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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乐义　山东省寿光市三元朱村党支部书

记。为了带领群众致富，他先后到中国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拜师学艺，并带上干粮三下关东取

经，经过数百次试验，带领乡亲们发明了冬暖式大

棚蔬菜生产技术。这一创举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

烈的绿色革命，不仅改变了我国北方冬季吃不上

新鲜蔬菜的历史，而且也让数以亿计的农民走上

增收致富的道路。

王乐义同志先后被授予中国改革功勋、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优秀人

才、全国农村优秀人才、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工

作者、全国农村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层干

部标兵，被确定为“三个代表”在基层重大典型和

全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重大典型，全国十大诚实守信模范。先后当选

为党的第十五、十六、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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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０９年以来，我们对王乐义首创冬暖式蔬菜大棚
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编写了《跟王乐义学种大棚菜丛
书》和《王乐义大棚菜栽培答疑丛书》。这两套丛书出版
后，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农民的欢迎，让更多的农民朋
友不用走出家门就能够了解到最先进的蔬菜品种及栽
培技术，实现依靠科技走上致富之路的美好愿望。

在王乐义的带领下，寿光的蔬菜生产技术不断加大
科技创新力度，众多新品种、新技术不断应用到蔬菜生
产中，蔬菜生产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全面提升。特别是随着“绿色蔬菜”的迅速推广，相关生
产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和提升，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农业
产业化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为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为更充分地推广寿光蔬菜生产新技术，让广大农民
朋友及时解决蔬菜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在山东科学
技术出版社、寿光市委宣传部的倡导组织下，潍坊科技
学院的农业专家教授又对一些常见的蔬菜品种生产过
程中可能遇到的疑难问题和最前沿的品种、技术进行分
类整理，重点对蔬菜生产关键环节、最新技术、典型经验
以及有推广价值的栽培模式等进行收集和总结；并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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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出版的《跟王乐义学种大棚菜丛书》和《王乐义大棚菜
栽培答疑丛书》进行有益拓展和全面补充，以期更加有
效地为全国各地农民朋友提供良好的技术服务。同时
邀请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教授参与编写部分书稿，
更增强了丛书的科学性、针对性。丛书本次推出２８种，
包括大棚蔬菜栽培和露地蔬菜栽培两部分，基本上涵盖
了北方大部分生产中栽培的蔬菜品种。

丛书以深入浅出的形式介绍了各类常见蔬菜的栽
培技术要点，还对蔬菜生长过程中常见的问题进行了疑
难解答。在编排方式上按照蔬菜种植操作顺序进行排
列，便于农民朋友在具体实践中使用和查阅。既包括蔬
菜种植的常规技术，又包含介绍寿光菜农自创的实用技
术，语言通俗易懂，内容简明扼要，确保广大农民看得
懂、学得会、用得上。相信丛书的出版会对全国各地的
农民朋友发展蔬菜生产起到一定的指导、促进和借鉴
作用。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以及受其他条件的限制，本丛书
难以对所有的技术和内容都作详细的介绍，同时丛书中
也难免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恳请广大专家和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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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蒡
1．牛蒡的开发前景如何?

牛蒡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疗保健佳蔬，在我国分
布广泛，野生和栽培均有。人们主要食用牛蒡的肉质根。

牛蒡享有蔬菜之王的美誉，一直被公认为营养价值极高的
特种保健型蔬菜，出口至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现代医
学证明: 牛蒡含有牛蒡苷、蛋白质、挥发油、生物碱、菊糖、

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及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药用和食
用价值都较高。

在牛蒡栽培开始的几年，由于生产量少，外贸收购量
大、价格较高，种植的经济效益高，每亩产值超过 1 万元，

成为菜农致富的捷径。由此，大大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
性，随后生产面积剧增。山东苍山县自 1989 年起引种牛
蒡，面积不断扩大，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牛蒡生产和加工
基地，是著名的牛蒡之乡。

牛蒡的国内市场尚未开发，国人极少有食用习惯。这
与牛蒡栽培时间短，上市供应量少，尚不了解其营养价值
有关。开发国内消费市场，是牛蒡产业做大做强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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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蒡作为药食两用的保健蔬菜，在食品工业、烹饪以
及中药等领域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

2．牛蒡产地与种植历程是怎样的?

