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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不同生态应激反应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 
尹守恒，刘宏敏，杨宛玉，陈中府，王 秋 

(河南省平顶山市农业科学院，467OO1) 

韭菜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性，在不同温度、湿 

度、光照等气侯条件下，韭菜会产生不同的生态应 

激反应。影响韭菜生长发育的主要生态环境因素 

有：温度、光照、湿度、气体、土壤和肥料，通过 

调控这些生态环境因素，可促进韭菜的正常生长发 

育，提高韭菜的产量、品质和种植效益。 

1 韭菜对温度条件的应激反应与生产应用对策 

1．1 韭菜对温度条件的应激反应 

高温适应性是韭菜在高温条件下的生物应激 

反应。当韭菜生长的环境温度超过适宜温度上限 

24℃时，植株生理生化特征、植物学形态及组织解 

剖等多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主要表现为光合酶活 

性受抑制，光合效率下降，呼吸强度增加，有机物 

质积累减少，细胞分裂速度加快，结构物质消耗增 

加，细胞内含物减少；植物形态上表现出叶片细长、 

较薄，易倒伏；韭菜的风味、品质较差。 

低温适应性是韭菜在低温条件下的生物应激 

反应。当韭菜生长的环境温度低于适宜温度下限 

17℃时，植株生理生化特征、植物学形态及组织解 

剖等多方面也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主要表现为酶活 

性下降，生理生化反应速度变缓，光合效率和呼吸 

强度同时下降，细胞分裂速度和植株生长速度变慢， 

细胞内含物增加；植株形态上表现出叶片变短、变 

厚；韭菜的风味、品质较好。 

1。2 生产应用对策 

为了有效利用韭菜对温度的适应性反应 ，可 

采取保护地栽培的方式，创造适宜的温度条件。 

当冬季环境温度低于韭菜生长适宜温度时，首先 

给予适当低温让其通过自然休眠，进入正常生长 

状态 ，然后采用增温保暖措施 ，创造韭菜生 长的 

适宜温度；当夏季温度高于韭菜生长的适宜温度 

时，采用遮光降温措施提高夏季韭菜的产量和品 

质。 

2 韭菜对光照条件的应激反应与生产应用对策 

2．1 韭菜对光照条件的应激反应 

韭菜喜中等强度光照，适宜的光强范围是2．5万～ 

47iIx，光照过弱或过强都会引起韭菜生理生化和植 

物学特征特性等的一系列变化。光照强度超过适宜 

光强上限4万1x时，韭菜叶片生长速度变慢，植株 

体内碳水化合物转化方向发生改变，淀粉、可溶性 

糖减少，纤维素合成增多，叶片颜色深绿、质地粗 

糙，风味差、品质劣；光照强度低于适宜光强下限 

2．5万lx时，随着光照强度的减弱，韭菜叶片的颜色 

越来越淡，光合效率越来越低，有机产物的积累也 

越来越少，叶片生长较快，柔嫩多汁，品质较好，‘遮 

光条件下生产韭黄就是这个原理。但是，由于韭菜 

在无光条件下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在弱光条件下有 

机产物的合成积累小于呼吸消耗和结构物质消耗， 

因此，韭黄产量一般较低。 

2_2 生产应用对策 

夏季光照较强，在自然条件下韭菜产量低、品 

质差，可采用遮阳网保护地栽培的方式，亦可与高 

秆作物间作套种，在提高空间利用率的同时，又为 

韭菜的夏季生长创造了适宜的光照条件，削弱夏季 

强光对韭菜生长的抑制作用；冬季光照较弱，尤其 

是在保护地越冬栽培时光照更弱，应及时清洁棚 

膜，在确保棚内温度的前提下，尽量延长光照时问， 

也可增加辅助光源，改善光照条件；在利用遮光或 

弱光进行韭菜软化栽培时，既要选择粗壮肥大的根 

株进行韭黄生产，又要正确处理生产与养根的关 

系，一般生产 1茬韭黄需要养根60 d左右，以利可 

持续生产。 

一 9一 



 

