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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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牛蒡原产于中国，以野生为主，公元 940 年前后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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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下根茎为菜。牛蒡的主要产地为江浙地区、四川
多雨地区、西北甘肃产区和东北产区，与《药典》记载的牛
蒡主产区是一致的。

( 一) 牛蒡的种植历程和技术创新

1．引种阶段( 1989 ～ 1994 年)

山东省从日本引进白肌牛蒡品种，种植获得了成功。
1990 年种植面积扩大到 2 000 亩，全部加工出口到日本，
效益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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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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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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发
展基地 2 万亩。河南、安徽、江苏等地 20 多个县( 区) 发展
牛蒡种植，形成了以苍山县为核心的洋菜园基地。苍山县
庄坞镇农民种出的牛蒡令日商十分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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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质量都远远优于日本种植的牛蒡。

2．扩种阶段( 1995 ～ 1996 年)

牛蒡的种植高效益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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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沟太费时间，劳动强度大，至少需
要六道工序。

( 1) 挖沟: 沟深 1. 2 ～ 1. 3 米，挖沟时人要侧着身子，一
天下来会累得腰酸背痛。

( 2) 碎土: 需用铁耙子把大块土耙碎，避免大块土太
硬，牛蒡主根扎不下去。

( 3) 填土:分层次把挖出的土壤回填到沟内。
( 4) 踩实: 每填一层土踩一踩。
( 5) 封沟: 把牛蒡沟封好畦垄，高于地面约 30 厘米。
( 6) 拉小浅沟:以便播种。

牛蒡打沟机和播种机研制成功，使牛蒡的大面积扩种
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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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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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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997 年之前牛蒡
生产效益远远高于小麦等粮食作物，人们的期望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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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蒡价猛跌为 0. 42 元 /
千克，不及 1996 年的 1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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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起大落的现象。2000 年、2001
年、2003 年、2007 年、2009 年和 2010 年价格都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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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牛蒡种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 1) 种植方法创新:广大蒡农在种植中摸索出一整套
优于日本的种植方法。一是应用打沟机种植，产出的牛蒡
不仅长( 一般 1 米左右) ，而且条杆光直，肉质脆嫩，有香
气，外观上、内质上都优于日本牛蒡。二是一年两熟日本
牛蒡只在春季种植。苍山县经过多年试种，不仅能春种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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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而且已成功推广了秋季用地膜覆盖种植、夏季收获，实
现一年两熟。

( 2) 育种方法出新: 在牛蒡引种期，种子靠日本进口，

价格昂贵，卖到农户手中时高达 1 500 元 /千克，亩用种量
0. 2 千克，种子费用高达 300 元 /亩。后来广大蒡农在实践
中观察到，用 2 年生优质牛蒡根繁育出的种子，不仅不比
日本牛蒡种子产出的牛蒡差，而且还高产。这样采用自育
种子可节约生产成本 200 元 /亩。

( 3) 品种上选新:苍山县牛蒡品种主要有白肌大长、白
肌早生、柳川理想、早生等。白肌大长和柳川理想是很好
的品种，不但长，而且肉质脆嫩、香气较浓，逐渐成为牛蒡
产区的主栽品种。

( 二) 牛蒡的营养价值与药用价值

1．牛蒡的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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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菊糖。牛蒡的蛋白质
和钙的含量在根菜类蔬菜中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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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蒡还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特别是水溶性食物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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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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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减少的城市人群特别适宜。牛蒡风味独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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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蒡的药用价值

牛蒡的果实称为“牛蒡子”，研究者先后从牛蒡子中提
取得到牛蒡子甙、木脂素类、倍半萜木聚糖类衍生物、新牛
蒡素乙。经分析还发现，牛蒡细胞壁中含有鼠李糖、半乳
糖等多糖成分，牛蒡子中含脂肪油、脂肪酸及少量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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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牛蒡的加工利用

( 1) 牛蒡在食品工业中的利用:

①提取天然色素:从牛蒡叶中提取的天然食用色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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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抗氧化剂不仅可防止油脂和食品氧化，
起到保鲜作用，还有许多防病保健的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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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研制牛蒡茶及饮料: 近年来，我国开发出牛蒡根、
茎、叶、牛蒡籽清汁饮料以及牛蒡茶等，前景看好。

④生产牛蒡罐头和牛蒡腌制品: 加工而成的牛蒡罐
头，以及速冻、保鲜、腌渍、脱水等系列产品，基本保持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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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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蒡腌制品主要包括香辣牛蒡丝和酱制牛蒡。主要
工艺流程为鲜牛蒡—清洗—去皮—切段—腌制—切分—
脱盐—酱制调料—包装—杀菌—冷却等。

( 2) 牛蒡的中药价值:牛蒡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肉质
根、果实、茎、叶均可入药。

①根据现代医学临床证明，牛蒡根含多种抗菌化合
物，对各种致病细菌及真菌有抑制作用。含抗肿瘤物质，
可将二氯甲烷和乙醇提取出来，对动物肿瘤具有抑制作
用。我国中医学认为，牛蒡根有祛除风热、消肿毒的功效，
可用于治疗风毒面肿、头晕、咽喉热肿、齿痛、痈疽疮疥等。