牛蒡原产于中国，以野生为主，后传入日本，培育出许

多优良品种。牛蒡别名牛菜、东洋萝卜、大力子、恶实、蝙
蝠刺、白肌人参等。牛蒡为菊科牛蒡属，二年生或三年生
草本根茎类植物，生产中一般采用 1 年生栽培，以肉质根
为菜。牛蒡的主要产地有江浙地区、四川多雨地区、西北
甘肃产区和东北产区，与《中国药典》中记载的牛蒡主产区
是一致的。

( 1) 引种阶段( 1989 ～ 1994 年) : 1989 年春，从日本引
进白肌牛蒡品种在山东苍山县庄坞镇进行 20 亩的引种示
范，获得了成功。1990 年种植面积扩大到 2 000 亩，全部
加工出口到日本，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
且牛蒡的引种和加工获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同
时也调动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

1991 ～ 1994 年，牛蒡等高档蔬菜栽培与加工申报了国
家级星火项目，先后发展牛蒡基地 1 万亩以上。到 1994

年发展基地 2 万亩，苍山成为远近有名的“洋菜园”，同时
也辐射带动了河南、安徽、江苏等地 20 多个县区牛蒡种植
的发展。1994 年江苏省的牛蒡面积达 3 000 亩。

苍山县庄坞镇农民种出的牛蒡令日商十分满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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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本种出的牛蒡长度只有 40 ～ 50 厘米，而苍山县庄坞
镇的牛蒡一般长度在 80 厘米以上。苍山县牛蒡不仅肉质
根长、须根少、表皮光滑、外表美观，而且肉质根脆嫩，有一
股清香味，所以从整体外观到内在质量上都远远优于日本
牛蒡。

( 2) 扩种阶段( 1995 ～ 1996 年) : 牛蒡的种植效益高，
吸引了许多农户种植，但面积都不大，每户平均种植不超
过 1 亩地，一般只有几分地。主要原因在于牛蒡种植前的
挖沟太费时间。低效率的人工挖沟严重制约着牛蒡种植
业的发展，成为牛蒡大面积发展的“瓶颈”所在。

牛蒡挖掘机和打沟机的研制成功，突破了挖沟需人力
和时间的“瓶颈”。采用旋转钻具进行疏松土壤，不打乱土
层，形成 150 ～ 1 000 毫米的疏松带，有利于牛蒡向深处无
侧根生长;采用液压式升降机构，配置独立液压源，不用改
装机车，配套动力适用于多种型号机车。通过在牛蒡主产
区的打沟试验，该机无论从动力匹配、整地效果、机具实用
性、使用经济性等各方面都具有优越性，可靠性高，适用性
强，能够满足农户及农艺要求。1994 年牛蒡打沟机发展到
200 台，牛蒡面积扩展到 2 万亩。1996 年打沟机增加到
500 台，牛蒡面积扩展到 7 万多亩。正是牛蒡打沟机的使
用，使牛蒡的大面积扩种成为可能。

1994 ～ 1996 年，牛蒡种植面积不仅不断扩大，而且出
售价格也比较高，蒡农的收入也逐年提高，每亩毛收入
1994 年为 2 290 元，1995 年为 1 868 元，1996 年猛升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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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00 元，令蒡农十分喜悦。
( 3) 波动阶段( 1997 ～ 2010 年) :由于牛蒡打沟机的普

遍推广，再加上 1997 年之前牛蒡生产效益远远高于小麦
等粮食作物，人们的预期望值高，所以 1997 年牛蒡被大面
积种植，由 1996 年的 7 万亩扩大到 1997 年的 10 万亩。因
为供大于求，1997 年秋季出现了中国牛蒡种植史上的第一
次“烂市”，蒡价从几年前一直走高的价格“坐滑梯”而猛
跌为 0. 42 元 /千克，不及 1996 年价格的 1 /8。相当一部分
蒡农因牛蒡后期价格太便宜，便放在地里不拔出，用手扶
拖拉机把原来的牛蒡地耙耕平整后种上了小麦。受 1997

年牛蒡低价格的影响，1998 年牛蒡面积大幅度缩减，只有
6 万亩，比 1997 年减少了 40%。

进入 21 世纪，牛蒡种植面积和价格波动依然很大，同
期蒡农的毛收入也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现象。2000 年、2001

年、2003 年、2007 年、2009 年和 2010 年牛蒡价格都较高，

农民收入也高; 2002 年、2004 年、2005 年、2006 年和 2008

年牛蒡价格较低，农民收入也随之减少。

3．种植牛蒡能否实现机械化作业?