栽 培 技 求  Vegetables 2011．8 

3 韭菜对湿度条件的应激反应与生产应用对策 

3．1 韭菜对湿度条件的应激反应 

韭菜生长适宜的空气湿度是65％～80％，空气 

湿度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韭菜的正常生长。空气湿 

度过大时，韭菜叶片生长加快，叶片变长、变薄，叶 

表面的气孔处于完全开张状态，极易导致灰霉病菌 

的侵入，引起灰霉病的发生和蔓延；反之，如果空 

气湿度过小，韭菜为了减少水分的散失，叶片生长 

速度就会减慢，叶片变短、变厚、叶色较深，粗纤 

维增多，蜡质层加厚，在根部水分供不应求的情况 

下，容易出现干尖，品质变差。 

韭菜既喜水，又怕积水。土壤湿度过高，韭菜 

根系颜色变浅，根毛减少，根系无氧呼吸增加，容 

易造成根系酒精中毒致死；反之，土壤湿度过低，根 

系生长加快，植株地上部生长受抑制，叶片生长变 

慢，水分含量减少，叶片粗糙，生理干尖严重。 

3．2 生产应用对策 

当多风、干旱、低湿时，通过喷雾增加空气湿 

度，不仅可以促进韭菜叶片的生长，而且可以预防 

韭菜出现生理干尖，提高韭菜的产量和品质；夏季 

多雨季节及时排水防涝、中耕松土，提高土壤的透 

气性。韭莱保护地栽培，当棚室内空气湿度较大时， 

要及时通风降湿，以防灰霉病的发生和为害。生产 

中尽量做到土壤间干间湿，促进韭菜地上部叶片与 

地下根系的协调发育。 

4 韭菜对土壤条件的应激反应与生产应用对策 

4．1 韭菜对土壤条件的应激反应 

韭菜是肉质根、须根系，侧根少，分枝能力弱， 

根系小，肥水吸收能力相对较弱。在疏松、透气、肥 

沃的壤土或砂壤土条件下，韭菜根系分布深且广， 

根系发达，地上部棵大叶宽，叶片鲜嫩肥厚，商品 

性状优良，产量高，经济效益好；反之，在结构致 

密、贫脊的土壤环境中，韭菜根系浅且不发达，地 

上部生长发育瘦弱，商品性状较差，产量、效益较 

低，直接影响品种种性的发挥。此外，栽培时封土 

的薄厚也影响韭菜的生长和发育，封土过厚韭菜瘦 

弱，叶鞘长而细，根系透气性差，容易发生根部病 

害；封土过浅则根系亦浅，根际养分、水分不稳定， 

吸收肥水能力降低，地上部弱小；封土深浅适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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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发达，叶鞘粗壮，商品性状好。 

4_2 生产应用对策 

根据韭菜对土壤环境条件的不同适应性反应， 

在种植韭菜时应选择土层深厚、疏松透气、富含有 

机质的肥沃土壤。栽培深度要适宜，根据多年研究 

经验，韭菜定植深度以7～10 cm为宜，具体情况因 

土质不同而定，砂质土壤应适当深栽，黏壤土应浅 

栽。随着韭菜种植年限的增长，出现跳根、根系上 

浮时，应及时更新倒栽，避免跳根对韭菜生长发育 

产生不良影响。 

5 韭菜对肥料的应激反应与生产应用对策 

5．1 韭菜对肥料的应激反应 

韭菜产量较高，优良品种 667 m 年产量可达 

1万kg以上。高产必需有适宜的肥料结构和充足的 

施肥量，如果施肥结构不合理，就会出现明显的缺 

素症状，例如缺少氮肥，韭菜叶片变小、变黄，地 

上部植株矮小；缺少磷肥，叶片暗绿发红，叶小、根 

小；缺少钾肥，叶片变得大而黄，直立性差，易倒 

伏；缺钙，韭菜心叶变黄，叶片变薄，叶肉减少， 

严重时导致心叶腐烂。施肥量在一定范围内与产 

量呈正相关，试验结果表明：每生产 100 kg韭菜， 

需要追施氮肥 0．5～0．6 kg、磷肥0．18～0．24 kg、钾 

肥0．62～0．78 kg及适量的微量元素肥料。施肥量不 

足，土壤养分人不敷出，随着土壤养分的减少韭菜 

会出现缺肥症状 ，商品性状变差，产量和效益下 

降；施肥过量，轻者造成韭菜生理性干尖、黄尖， 

严重时造成韭菜青枯死亡。 

5．2 生产应用对策 

根据韭菜对肥料的适应性反应，在韭菜生产中 

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适量施肥。一般每茬追肥 1 

次，每次追施腐熟有机肥 2 000 kg或氮磷钾含量各 

1 5％的三元素复合肥40 kg，避免长期超量施肥和土 

壤盐渍化现象发生。二是配方施肥。根据土壤养分 

含量和韭菜的产量，适量按比例均衡配方施肥，以 

保持土壤养分平衡。 

6 韭菜对气体条件的应激反应与生产应用对策 

6．1 韭菜对气体条件的应激反应 

韭菜生长要求适宜的大气环境，试验表明：韭 

菜地上部叶片和地下根系的生长都需要充足的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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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马铃薯多层覆盖高产栽培技术 
张 杰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蔬菜服务中心，272000) 

