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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葱生物学特性及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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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 过 生 产 调 查 与 实 践 , 根 据 大 庆 地 区 生 产 中 存 在 的 播 种 时 间 、播 种 密 度 、栽 植 密 度 、水 分 管 理 以

及 肥 料 施 用 等 问 题 制 定 了 圆 葱 高 产 栽 培 技 术 , 目 的 在 于 指 导 生 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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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葱以肥大 的肉质鳞茎 为产品 , 营养 很丰富 , 每 100 g 鳞 茎 中 含 蛋 白 质 1.8 g、碳 水 化 合 物 8 g、粗

纤维 0.22 g、维生素 C 8 mg、钙 16 mg、铁 0.72 mg、磷 20 mg, 热量 65.27 kJ[1]。此外 , 圆葱还是很好的保

健产品 , 圆葱鳞茎中含有特殊的辛辣香味 , 挥发性硫化物是其主要的活性成分 , 常食圆葱 , 可以开胃消

食 、增 进 食 欲 、通 乳 、利 尿 、治 疗 便 秘 , 并 对 心 血 管 类 疾 病 、糖 尿 病 和 支 气 管 哮 喘 有 较 好 的 辅 助 治 疗 作

用 [2]。圆葱还能 提高血红细 胞中过氧 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 , 消 除 体 内 自 由 基 , 起 到 防 氧 化 、抗 衰 老

的作用。圆葱中含有多种硫化物 , 甲基、丙基、烯丙基硫化物都是天然的广谱杀菌剂。常食用圆葱及提

取的物质 , 可以激发免疫能力 , 促进吞噬细胞吞噬肿瘤细胞 , 又可以促进人体产生一种抗瘤干扰素 , 从

而阻止癌细胞的扩散 , 具有较好的抗癌、防癌作用 [3]。圆葱除了鲜食外 , 也可以加工成圆葱粉、圆葱酱、

圆葱油、脱水圆葱和圆葱汁等。

圆葱是出口创汇蔬菜的主要品种之一 , 大庆地区圆葱的主要出口国是日本、韩国和 俄罗斯。随着

对圆葱需求量的不断增加 , 如何提高圆葱产量成为生产上的当务之急 [4]。本试验适用于大庆地区圆葱

高 产 优 质 栽 培 , 规 定 了 圆 葱 标 准 化 生 产 的 播 种 、整 地 、施 肥 、田 间 管 理 、收 获 等 技 术 , 试 验 地 点 设 在 大

庆市龙凤区和春雷农场。在气候正常年份 , 按本规程实施 , 公顷产量可达到 60 000 kg 以上。

1 圆葱的生物学特性

1.1 生育周期

圆葱为二年生蔬菜 , 在其整个生育周期中 , 可分为营养生长期、生理休眠期和生殖生长期。

1.1.1 营养生长期

从播种到收 获为圆葱的 营养生长期 , 一般可将营 养 生 长 期 分 为 发 芽 期 、幼 苗 期 、旺 盛 生 长 期 和 鳞

茎膨大期。

①发芽期 : 从 种子萌动到 第一片真叶 出现为圆葱 的发 芽 期 , 约 需 15 d 左 右 。 在 适 宜 的 温 度 (20℃

左右)和水分(土壤持水量> 60%)条件下 , 播后 7～8 d 才能出土。根据圆葱萌芽出土特点 , 播种不宜过

深 , 覆土不能过厚 , 幼苗出土前保持土壤湿润 , 防止表土板结 , 才能顺利出土 [5]。

②幼苗期 : 从第一片真叶出现到定植为圆葱的幼苗期。幼苗期 的长短因 播种和定植 季节不同而

异。北方地区幼苗期一般 60 d 左右。

圆葱定植优质苗的标准是单株重 3 g 左右、假茎粗 0.4～0.7 cm、株高 20 cm 左右、具 有 3～4 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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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幼苗期应适当控制灌水 , 不需追肥 , 以免幼苗徒长。

③旺盛生长期 : 圆葱定植后到鳞茎膨大前为旺盛生长期。定植后经过缓苗陆续发根 长叶 , 植株的

吸收和同化 功能得以恢 复。在定植前 后 , 如幼苗过 大而且受低 温(2～10℃)、干 旱等不利条 件 的 影 响 ,

就可能会使部分植株发生分蘖或先期抽薹 , 是造成减产的一个重要因素 [6]。

④鳞茎膨大期 : 从叶鞘基部开始膨大到鳞茎成熟收获 , 为鳞茎膨大期。叶部旺盛生长期结束后 , 随

着气温升高 、日照时数增 加 , 营养物质 向叶鞘基部 和侧芽输送 , 使 叶 鞘 基 部 日 益 膨 大 形 成 鳞 茎 。 收 获

前 , 叶 身 开 始 枯 黄 衰 老 , 假 茎 松 软 、细 脆 , 逐 渐 失 去 膨 压 而 倒 伏 , 最 外 1～3 层 鳞 片 干 缩 成 膜 状 时 即 可