②牛蒡瘦果入药称“牛蒡子”，早在《本草图经》中就
有记载。牛蒡子含牛蒡甙、脂肪油、甾醇、硫胺素、牛蒡酚
等多种化学成分。药理实验表明，牛蒡甙有扩张血管、降
低血压作用; 牛蒡甙元具有抗痴呆作用。现代医学证明，
牛蒡子水浸剂有抗菌和降血糖作用。牛蒡子具有疏散风
热、宣肺透疹、消肿解毒等功效，可用于治疗风热咳嗽、咽
喉肿痛、斑疹不透、风疹作痒、痈肿疮毒等。临床证明，牛
蒡籽炒研成粉，可预防猩红热。

③牛蒡茎叶，又叫大夫叶。牛蒡茎叶含挥发油、鞣质、
黏液质、咖啡酸、绿原酸、异绿原酸等。牛蒡茎叶含抗菌物
质最多，主要抗金黄色葡萄球菌。牛蒡花期时抗菌物质含
量最高，主治头风痛、烦闷、金疮、乳痈、皮肤风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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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牛蒡的生物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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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牛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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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牛蒡在土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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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年生牛蒡的地下根茎利用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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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3 年生未抽薹前完全可以药用或食用，一旦抽薹开花，
地下肉质嫩根的内部就发黑、腐烂，形成空洞，食用、药用
价值大大降低。

( 二) 牛蒡茎

2 ～ 3 年生牛蒡会抽薹开花，每株只抽生一主茎，株高
100 ～ 180 厘米，最高 220 厘米，主茎节数 26 个，节间长
3 ～ 15 厘米。每个主茎上的叶腋间都能长出一个侧枝，长
12 ～ 140 厘米，中下部的侧枝长 75 ～ 140 厘米。每个主茎
可生出 10 ～ 20 个侧枝，中下部的侧枝长于中上部，每侧枝
顶端着生众多花球，头状花序排列，簇生茎顶端呈伞房状，
并开花结实。花为管状两性花，雄蕊着生在花冠中央，子
房椭圆形，下位一室。

( 三) 牛蒡叶

牛蒡在当地多为 2 ～ 3 年生，根茎耐旱、抗寒、耐低温，
根茎在 －38℃的气温下能安全越冬。野生种遍及各地，却
很少有人开发利用。地上叶片不耐寒，秋霜过后叶片开始
枯萎干枯。野生牛蒡春季生长萌动所需温度较低，当春回
大地、暖气上升，野生牛蒡就跟其他野生杂草一样开始萌
芽。2 ～ 3 年生的植株一长出地表面，是一个绒毛状物，叶
片向内卷曲。随着地温不断上升，植株数日便可展开新
叶。成龄植株基生叶大型，阔卵，长20 ～ 50 厘米，宽 20 ～
40 厘米，先端钝，基部心形，全缘或有细齿呈波状，表面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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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在栽培试验中，发现许多健壮植株的叶片最长可达
到 76 厘米、宽 59 厘米，叶柄最长可达到 84 厘米，叶柄和
叶片总长达 160 厘米。叶片基部到顶端有一贯穿叶片全
长的主脉，主脉的两侧有 6 ～ 8 条清晰的侧脉。幼叶时背
面全是银灰色绒毛，成龄叶片背面叶脉相互连通，突起清
晰可见。叶柄有一纵沟，基部呈微红色。由于田块肥瘠不
同，叶片呈浅绿或深绿。

( 四) 牛蒡种子

1．牛蒡种子的形态特征

牛蒡是自花授粉植物，花絮紫红色，外面总苞排列成
球状，总苞片先端向内里弯曲成钩针状，长 1 ～ 1. 7 厘米。
由 250 余枚钩针状苞片包裹种子，形成总苞片瘦果。在开
花授粉时期，各种传媒昆虫都可授粉。2 年生牛蒡 6 月初
开始生长主茎，每株高产牛蒡可开花 300 多个，每一个瘦
果可结种子 18 ～ 34 粒。种子间有 0. 5 ～ 0. 7 厘米长的众
多针刺状物相隔，成熟瘦果黄褐色。种子长纺锤形或长倒
卵形，又似肾形，两端平截，略微弯，灰褐色或浅灰褐色，并
具细小黑斑，有明显的纵棱线。种子长 0. 5 ～ 0. 8 厘米、宽
0. 2 ～ 0. 3 厘米，百粒重 1 ～ 1. 4 克。

2．牛蒡在自然界中的繁殖方法

在自然界里，牛蒡“传宗接代”只靠种子繁殖一种方
法。如果采用移栽幼苗的方法，主根尖大多断去，以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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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来的嫩肉质根大多是主根短、侧根多。如果是专门繁
殖收获种子时，可采用育苗移栽的方法，能节省用种量。

( 1) 种子繁殖方式: 牛蒡 2 年生时，需长出 10 片以上
的叶片才开始抽薹，6 月上中旬开花，8 月 20 日开始着色
成熟。秋冬季瘦果脱落地面，种子或瘦果被雨水冲积流入
他处，覆盖薄土后与第 2 年春长出幼苗，年年如此。

( 2) 风传播:秋冬季节瘦果落地后，被风吹到异地生长
繁衍。

( 3) 动物传播:成熟瘦果上有众多刺钩，可粘挂在动物
的毛上，带到异地繁衍。

( 4) 人为传播:牛蒡的植株枯干后可作燃料，瘦果可粘
挂人衣服上，带到异地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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