济宁市任城区白2010年起，采用大拱棚三层覆 

盖技术进行马铃薯早春栽培，2010年4月25日马铃 

薯开始收获上市，售价为 2～4元／kg，667 m 产量 

最高达到3 500 kg，产值超过 1万元，经济效益可 

观，现将其主要栽培技术介绍如下。 

1 选择地块，施足底肥 

选择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旱能灌、涝能排的 

砂壤土或壤土地块，最好选用前作未种过番茄、辣 

椒、茄子等的生茬地。结合整地，每 667 ITI 施优 

质腐熟有机肥5～7 m3作基肥，耙细混匀，使土壤 

和肥料充分混合，以供给马铃薯充足的养分。 

2 选择优良脱毒品种 

早春多层覆盖栽培马铃薯，应选用休眠期短、 

早熟、品质好、结薯集中的品种，任城区推广的主 

要脱毒品种是 “荷兰七号”、“津引薯八号”、“鲁引 
一 号”等，每 667 ITI 用种量 150～200 kg(以备选 

优汰劣)。 

3 早建大拱棚提高地温 

在马铃薯播种前 10～15 d(即元旦前后)完成 

大拱棚建造，并封严棚膜，以利土壤化冻，提高地 

温。大拱棚的建造标准一般是高度 1．8～2 ITI、跨度 

8 1TI左右。 

4 种薯筛选，浸种催芽 

选择色泽新鲜、无冻伤、无虫、无畸形、无芽 

眼坏死的种薯，淘汰冻薯、病薯、坏薯和畸形薯。 

在播种前20 d左右 (即 12月25日前后)进行种薯 

切块浸种催芽，可打破休眠，使出苗提早 7～10d， 

增产 15％左右。切块前先晒种2～3 d，切刀用酒精 

消毒。一个50～100 g的种薯可从顶部纵切成2～4块， 

种薯较大时先从基部切块，再从顶部纵切4～5块。每 

个切块质量20-25 g，切块应带有 1～2个芽眼。切 

好的薯块放在浓度为0．5 mg&g的920水溶液中浸种 

l0～15 min，浸种后稍晾干即可在日光温室、室内或 

暖炕上催芽，具体方法是：先在地面铺一层5 cm厚 

混合均匀的潮湿沙土或细沙，然后放一层薯块，再盖 
一 层5 cm厚的沙土，再放一层薯块，如此叠加，最 

多摆放3层薯块，最后顶部及四周用10 cm厚的沙土 

覆盖。室温保持在17～22℃，一般经过15～20d，当 

芽长出且长度小于 1 cm时，即可扒出薯块，在散射 

光下摊开晾芽，使其粗壮，准备播种。 

如果土壤板结、氧气供应不足，轻者导致根毛减少， 

重者造成根系窒息死亡。二氧化碳是光合作用的原 

料，浓度过高或过低都对韭菜的生长发育不利，其 

适宜浓度为0．03％～0．16％，在此范围内植物光合效 

率与二氧化碳浓度呈正相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氨气等气体是棚室有害气体，当二氧化硫浓度超过 

0．2“L，L、二氧化氮浓度超过2．0 L／L、氨气浓度 

超过5．0 L，L时，均对韭菜产生不同症状的为害。 

6_2 生产应用对策 

根据韭菜对不同气体环境的应激反应，生产中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选择疏松透气的土壤，多施有 

机肥，增强土壤通透性，减少根际二氧化碳含量，避 

免根系缺氧烂根；棚栽时，及时通风换气，降低有 

害气体含量，同时每天上午9—10点增施二氧化碳 

气肥，适当增加棚内二氧化碳含量，提高产量和品 

质；适量施肥，深施肥，施后及时浇水，禁施碳酸 

氢铵、氨水等易挥发的肥料，以防发生氨气中毒；冬 

季增温时严禁在棚内直接生火加热，以防有毒气体 

为害。 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