收获。

1.1.2 生理休眠期

成熟的鳞茎收获后 , 圆葱进入生理休眠期 , 呼吸作用微弱 , 即使给予良好的发芽条件 , 鳞茎也不发

芽。休眠期的长短因品种、贮藏条件而异 , 一般为 60～90 d。

1.1.3 生殖生长期

圆葱从花芽开始分化 , 到抽薹开花后种子成熟 , 为生殖生长期。这个阶段可以分为花芽分化期、抽

薹开花期和种子形成期 , 需 240～300 d。

①花芽分化期 : 从生长锥开始分化花芽 , 到花芽开始延伸抽薹 , 为圆葱花芽分化期。在正常生产条

件下 , 鳞茎在收获以后遇到低温才通过春化作用。但是圆葱属于绿体春化作物 , 在幼苗长到一定 大小

(一般假茎粗 0.7 cm 以上), 经 历一定时 期的低温(一 般在 5℃左右), 即可通过春 化作用 , 生长 锥停止分

化叶芽 , 并分化为花芽。

②抽薹开花期 : 从花芽分化结束 , 到花序上最后一朵花开花授粉受精结束 , 为圆葱抽薹开花期。花

芽分化后的植株或鳞茎 , 在高温和长 日照条件下 , 就可以抽薹 开花结实 。一般一朵小 花的花期为 4～

5 d, 每个鳞茎可抽 2～5 个花薹 , 每个花序的开花时间持续 10～15 d, 圆葱的花期约 1 个月。

③种子形成 期 : 从开花到 种子成熟为 圆葱的种子 形成 期 。 这 个 过 程 约 需 25 d, 一 般 温 度 高 时 , 种

子成熟快 , 但饱满度差 , 温度低时 , 种子成熟缓慢。

1.2 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1.2.1 温度

圆葱对温度适应性强 , 种子和鳞茎在 3～5℃的低温下缓慢萌芽 , 温度提高到 12℃以上发 芽迅速 ;

生长适温幼苗为 12～20℃ , 叶片为 18～20℃; 鳞茎膨大期的适温偏高 , 一般为 20～26℃ , 在 15℃以下

不能膨大 , 15～20℃开始膨大 , 在 21～27℃膨大生长最好。超过 27℃植株受到强烈抑制而 进入休眠。

圆葱抽薹开花期要求较高的温度 , 适宜温度为 15～25℃。开花和种子发育成熟要求更高的温度 , 一般

为 25～30℃。

1.2.2 水分

圆葱的根系浅 , 吸水能力弱 , 在发芽期、幼苗生长盛期和鳞茎膨大期 , 要求充足的水分 供应。在鳞

茎临近成熟的 1～2 周内 , 应逐渐减少灌水 , 使鳞茎的组织充实 , 提高产品品质和耐贮性。收获后的鳞

茎要求干燥的环境 , 湿度过大容易引发贮藏病害。圆葱叶片上有蜡粉 , 蒸腾作用小 , 比较耐旱 , 一般要

求空气相对湿度为 60%～70%, 空气湿度过高会引发各种病害。

1.2.3 光照

较长的日照时数 , 不仅是诱导花芽分化的必要条件 , 也是鳞茎形成的主要条件。延长光照时间 , 可

以加速鳞茎 的发育和成 熟。鳞茎形成 对日照时数 的 要 求 因 品 种 而 异 , 短 日 型 品 种 和 早 生 型 品 种 , 在

13 h 以下的较短日照条件下形成鳞茎 ; 而长日型 品种和晚生 型品种 , 必须 在 15 h 左右的长 日照条件

下才能形成鳞茎 ; 有些中间型品种 , 鳞茎形成对日照时间的要求不甚严格。我国北方多为长日型 晚熟

品种。

1.2.4 土壤营养

圆葱要求肥 沃、疏松、保水 力强的土壤 。地块选择要 有灌溉条 件 、土 地 平 坦 、土 壤 肥 力 高 、无 重 迎

茬、无草荒、排涝能力强的地块。圆葱适宜中性土壤 , 适宜栽培的土壤 pH 值为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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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葱喜肥 , 对土壤营养要求较高。幼苗期以氮肥为主 , 鳞茎膨大期增施钾肥 , 能促进鳞茎细胞的分

