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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江苏省射阳县洋马镇是中国著名的菊花之乡，射阳县及周边县、

市、区农户种植的菊花面积每年在十多万亩。菊花是特种经济作物，

也是药食兼用类药材，兼用于食品（包括饮料）和药品的菊花占整个

市场的60%以上。由于种植农户面广量大，地域分散，种植、管理、

病虫害防治、采收、加工、储存等一系列技术难以普及，据南京农业

大学专家预测，每年在种植菊花方面农民的损失均在20%～30％，

如能减少损失10％，就是几个亿。尽管江苏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射阳

分店、射阳县天马菊花专业合作社在技术培训上做了大量工作，几

年来先后在射阳、亭湖、大丰、东台、建湖、盐都、响水、阜宁、滨海、

沐阳、盱眙、高邮、连云港等市县组织了专题培训，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对照整个产业的需求来看，差距还很大。粗略估算，仅盐城市就

有七八万农户种植菊花，年产值在几十亿元左右，每到一个地方进

行技术服务培训，农民朋友听了都觉得不过瘾，都提出希望有一份

技术资料。为了提高广大农民朋友科技种植水平，使其掌握菊花种

植技术，普及GAP规范化、标准化种植技术，希望为带动农民朋友致

富，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本人根

据二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与南京农业大学专家王康才，农学专家

邴其中、刘洋，洋马镇政府办公室凌翔，江苏天马菊花制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凌冬华等共同努力，并征求了很多乡土专家的意见，历时两年

编纂完成了此书。编写当中，得到了中共盐城市委农工办赵寿华副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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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盐城市科技局倪晓峰副局长、邹苏豫处长，射阳县科技局丁建

文、张健，射阳县农业资源开发局程飞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

感谢！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有遗漏或错误之处，请指正并谅解。

　　　　          　　　　　　　　　　　　　　　　　　　

　　　　　　　　　　　　　　　　　　　201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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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菊花种植栽培技术

