是 81%的三乙膦酸铝

粉剂进行喷洒，每 7d喷洒一次，连续喷洒 3～ 5次，确

保病害的良好防治。

2.紫斑病的防治。大蒜出现紫斑病的初期阶段，可

使用 76%的百菌清粉剂、57%的甲霜锰锌粉剂或者是

11%的苯醚甲环唑水进行喷洒，每 8 ～ 10d喷洒一次，

喷洒 3～ 5次，提升病害的防治效果。

3.锈病的防治。锈病是葡萄套种大蒜过程中大蒜常

见的病害，合理进行防治对大蒜的良好生长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在葡萄套种大蒜栽培期间，应按照锈病的发

病特点，在发病初期阶段喷洒 15%的三唑酮粉剂、74%

的灭锈胺粉剂，每 7 ～ 10d喷洒一次，一共喷洒 2 ～ 3

次，直到病害消失为止。

4.病毒病的防治。为了能够有效进行大蒜病毒病的

防治，应该在品种选择的过程中，采用不带有病毒的

蒜种进行栽培，避免蒜种带有病毒导致病毒病传播，

同时，还需强化田间管理力度，合理采用生物多抗菌肥

料，同时喷洒 3%的氨基寡糖素水剂、0.6%的菇类蛋白

多糖水剂、3.1%的三氮唑核苷水剂，不断增强整体植

株的抗病性能，如果植株已经发生了病毒病，就要采用

21%的宁南霉素粉剂，避免病毒的大范围传播和蔓延，

确保大蒜的良好生长。

5.白腐病的防治。白腐病对大蒜的生产产量和质量

都会产生很多不利影响，因此，在葡萄套种大蒜栽培期

间，应科学合理进行白腐病的防治，首先，在田间有白

腐病植株的情况下，快速将带病的植株清除，其次，采

用 70%的甲基硫菌灵粉剂、50%的异菌脲粉剂、12%的

苯醚甲环唑水分散剂进行喷洒，每 7～ 10d喷洒一次，

一共喷洒 2～ 3次，交替性进行不同药物的使用，以免

出现耐药性的问题。

6.虫害的防治。葡萄套种大蒜栽培期间为了能够有

效进行虫害的防治，应重点采用不同类型的防治技术和

措施，提升虫害防治效果和水平，避免虫害对大蒜的生

产产量和质量造成不利影响。化学药物防治技术。葡萄

套种大蒜的虫害防治期间，采用化学药物的防治方式，

例如：大蒜生长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根蛆虫害，主要发生

原因是蝇类幼虫从地下钻进大蒜的鳞茎盘或是假茎的

位置，导致大蒜根部腐烂发霉，地上部分出现枯黄和萎

蔫的现象，叶片或者整个植株全部变黄，如果不能合理

防治，将会导致植株死亡，因此，需要重点进行根蛆的

防治，采用 2.6%的溴氰菊酯乳油进行喷洒，达到根蛆

的防治目的。葱蓟马属于大蒜生长期间常见的虫害，一

旦大蒜新展开的叶片出现葱蓟马，害虫就会吸食叶片的

汁液，导致叶片变黄枯萎，为避免葱蓟马害虫带来的影

响，可采用每升 60g的乙基多杀菌素悬浮液、24%的噻

虫嗪水分散粒剂、21%的氰戊菊酯乳油，在田间进行喷

洒，有效进行葱蓟马的防治；生物防治技术。葡萄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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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栽培期间，应重点采用生物虫害防治技术，通过生

物防治的措施，减少化学农药的应用量，避免化学农药

对生态环境和土壤环境造成污染，进而达到良好的虫害

防治目的，满足当前的绿色化虫害防治需求，例如：在

葡萄套种大蒜的田间，释放虫害的天敌，通过害虫的天

敌捕捉和消灭害虫，达到减少化学农药应用量的目的，

在具体操作期间需要注意，需按照害虫的特点和规律，

在虫卵越冬的时期、春季幼虫成长时期和成虫的时期，

释放害虫的天敌，利用害虫的天敌消灭害虫，这样不仅

能预防大量喷洒化学药物而导致环境受到污染，还能快

速消灭森林中的害虫；采用物理防治技术。首先，做好

田间管理工作。相关工作人员需要阶段性按照森林病虫

害问题的监测信息和数据内容，准确判断病虫害问题的

情况、发生特点等，一旦发现葡萄套种大蒜的栽培区域

出现了病虫害问题，就要将带有病虫害的植株全部剪掉

集中进行烧毁，消除病虫害的扩散源头，同时还需在冬

季阶段进行翻地处理，将越冬的害虫翻出，使其在冷空

气下无法顺利越冬。春季阶段也要做好翻耕工作，将土

壤下成功越冬的病虫害翻出，在上面喷洒药物，这样在

科学合理进行处理的情况下，可以规避病虫害问题的发

生；其次，在采用物理防治措施的过程中，还需重点关

注大蒜植株的长势和抗性情况，以增强植株的抗性为目

标开展田间和植株生长的管理工作，这样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提升植株抗性，抵御病虫害的侵袭，例如：阶段性

进行林地土壤的检测分析，一旦发现土壤内缺乏大蒜生

长所需营养成分，就要适当在每棵大蒜周围施加肥料和

微量元素，满足树木生长的营养需求，促使大蒜植株抗

性的增强，提高其抗病虫害的能力。最后，如果大蒜出

现了严重的虫害问题，可以按照害虫趋光的特点，采用

诱虫灯的技术措施，在灯周围设置药物，引诱害虫进行

消灭，降低化学药物的应用量，确保能够有效进行害虫

的防治与处理，从源头规避林业生态环境问题。

（六）做好采收的工作

大蒜鳞茎膨大期的初期阶段，是采收蒜苔的最佳时

期。蒜苔花絮总苞伸出叶鞘 11 ～ 16cm，蒜苔顶部区域

呈现出弯曲状态，蒜苔苞发白时，就可以进行蒜苔的采

收。在蒜苔采收完成后，待大蒜底部叶片枯黄，假茎

松软之后就可以进行蒜头的采收，需要注意的是，选

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将整个植株全部挖出，抖落根部泥

土，将把假茎削除以后，蒜头即可出售，也可将蒜头捆

成 1～ 2.5kg，在通风处进行悬挂，晾晒到表面脱水干

燥，将假茎削除，晾晒 3d左右，分级别进行包装储存

或销售。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葡萄套种大蒜栽培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

增加经济来源渠道，还能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因

此要想获得理想效益，首先要科学开展大蒜品种的选择

和处理工作，要适时开展套作和整地，科学进行种蒜种

植，强化田间管理力度，加强病虫害防治，切实提升大

蒜的生长效益和产量，从而达到预期的栽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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