裂和膨大。使用磷肥 , 有利于氮肥的吸收 , 并可提高产品品质 , 但磷肥的施用应从苗期就开始。

2 丰产栽培技术

2.1 育苗

2.1.1 播种期

在温室于 3 月上中旬播种。早熟品种比中晚熟品种早播种 5～7 d。

2.1.2 苗床准备

苗床地要选择土壤肥沃 、地势较高、保 水性强、2～3 年 内未种植过 葱蒜类蔬 菜的中性或 微碱性土

壤。沙土、黏重土及低洼地都不宜作苗床。播种前要清洁田园 , 耕翻土壤 , 施入充分腐熟并过筛的农家

肥作基肥 , 基肥的用量不宜过多 , 以避免秧苗生长过旺。一般每公顷施入农家肥 30 000～45 000 kg, 过

磷酸钙 25～30 kg。施肥后要耕耙 2～3 次 , 使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 , 再用平耙将畦面整平、耙细 , 然后

开沟、作畦。北方地区可作成平畦 , 畦宽 150～160 cm、长 6～7 m。保护地育苗的 , 在日光温室内施肥、

整地、作苗床。

2.1.3 播种

播种一般多为干籽直播 , 采用撒播方式。具体操作程序是 : 播种前先取一层苗床表土过筛作为盖种

土备用 , 然后浇透底水 , 土壤湿润深度达 15 cm, 待水渗下后即可撒播种子。为了撒播均匀 , 可在播种前

将种子与细沙土适当拌匀一起播种。播完后再用盖种土覆盖约 1cm 厚 , 用木条刮平后用遮阳网或麦秸

等覆盖畦面。一般情况下 , 苗床面积与栽植大田的比例约为 1:15, 苗床播种量为 45～60 kg/hm2。

2.1.4 苗期管理

2.1.4.1 培育壮苗

圆葱苗期管 理主要有间 苗、中耕、浇水 追肥、除草、防 治病虫 害 等 , 目 的 是 培 育 适 龄 壮 苗 。 既 要 防

止幼苗长的过大而引起先期抽薹 , 又要避免幼苗生长细弱而难于越冬。适龄壮苗指标一 般是 : 苗龄

50～60 d, 苗高 20～25 cm, 4～5 片叶 , 茎粗 0.4～0.7 cm, 根系发达 , 无病虫害。

当圆葱种子约 80%开始出土时 , 逐步撤除覆盖物 , 最好选择阴天或晴天的傍晚进行。在温室内育

苗的 , 在幼苗出土前要做好保温工作 , 白天气温保持在 20～25℃ , 夜间最低温度不低于 13℃。幼苗出

齐后应适当降温 , 防止徒长。白 天保持 15～20℃ , 夜间保持 10℃左右 , 尽量 不使最低气 温降到 5℃以

下。苗期浇水 , 应根据土壤墒情和不同播种方式而定。如播前浇足底水的 , 一般在齐苗前不必浇水。在

“伸腰”时期还要再次浇水。此后 , 直到生出第 1 片真叶时才适当控制浇水。当生出第 2 片真叶以后 ,

可结合浇水追施尿素 45～75 kg/hm2。苗生长过旺 , 要控制肥水。苗齐后保持土壤见干见湿。

2.1.4.2 起苗分级

定植前一天将苗床轻浇一次水。定植前用铲子小心起苗 , 避免伤根。挖苗后淘汰病苗、矮化苗、徒

长苗、分蘖苗 和纤细苗等 , 然后将苗分 成两级 : 假茎 粗 0.6～0.7 cm、3～4 片叶 为一级苗 ; 假茎粗 0.4～

0.6 cm、3 片叶为二级苗。定植时按级分别栽植 , 以便管理。栽植前可用 40%乐果乳油 600 倍液和 50%

多菌灵 800 倍液混合浸泡假茎 2～3 min, 以杀死潜入叶鞘内的蛆虫或其他病原菌。

2.2 定植

2.2.1 合理密植

定植时间 4 月中下旬左右 , 一般选择下午为好 , 畦作。畦宽 1～1.2m, 行距 17cm, 株距 12cm, 每公

顷保苗 37.5 万株左右 , 施 60 000～75 000 kg 腐熟农家肥、二 铵 300 kg、硫酸钾 225～300 kg、生物复合

肥 1 200 kg。

2.2.2 定植方法

圆葱适于浅 栽 , 最适深度 为 2～3 cm。栽植过 深 , 叶部生长 过旺 , 鳞茎颈 部增粗 , 尤 其在土质黏 重

的情况下 , 容易使鳞茎发育畸形并引起减产。栽植过浅 , 植株容易倒伏 , 鳞茎外露 , 因日照后变绿或开

裂而影响品质。沙质土壤可稍深 , 黏重土壤应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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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田间管理