杭白菊为菊科类植物菊，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株高60～150

厘米，茎直立或半匍匐状，多分枝。杭白菊喜肥，忌涝，在气候温暖、

土壤肥沃、土质疏松、富含有机质的环境下生长良好。干旱的土壤，

菊花生长缓慢，分支少，尤其是在花期，干旱直接影响菊花的产量和

质量。菊花为喜光的短日照植物，一般日照时间缩短到10～12小时，

开始现蕾开花，花期为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杭白菊较耐寒，花期能

耐受微霜，根系在零下10℃的低温下能安全过冬。杭白菊原产于浙

江，目前江苏、湖北、安徽、山西等地均有规模性种植。

（一）选地、整地、作垄

1. 选地

根据杭白菊的生长特性及食品安全等因素，应选择土壤肥沃、

土质疏松、富含有机质的地块；选择无水源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

染的地块；选择前茬无严重病虫害疫情的地块；尽量选择水旱轮作，

以减轻病虫害的危害；控制农药使用量。黏地、低洼地、盐碱地不宜

种植。

2. 整地作垄

无前作的地块于冬季深翻田地，通过土壤风化及严冬低温改善

土壤的物理性状，杀虫灭菌，以减少土壤病虫基数。来年春移栽前



菊花种植技术

2

6～7天深翻、细整土地，并施足基肥，每亩施腐熟有机肥500～800千

克，混合磷肥60千克，钾肥100千克，起垄作畦。垄宽一般以1.2～1.5

米为宜，垄高30～35厘米，沟宽30厘米，这样有利于田间管理及调节

土壤中水、气、热之间的平衡。

（二）育苗管理

杭白菊育苗方式一般采用扦插、分株等方式进行繁殖。

1. 扦插繁殖

（1）育苗时间：育苗宜早不宜迟，一般在4月上、中旬，气温开始

回升到15℃左右即可开始育苗。

（2）育苗苗床：育苗前先将苗床做成高畦。要求选择土壤肥沃、

土质疏松、排水良好的田块，将土壤深翻细整成畦，畦面平整，土壤

湿润、土粒细碎，深沟高畦，利于排水透气，畦面高出地面15～20厘

米，畦面宽1.2～1.5米。如果前期低温,可以加盖小拱棚，具体宽度根

据小拱棚用的薄膜为准。

（3）育苗方法：育苗量一般按大田每亩种植用苗6500～7000株

计算，以25厘米×35厘米间距为规格，育苗田1亩可育大田苗10亩左

右。插穗选用新鲜幼嫩半老熟的粗壮植株，剪成8～10厘米长的插

条，竖直带叶扦插在整好的苗床上，深度为苗长的三分之二，头部外

露2～3个节。扦插后及时用漏壶或水勺浇一次定根水，并用0.5%高

锰酸钾溶液消毒灭菌。由于此时节气温低且变化无常，宜用竹片搭

建小拱棚盖白色薄膜以增加苗床温度、湿度，当棚内温度达20～25℃

时，8～10天可生根。

（4）育苗管理：盖薄膜的扦插苗根据土壤水分含量可在5～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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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次浇水。土壤水分不宜过多，以保持土壤空气的通透，有利于插

穗生根。中午有强烈阳光且棚内温度达35℃时需打开薄膜两端通风

换气，下午温度低，需要盖上白膜增温保温。扦插后13～15天、20～22

天各淋水施肥1次，一般选用复合肥兑水浇灌，浓度为1%左右（每15

千克水加0.15千克复合肥并搅拌均匀）。由于菊花新根幼嫩，水肥浓

度切勿过高，否则导致烧根。施肥最好在阴天或者在傍晚阳光较弱

时进行。一般育苗时间为25～30天，当新苗长出足够多的根系时揭去

薄膜，适时移栽大田。

另外，扦插繁殖也可采用穴盘或营养钵育苗。基质选用草木炭、

粉沙、蛭石或珍珠岩，比例以约为5：2：1为宜。插条截取6～8厘米消

毒处理后即可插入装有培养基质的穴盘或营养钵内，插后浇定根

水。注意日常的水分管理，确保水分供应，同时遮阳，避免阳光直射

插穗过度失水而影响生根。

2. 分株繁殖

农户种植用苗量少，也可以选择分株法进行繁殖，直接种植到

大田。分株应选择根芽分蘖较多且粗壮的植株，带根切取，尽量保留

较多的根系及泥土，随取随种。种植后必须淋一次定根水。切取伤口

可用0.5%高锰酸钾溶液蘸根处理，消毒灭菌，防治伤口感染病菌，控

制病害发生。

（三）移栽定植

1. 移栽时间

一般5月上旬或中旬即可开始移载定植，最迟不晚于6月下旬。一

般在阴天或者雨前移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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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起苗

在育苗田取苗时，先将苗床浇透水，再用平铲从苗的基部平行

铲起。其深度以尽可能少破坏根系为原则，适量带土种植有利于幼

苗成活，返苗快。

3. 定植

种植规格一般为25厘米×35厘米左右，若以压条栽培，可按30

厘米×120厘米的规格种植。由于杭白菊根系扎根较浅，种植深度10

厘米左右，地膜种植应注意封闭苗周围的膜口，用泥土隔开黑膜与

苗的直接接触，避免强光产生的热及膜内的蒸汽烧苗。移栽后需立

即淋定根水，提高苗木成活率。

（四）田间管理

中耕除草：移栽后根据菊花生长情况适时中耕除草，中耕深度

不宜太深，同时进行培土。

1. 打顶

（1）打顶标准：打顶是杭白菊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能抑制植

株徒长，使主茎粗壮，抗倒伏，增加分枝数，提高菊花产量。打顶长

度控制在7～10厘米，所有主、侧枝均要打顶。

（2）打顶时间：移栽大田后一般打顶3次（苗床期一般打2次），

促使多分枝，所有主、侧枝均要打顶。具体时间和次数视生长情况而

定，一般在菊苗移栽后15～20天，当新梢长到10～15厘米时进行第1

次打顶；第2次打顶于7月中旬进行；第3次打顶于8月上、中旬进行，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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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1次打顶不得迟于“白露”时节，否则影响产量及质量。打顶均应

