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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分为特种叶菜、特种香辛类蔬

菜、特种根茎菜和特种花果菜四部分，

分别介绍了１４种特种叶菜、７种特种

香辛类蔬菜、５种特种根茎菜和８种特

种花果菜的形态特征、生长发育特点、

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类型和品种，以及

针对不同栽培条件和不同种类特点的

育苗繁殖技术、肥水管理技术、植株调

整、采收、病虫害及其防治等栽培新

技术。

本书与中央电视台农业节目有关

音像资料互相配套，既有音像的直观

性，又有文字的细致、系统和完整性，且

通俗易懂。适合于广大菜农和基层农

业科技工作者阅读，也可供大专院校师

生教学参考。

特别提示：本丛书与央视７套农业技术节目光盘配套，光盘内

容以楷体出现，前注※。



第一部分　特种叶菜类

第一章　生　菜

　一、生菜生物学特性

　二、生菜品种类型

　三、生菜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生菜栽培技术

　五、生菜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二章　空心菜

　一、空心菜生物学特性

　二、空心菜品种类型

　三、空心菜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空心菜栽培技术

　五、空心菜病虫害及防治

第三章　落　葵

　一、落葵生物学特性

　二、落葵品种类型

　三、落葵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落葵栽培技术

　五、落葵病虫害及其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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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苋　菜

　一、苋菜生物学特性

　二、苋菜品种类型

　三、苋菜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苋菜栽培技术

　五、苋菜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五章　西　芹

　一、西芹生物学特性

　二、西芹品种类型

　三、西芹栽培季节

　四、西芹栽培技术

　五、西芹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六章　芥　蓝

　一、芥蓝生物学特性

　二、芥蓝品种类型

　三、芥蓝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芥蓝栽培技术

　五、芥蓝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七章　菜　心

　一、菜心生物学特性

　二、菜心品种类型

　三、菜心栽培季节

　四、菜心栽培技术

　五、菜心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八章　紫甘蓝

　一、紫甘蓝生物学特性

　二、紫甘蓝品种类型

　三、紫某蓝栽培季节与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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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紫甘蓝栽培技术

　五、紫甘蓝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九章　紫背天葵

　一、紫背天葵生物学特性

　二、紫背天葵品种类型

　三、紫背天葵栽培季节

　四、紫背天葵栽培技术

　五、紫背天葵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十章　茼　蒿

　一、茼蒿生物学特性

　二、茼蒿品种类型

　三、茼蒿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茼蒿栽培技术

　五、茼蒿病虫害防治

第十一章　叶 菜

　一、叶 菜生物学特性

　二、叶 菜品种类型

　三、叶 菜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叶 菜栽培技术

　五、叶 菜留种

第十二章　番　杏

　一、番杏生物学特性

　二、番杏栽培季节

　三、番杏栽培技术

　四、番杏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十三章　苦荬菜

　一、苦荬菜生物学特性

　二、苦荬菜栽培方式与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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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苦荬菜栽培技术

　四、苦荬菜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十四章　菊花脑

　一、菊花脑生物学特性

　二、菊花脑品种类型

　三、菊花脑栽培季节

　四、菊花脑栽培技术

　五、菊花脑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二部分　特种辛香菜类

第一章　香　椿

　一、香椿生物学特性

　二、香椿品种类型

　三、香椿采种和繁殖技术

　四、香椿露地矮化密植栽培

　五、香椿保护地栽培技术

　六、香椿芽离体生产技术

　七、香椿种芽生产技术

　八、香椿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二章　香芹菜

　一、香芹菜生物学特性

　二、香芹菜品种类型

　三、香芹菜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香芹菜栽培技术

　五、香芹菜采种技术

　六、香芹菜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三章　罗　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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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罗勒生物学特性

　二、罗勒品种类型

　三、罗勒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罗勒栽培技术

　五、罗勒留种技术

　六、罗勒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四章　荆　芥

　一、荆芥生物学特性

　二、荆芥品种类型

　三、荆芥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荆芥栽培技术

　五、荆芥留种技术

　六、荆芥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五章　薄　荷

　一、薄荷生物学特性

　二、薄荷品种类型

　三、薄荷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薄荷栽培技术

　五、薄荷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六章　紫　苏

　一、紫苏生物学特性

　二、紫苏品种类型

　三、紫苏栽培方式及季节

　四、紫苏栽培技术

　五、紫苏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七章　韭　葱

　一、韭葱生物学特性

　二、韭葱品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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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韭葱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韭葱栽培技术

　五、韭葱留种技术

　六、韭葱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三部分　特种根茎菜类

第一章　牛　蒡

　一、牛蒡生物学特性

　二、牛蒡品种类型

　三、牛蒡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牛蒡栽培技术

　五、牛蒡病虫害防治

第二章　根 菜

　一、根 菜生物学特性

　二、根 菜栽培季节和茬口

　三、根 菜栽培技术

　四、根 菜病虫害防治

第三章　球茎茴香

　一、球茎茴香生物学特性

　二、球茎茴香品种类型

　三、球茎茴香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球茎茴香栽培技术

　五、球茎茴香病虫害防治

第四章　芦　笋

　一、芦笋生物学特性

　二、芦笋品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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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芦笋栽培季节