2.3.1 水分管理

圆 葱 根 系 分 布 在 地 表 层 中 , 吸 水 吸 肥 能 力 弱 , 喜 湿 怕 旱 , 对 土 壤 水 分 要 求 比 较 严 格 , 适 宜 范 围 是

60%～80%, 如果在 50%以下 , 生长就会受到抑制 , 定植后应加强水分管理。

缓 苗 前 不 浇 水 , 以 保 墒 提 高 地 温 、促 进 发 根 为 主 , 缓 苗 后 , 应 根 据 土 壤 墒 情 浇 水 , 水 量 不 宜 过 大 。

进入发叶盛期 , 应适当增加浇水 , 一般每隔 7～8 d 浇水 1 次 , 使土壤经常保持湿润。

鳞茎膨大期 , 对水分的要 求日益增多 , 是追肥、浇水 的关键时期 , 浇水宜勤 , 一般 5～6 d 浇 1 次 ,

经常保持土壤湿润 , 浇水时间以早晚为好。鳞茎临近成熟时 , 应逐步减少浇水。收获前 7～8 d, 当田间

植株开始出现自然倒伏时 , 应停止浇水 , 以减少鳞茎中水分含量 , 增加鳞茎的耐贮性。

2.3.2 追肥

圆葱的不同生育期需肥量不同。幼苗期生长缓慢 , 需肥量小以氮为主。幼苗生长后期 , 生长量逐渐

增加 , 需肥量也相应有所增加。进入叶生长盛期 , 需肥量和吸肥强度迅速增长 , 此时仍以氮为主 , 在鳞

茎膨大期 , 生长量和需肥量仍缓慢上升 , 以钾为主。

2.3.3 圆葱追肥技术

圆葱根系分布浅, 吸收能力弱, 所以在生长过程中 , 要分期适量追肥, 才能长成健壮的植株 , 形成肥大

的鳞茎。做到“轻施提苗肥、巧施发棵肥、重施膨大肥”是圆葱高产的关键之一。具体地说, 圆葱缓苗后, 结合

浇水追 1 次肥 , 这次追肥的目的是为根系的继续生长补充养分, 每公顷施腐熟稀粪尿 12 000～15 000 kg,

或施入尿素 150 kg、过磷酸钙 300 kg 和硫酸钾 150 kg, 或施入磷酸二铵 225 kg 和硫酸钾 150 kg。随着

气温升高 , 植株进入叶部旺盛生长期 , 需肥量增加 , 应结合浇水进行第 2 次追肥 , 即“发棵肥”。可施入

腐熟的稀粪肥 , 用量与第一次相同 , 或施入尿素 150～225 kg/hm2。鳞茎开始膨大 , 是施肥的关键时期 ,

应进行第 3 次追肥。每公顷施入腐熟稀粪肥 15 000 kg, 或尿素 150 kg、硫酸钾 75～150 kg。中晚熟品

种鳞茎形成期长 , 要结合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再追肥 1 次 , 在鳞茎膨大后期 , 要注意氮肥不能施用过多 ,

否则会发生贪青而影响采收。

2.4 病害防治

圆葱病虫害 防治要在以 预防为主 , 综 合防治方针 指 导 下 , 优 先 采 用 农 业 和 生 物 防 治 措 施 , 科 学 使

用化学农药 , 协调各项防治技术 , 发挥综合效益 , 控制病害。

2.4.1 圆葱颈腐病

防治方法 : 农 业防治 , 选择 抗病品种。选 择排水良好 、地势高 干 燥 地 块 采 用 高 畦 栽 培 ; 合 理 灌 溉 ,

严禁 大水漫灌 ; 雨 后及时排水 , 降低田间 湿度。实行配 方施肥 , 避免 氮肥施用过 多 或 过 晚 , 增 施 磷 、钾

肥并适当施用镁肥 , 以提高鳞茎贮藏性能。晴天收获 , 及时晾晒 , 避免雨淋。药剂防治 , 发病初期 , 用 50%

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液 , 或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 , 或 50%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