选择晴天无露水时进行。

2. 压条

定植后当苗高达35厘米左右时，直接把枝条向行两边揿倒着

地，在离菊苗基部约10厘米处用湿润的泥土压实，剩余部分每隔10

厘米左右用泥压实，顶端嫩梢留8厘米左右，使之节节生根，等新梢

长到30～35厘米时，第2次压条。压条时间最迟不超过7月底。每次

压条后4～5天，压条植株顶端嫩头摘心；末次压条后，待新枝苗高

10～15厘米时摘心；压条最迟不超过8月底。

长江以北地区不适宜压条。

3. 追肥

根据菊花的生长情况，整个生长过程中一般需施3～4次追肥。

（1）壮苗肥：菊苗成活后，每亩施人畜粪水1000千克。也可用水

肥，一般选用复合肥即可，浓度为1%左右，每亩8～10千克，可混合0.5

千克尿素提苗。

（2）打顶（压条）、分枝肥：打顶后结合中耕除草，分两次进

行，第1次于7月上旬进行，第2次于8月上旬进行。每次每亩可施用人畜

粪1500千克或三元复合肥30千克。如自己配置混合肥，氮、磷、钾比

例可按照1︰0.8︰1.2配置，施肥后随即覆上细土。也可施适量的微肥

增加微量元素。

（3）吊蕾肥：一般于9月中、下旬花蕾期施用。孕蕾前每亩追施

人畜粪水2000千克或复合肥30千克，同时在花蕾初期，于晴天下午

或傍晚在叶面喷0.2％磷酸二氢钾补充磷钾元素，一般开花后停止喷

施，防止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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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分管理

移栽后如遇天气长期干旱，要灌水抗旱，特别是9月下旬孕蕾期

不可缺水，要经常保持土壤湿润。在田地灌溉时应注意避免串灌现

象，串灌易导致病原菌的扩撒，引发大面积病害的发生。阴雨季节注

意开沟排水，保持田间无积水，有利于土壤水、气、热协调，同时有利

于减轻病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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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菊花病害防治技术

1. 叶枯病

药菊花斑枯病又称黑斑病、叶枯病或褐斑病，俗称“瘟病’，是

药菊花普遍发生且为害严重的叶部病害。发病严重时，叶片大量枯

死，影响花头产量和品质，甚至全株枯死，造成绝产。

（1）识别特征：在菊花整个生育期均可发病，主要叶片受害，一

般下部叶片先发病，初出现褐色小点，扩展后成圆形或椭圆形，或因

受叶脉限制形成不规则形病斑。叶缘病斑多为半圆形或扇形，病斑

直径5～10毫米，褐色或紫褐色，黑褐色或黑色，边缘清晰，有时外围

具褪绿晕圈，后期病斑上密生针头状细小黑点，即病菌分生孢子器。

病斑多时可愈合成1个大病斑，叶片上有5～6个大病斑时，可使叶片变

黄、皱缩。发病严重时，病株叶片自下而上变黑枯死，枯死的叶片常

悬垂于茎秆上而不脱落。雨水较多时，病害发展快，迅速蔓延全株，

最后导致整株死亡。

（2）发病规律：病菌以菌丝体或分生孢子器在枯死的病列叶或

已感染的菊株基部新芽（脚芽）上越冬，翌年温湿度适宜时产生分

生孢子器，释放出大量分生孢子，有风雨、昆虫和农事操作时传播

至新叶而引起初次侵染。发病后病斑上不断产生分生孢子器，以分

生孢子进行再次侵染。病害潜育期一般为20～30天，潜育期长短与

药菊花品种，温、湿度条件有关。在感病品种上接种试验表明，气温

20～25℃并有较高湿度的条件下，潜育期可缩短至4～8天。

温度、降雨量和湿度影响病害的发生发展。温度10～27℃、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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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雨露即可发病。通常4月上旬菊花留种地开始发病，8月（立秋前后）