　四、芦笋栽培技术

　五、芦笋病虫害防治

第五章　银　条

　一、银条生物学特性

　二、银条品种类型

　三、银条栽培技术

第四部分　特种花果菜类

第一章　青花菜

　一、青花菜生物学特性

　二、青花菜品种类型

　三、青花菜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青花菜栽培技术

　五、青花菜病虫害及其防治

第二章　朝鲜蓟

　一、朝鲜蓟生物学特性

　二、朝鲜蓟品种类型

　三、朝鲜蓟栽培技术

　四、朝鲜蓟病虫害防治

第三章　黄秋葵

　一、黄秋葵生物学特性

　二、黄秋葵品种类型

　三、黄秋葵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黄秋葵栽培技术

　五、黄秋葵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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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参果

　一、人参果生物学特性

　二、人参果品种类型

　三、人参果栽培季节

　四、人参果栽培技术

　五、人参果病虫害防治
第五章　樱桃番茄

　一、樱桃番茄生物学特性

　二、樱桃番茄品种类型

　三、樱桃番茄栽培季节

　四、樱桃番茄栽培技术

　五、樱桃番茄病虫害防治
第六章　香蕉西葫芦

　一、香蕉西葫芦生物学特性

　二、香蕉西葫芦品种类型

　三、香蕉西葫芦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香蕉西葫芦栽培技术

　五、香蕉西葫芦病虫害防治
第七章　碟形南瓜

　一、蝶形南瓜生物学特性

　二、蝶形南瓜品种类型

　三、蝶形南瓜栽培技术

　四、蝶形南瓜病虫害防治
第八章　荷兰豆

　一、荷兰豆生物学特性

　二、荷兰豆品种类型

　三、荷兰豆栽培季节和茬口

　四、荷兰豆栽培技术

　五、荷兰豆病虫害及其防治

８



书书书

●
生

　
菜

　
●
空
心
菜

　
●
落

　
葵

　
●
苋

　
菜

　

●
西

　
芹

　
●
芥

　
蓝

　
●
菜

　
心

　
●
紫
甘
蓝

　

●
紫
背
天
葵

　
●
茼

　
蒿

　
●
叶
蘈
菜

　
●
番

　
杏

●
苦
荬
菜

　
●
菊
花
脑

第　
一　
部　
分　
　　
特　
种　
叶　
菜　
类　



第一章　生　菜 　　　　

３　　　　

第一章

生　菜

※生菜，又名叶用莴苣、包生菜、千金菜等，因可以生食而得

名。是菊科莴苣属中能形成叶球或嫩叶供食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约在７世纪传入我国。以前主要在华南栽培

较多，四川和长江流域只有零星栽培，现在南北各地都已较为普遍

栽培。除夏淡季和冬、春淡季供应较少外，已基本实现了周年供

应。生菜的叶片和叶球，品质脆嫩味甜，风味佳，营养丰富，含热量

低，所以当需要减少热量时，可以饮食大量的生菜来缓和饥饿的感

觉，是一种很好的减肥蔬菜，其茎叶中所含莴苣素，有苦味，且具有

催眠、镇痛、降低胆固醇、治疗神经衰弱等功效，是一种低热量、富

含营养的世界性重要蔬菜。生菜主要生食，也可炒食、做汤，味道

鲜美。另外，生菜病虫害很少，栽培上容易做到不用农药就能生产

出优质的产品，是一种无公害、保健型绿叶蔬菜，是深受人民喜爱

的特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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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一、生菜生物学特性

（一）形态特征

※生菜的根系浅而密集，须根发达，主要分布在地表２０厘米

土层内。茎短缩，基叶互生于短缩茎上。叶呈披针形、椭圆形、倒

卵圆形和近圆形，叶色呈深绿、翠绿、黄绿、紫红色等，叶面平展或

皱缩、叶缘波状或浅裂，外叶开展，心叶松散或抱合成叶球。头状

花序，花浅黄色，自花授粉，子房单室，瘦果。生菜的种子细小，发

芽比较困难，出苗能力较弱，种子银白色或黑褐色，并有冠毛，能随

风飞散，千粒重０．８～１．２克。

（二）生长发育

生菜一般都进行育苗移栽。生菜在发芽后两周内，根系发育

是最旺盛的时期，主根可达２０厘米深，并能产生较多的侧根。根

的再生能力强，适于移植。生菜定植以后，在适宜的肥水和气候条

件下，叶片生长很快。作为不结球类型的生菜，生长迅速的叶片即

成为产品器官。对于结球类型的生菜，在定植后首先是外叶数不

断增加，外叶大小发生明显变化，外叶数达到一定程度而条件又适

宜时，则开始出现心叶的卷抱，以后便是叶数增加，叶的扩大与充

实，生菜从卷心到形成叶球需３０天左右。生菜的生长发育周期可

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１．发芽期　从种子萌动至子叶展开，真叶显露，约８～１０天。

２．幼苗期　从真叶显露至团棵（生长１个叶序环，即约５～６

片叶），直播者约１７～２７天，育苗移栽者约３０天。

３．莲座期　从团棵至生长２个叶序环，结球莴苣开始包心，约

１５～３０天。

４．产品器官形成期　结球莴苣从开始包心至叶球形成，约

３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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