液。上述药剂任选一种 , 交替使用 , 每隔 10 d 喷 1 次 , 连续 2～3 次。

2.4.2 圆葱软腐病

防治方法 : 农业防治 , 选择抗病品种。实行 2 年以上轮作。在种植前和收获后清洁田园 , 把病残体

清除田间 , 集中烧毁或深埋。培育壮苗 , 适时定植。增施有机肥 , 促进植株健壮生长 , 加速伤口愈合速

度 , 增强抗病能力。合理灌溉 , 雨后及时排水 , 降低田间湿度 , 及时拔出病株。药剂防治 , 发病初期 , 可

用新植霉素 4 000～5 000 倍液。每 10 d 喷 1 次 , 连喷 2 次。

2.4.3 圆葱黄矮病

防治方法 : 农业防治 , 选择抗病品种。定植时选择健壮、无病秧苗。生产田不要与其他葱类育苗或

采种田相邻。加强施肥管理 , 增强植株抗病能力。经常检查田间 , 及时拔除病株 , 集中深埋或烧毁 , 接

触过病株的手、农具要消毒后再接触健康植株。加强虫害防治 , 减少传播途径。农事操作时注意不 要

损伤葱苗、减少伤口。药剂防治 , 防 治病毒没有 特效药剂 , 在 发病初期及 时喷 20%病毒 A 可 湿性粉剂

500 倍液。隔 10 d 喷 1 次 , 防治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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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实 达 到 商 品 性 状 , 倒 伏 后 约 50%植 株 葱 叶 干 枯 , 适 时 采 收 , 并 在 晴 天 进 行 , 采 收 后 , 就 地 晾 晒

5～7 d, 剪叶 , 剪口留叶 5 cm, 分级堆放码垛须避光 , 通风干燥 , 防止外皮发青或脱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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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s of onion production and practices, high production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onion in Daqing region were made, which deals with existing problems in onion production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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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 , 推广普及甜高粱高产高糖栽培技术

吉林市农科 院 现 有 国 家 审 定 品 种 2 个 , 有 增 产 增 糖 潜 力 的 杂 交 组 合 20 余 份 , 国 内 外 试 验 材 料

100 余份 , 并有多年栽培技术的研究基础。因此 , 进一步加大甜高粱种植科技投入力度 , 支持农业科研

部 门 不 断 地 培 育 、引 进 、筛 选 适 于 我 市 种 植 的 高 产 高 糖 新 品 种 ; 支 持 开 展 不 同 栽 培 密 度 、不 同 耕 作 条

件、不同种植区域、不同施肥水平及甜高粱有机专用肥的试验研究 , 充分挖掘增产增糖潜力 , 逐步总结

完善甜高粱 高产高糖规 范化栽培技 术。同时 , 要编 发技术宣传 资料 , 加 大 技 术 培 训 力 度 , 并 在 全 市 重

点乡镇建立甜高粱栽培示范基地 , 做到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 , 抓

好典型 , 以点带面地推广普及甜高粱高产高糖栽培技术 , 推动这一朝阳产业快速发展。

4.3 加强甜高粱秸秆生产乙醇及副产物综合利用的技术研发

近年来 , 虽然以玉米为主开发生物燃料的技术发展很快 , 但用甜高粱秸秆加工乙醇 的技术才刚 刚

起步 , 不论 是固体发酵 还是液体 发酵 , 其生产 加工设备及 工艺都有 待 改 进 和 完 善 , 以 提 高 乙 醇 的 产 出

率 。同时 , 为降低 生产成本 , 应 开展对提出 乙醇后占 秸秆总重量 50%的秸秆残渣 的研 究 , 可 将 其 作 为

牛 羊 饲 料 、造 纸 原 料 、纤 维 板 原 料 、热 源 燃 料 、有 机 复 混 肥 原 料 , 带 动 其 它 关 联 产 业 的 发 展 , 延 长 其 产

业链 , 增加其附加值。因此 , 应加大研究力度 , 全力攻关 , 使其快速发展。

4.4 加强产业体系建设 , 逐步实现产业化

甜高粱秸秆加工乙醇涉及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推广、种植甜高粱提供 原料和加工 粗乙醇及无 水

乙醇等诸 多环节 , 而且 甜高粱成 熟期集中、收 割期短、运输 费用高 , 因此 必须加强 产 业 体 系 建 设 , 注 重

抓好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尤其要建立“科研单位 + 农户 + 村办企业 + 大型企业”的运行模式。即以

大企业为龙 头 , 以农业订 单为纽带 , 由 农业科研部 门育种、供种 、技术服务 , 农业 行 政 部 门 组 织 农 民 签

订单 , 农民 种植甜高粱 提供原料 , 村办或民办 小型企业收 购原料在 产 地 加 工 粗 乙 醇 , 再 由 乙 醇 加 工 的

大型企业(如沱牌、燃料乙醇)集中收购粗乙醇 , 精加工成无水乙醇的模式进行开发 , 逐步实现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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