( 1) 牛蒡打沟机:

①把农民从极其繁重的挖沟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生产
力提高 70 倍以上。

②为大面积扩种牛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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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牛蒡打沟机研制成功后，牛蒡面积迅速扩大。1993 年只
有 2 000 亩，1997 年就增加到 10 万亩，短短 4 年面积增加
了 50 倍。

③为大面积扩种山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山药
同为地下深根茎类作物，种植前也需深挖沟。牛蒡打沟机
同样可用于山药种植前的打沟。山药的种植面积和适种
区域要比牛蒡大得多，随着打沟机的推广，使山药种植大
面积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拓宽了农民增收致
富的途径。

④牛蒡打沟机经过改装后，还可用于电缆线、光缆线
和地下管道等铺设前的开沟，既节省了费用，又提高了
效率。

( 2) 牛蒡播种机: 日本农民在播种牛蒡时用的是牛蒡
播种带，就是把牛蒡种子用机器编织在易分解的化纤织物
带子上，播种时随着轮子的转动，播种带平铺在牛蒡畦垄
上。虽然播种均匀，但一亩地仅播种费就需要 300 元，成
本太高，农民接受不了。于是当地农民就用人工点播，但
每人每天只能种 0. 25 亩地，不仅耗工费时，而且劳动强度
大。江苏丰县金陵乡农民汪允华破解了这道难题。1997
年他研制的牛蒡播种机投入使用。牛蒡播种机的应用，大
大提高了工效，是人工点播的 40 倍。牛蒡播种机省时、省
力、省钱且播种质量高，播种均匀，深浅适中，效果好，深受
广大蒡农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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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牛蒡有什么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 1) 营养价值: 据分析，牛蒡鲜根每 100 克含水分
90. 10 克、蛋白质 4. 10 克、脂肪 0. 10 克、碳水化合物 3. 50

克、粗纤维 1. 50 克、灰分 0. 70 克、硫胺素 0. 03 毫克、核黄
素 0. 50 毫克、钙 2 毫克、铁 2 毫克、磷 116 毫克。嫩叶每
100 克含水分 87 克、蛋白质 4. 7 克、脂肪 0. 8 克、碳水化合
物 3 克、粗纤维 2. 4 克、灰分 2. 4 克、热量 158. 99 千焦耳、

胡萝卜素 390 毫克、硫胺素 0. 02 毫克、核黄素 0. 29 毫克、

尼克酸 1. 1 毫克、抗坏血酸 2. 5 毫克、钙 242 毫克、铁 76 毫
克、磷 61 毫克。

牛蒡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疗保健佳蔬，有“蔬菜
之王”的美称。牛蒡肉质根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多种维生
素、矿物质元素以及菊科植物中特有的菊糖。蛋白质和钙
的含量是根菜类蔬菜中最高的一种，胡萝卜素含量在蔬菜
中居第二位，综合营养价值远远高于我们日常所吃的各种
蔬菜。牛蒡还含有丰富的水溶性食物纤维，也就是说，将
牛蒡泡成茶来喝，也能得到丰富的食物纤维，发挥其功效。

这对于因膳食结构变化，食物纤维摄入减少的城市人群特
别适宜。由于牛蒡风味独特，且具有良好的医疗保健作
用，目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2002 年国家卫生部把牛
蒡列入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

( 2) 药用价值: 牛蒡的果实为“牛蒡子”，含脂肪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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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酸、木脂素及少量的生物碱、维生素 A、维生素 B等。新
鲜牛蒡根含蛋白质、菊淀粉和牛蒡糖，还含有多酚类、醛类
及多炔类物质等。

5．牛蒡有什么开发价值?