最后一次摘心定头后，为促使菊花生长孕蕾，大量浇水。若浇水方法

不当（喷浇或叶片湿润过夜）或秋雨多，田间偏湿，极有利于病菌的

繁殖、传播和侵染，直至终花期不断加重危害。据广东省调查，温暖

湿润季节发病最重，秋末随着气温的降低，病害受到抑制，但如出现

暖冬或一段较长时间的气温回升，仍可发生严重危害。通常在降雨尤

其是连续降雨或在闷热天气时降雨之后，病情会有明显发展。

药菊花品种间对斑枯病的抗性有差异。另外，根头老的菊花植

株抗病性差，发病重；过多施用氮肥，植株嫩弱，也有利于发病。

（3）防治技术：菊花斑枯病的防治应以农业防治为主，辅以喷

药保护措施。

①在最后一次采摘菊花之后割去植株地上部分，彻底清除并集

中烧毁地面病残体、落叶，减少越冬菌源及翌年田间病害初侵染源。

②深翻土地，并实施3年以上轮作。

③选用健壮无病的母株新芽繁殖，同时加强管理保护，培育壮

苗。及时摘除下部病叶，带出田间外掩埋或烧毁。避免偏施氮肥，注

意氮、磷、钾三要素适当配合，促使植株健壮生长，提高植株抗病能

力。灌水时避免采用上部喷浇方式，减少病菌随水滴飞溅传播的机

会。最好在上午浇水，可使叶片沾水后快干。雨后及时开沟排渍，降

低田间湿度。合理密植以保持株间通风透光，减轻病害。选育并栽种

药用价值高的抗病品种。

④幼龄植株于发病初期结合摘除病叶进行喷药保护，每15～20

天喷施1次药；老龄植株，尤其是已转入生殖生长、发病较重的，每

7～10天左右喷施1次药，生长期视病情及天气情况喷药3～5次，每次

每亩喷药液50～100千克。喷药最好在晴好天气、露水干后进行。有

效药剂有1︰1︰100波尔多液（不可连续使用，以免产生药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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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菌灵1000倍液、40％甲基托布津800倍液（采花前1个月停止使

用）、80％敌菌丹800～1000倍液、20％富士1号500～800倍液及50%

胶体硫300倍液等。

　　　
2．枯萎病

（1）识别特征：受害植株叶片自下而上褪绿，渐呈黄色或褐色，

失去光泽，最后整株叶片萎蔫枯死。有时植株呈半边枯，即病株的

一侧叶片枯萎死亡，一侧正常。病株茎基部表皮粗糙，有时有黑色条

斑。根部呈黑褐色腐烂，根毛脱落。根、茎维管束变褐色，外皮出现黑

色坏死条斑。近基部维外束呈深褐色，愈向上颜色愈浅，呈淡褐色。

（2）发病规律：病菌以菌丝体和厚垣孢子在土壤或遗留在田间

的病残体中越冬。第二年条件适宜时孢子萌发，产生芽管或菌丝体，

从根部或茎基部伤口侵入，或直接穿透根尖和侧根分枝处的自然裂



菊花种植技术

10

缝侵入。病菌侵入后，先在寄主薄壁细胞间和薄壁细胞内生长，后

侵入维管束，在导管内发育，产生大量小型分生孢子，借助寄主维管

束输导作用扩展蔓延，病菌以此传带到植株各个部位。孢子达一定

数量时，阻塞导管，影响寄主水分运输。另一方面，病菌分泌果胶酶

和纤维素酶等，分解破坏寄主细胞，使导管内积累许多果胶类物质，

加剧导管的堵塞，导致植株萎蔫。此外，病菌分泌的毒素引起细胞

死亡。病菌在田间主要借土壤、流水及病株的根芽插枝等传播。气

温15℃以下时不发病，15℃以上时，随着温度升高，病害逐渐加重，

发病最适温度为27～32℃。一般6～8月，低洼积水或潮湿的田块发病

重。线虫危害可加重发病。

（3）防治技术：菊花枯萎病的防治主要应采取加强栽培管理，

减少土壤菌量，促进植物根系发育以及提高植株抗病性等措施。选

择无病田块栽培。在无病株上采穗繁殖、移植时避免伤及根系，防止

病菌从伤口侵入。控制土壤含水量，一次浇水量不宜太大，雨季注意

排水，避免田间积水。扦插及大田定植时间应避开梅雨季节，减少烂

根死苗的发生。菊花生产上可采用“两次扦插法”，推迟移栽期。拔

除并集中烧毁病株，同时对病穴灌50％多菌灵或苯来特500～1000

倍液消毒。发病初期用50％菌灵500倍液或50％代森铵1000倍液或

80% 霉灵600～700倍液灌淋灌植株根茎周围土壤，每10～15天施

药1次，连续施药2～3次。

　　　
3．药菊花白绢病

白绢病是杭白菊的重要病害，主产地（浙江）常年发病率可达

29.6%～84.1%。

（1）识别特征：主要为害植株茎基部，使皮层变褐腐烂，上面长

有白色绢状菌丝体和油菜子状菌核，最后全株茎、叶青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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