( 1) 提取天然色素: 食品色素是食品添加剂的重要组
成部分，发展已经有数个世纪。由于一些人工合成色素的
危害性，促进了消费者对食物中色素添加剂的关注。随着
消费者对纯天然食品的兴趣日益增加和技术的进步，安全
性较高的天然色素在市场上的份额迅速增加。近年来，从
天然植物中提取食用色素的研究越来越多。

梁峙等研究了牛蒡叶食用色素的提取工艺及各因素
对提取率的影响。他采用牛蒡叶为原料，利用有机溶剂从
牛蒡叶中提取食用色素。研究了温度、pH、提取剂种类、提
取试剂浓度等对色素吸光度、热稳定性、产率的影响，为工
业化生产寻找一种新的途径。试验制成的产品为深绿色
粉末状，水溶性良好，能以任何比例溶解于水，溶液稳定，

对酸、碱、光、热都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 2) 开发天然抗氧化剂:抗氧化剂也是食品添加剂的

重要组成成分，主要有人工合成和天然抗氧化剂。随着科
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天然抗氧化剂不仅可防止油脂和食
品氧化，从而起到保鲜作用，还有许多防病保健的功能。

目前，国内外众多保健食品中有效成分多属于天然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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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一类物质，如黄酮类化合物、多酚类化合物等。据测定，
牛蒡等 14 种植物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说明以牛蒡为
原料进行天然抗氧化剂的提取、开发、应用是可行的。国
外研究者已用牛蒡来开发天然抗氧化剂。

( 3) 研制牛蒡茶及饮料: 近年来，经过科研人员的攻
关，我国已开发出牛蒡根、茎、叶及牛蒡籽清汁饮料，以及
牛蒡茶等，正推向国内外市场，前景看好。以牛蒡根茎为
原料，提取汁液，采用合理工艺，可以制得具有一定保健功
能的牛蒡饮料。以牛蒡为主要原料，配以白糖等辅料，经
科学加工制成既有营养又有保健功能的天然饮料。研究
表明，牛蒡茶工艺中选用 0. 1%亚硫酸氢钠进行护色处理，
控制温度在 150 ～ 180℃，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营养成分。

( 4) 生产牛蒡罐头及酱用牛蒡:加工而成的牛蒡罐头，
以及速冻、保鲜、腌渍、脱水等系列产品，基本保持了牛蒡
原有的营养成分，口味纯正、风味独特、冷热兼用，受到国
内外消费者的欢迎。牛蒡肉质粗壮，除了加工成牛蒡罐头
外，还可以加工成牛蒡酱、牛蒡晶等，都是很受欢迎的
食品。

( 5) 牛蒡腌制品:腌制是我国一种传统、广泛使用的蔬
菜加工方法之一。牛蒡腌制品主要包括香辣牛蒡丝和酱
制牛蒡。主要工艺:鲜牛蒡—清洗—去皮—切段—腌制—
切分—脱盐—酱制调料—包装—杀菌—冷却。

( 6) 开发保健食品: 牛蒡根中富含纤维素。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植物纤维素倍受青睐，具有清除胃肠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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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促进胃肠蠕动，降低胆固醇等功效，是一种新兴的保健
食品。牛蒡富含植物纤维素，目前牛蒡茶被国家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认证为绿色产品，并被国家卫生部批准为保健
食品。

6．牛蒡的形态特征是怎样的?

牛蒡为两年生草本植物，株高 1 ～ 2 米，主根肉质。花

期 7 ～ 9 月，果期 9 ～ 10 月。牛蒡为深根性植物，适应性
强，耐寒，耐旱，较耐盐碱，忌积水。牛蒡多生长于山坡、田
野、路旁、林边，喜温暖湿润向阳环境，低山区和海拔较低
的丘陵地带最适宜生长。种子发芽适宜温度为 20 ～
25. 6℃，发芽率为 70% ～ 90%，种子寿命一般为 2 年。播
种当年只形成叶簇，第二年才能抽茎开花结果。采收后的
果实主要是用于牛蒡繁殖。

( 1) 根: 牛蒡的肉质根长度为 40 ～ 65 厘米，直径 1. 5
～ 2. 5 厘米，也有直径在 4 厘米以上的。经试验，牛蒡在土
质疏松、耕作层深厚的沙壤土中生长较好，肉质根光滑皮
色较浅，根茎大小匀称，但含水分较低，肉质嫩根疏松，比
重减轻。在含腐殖质较多的黑土中栽培，皮色较深，直根
短些，水分充足，糠心的较少，分叉须根较多一些。在黄黏
土中生长的野生牛蒡，肉质嫩根瘦弱。在土质板结、黏重
条件下，肉质嫩根细小，肉质嫩根上的小须根多些，主根不
太光滑，有突起小斑点。一二年生牛蒡的地下根茎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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