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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什么是大蒜？
　　大蒜为百合科葱属两年生蔬菜，原产于亚洲西部地

势高爽、气候干燥的高原地区。公元前１１３年，汉代张

骞出使西域时将大蒜引入我国，开始在中原地区种植。

因其来自胡地，所以叫做胡蒜，又因其头大，后改称为

大蒜。我国栽培大蒜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大蒜分布极其

广泛，遍及全国城乡，目前，已经成为人们所喜食的主

要蔬菜之一。

图１　大蒜

２．大蒜由哪几部分组成？
　　大蒜的成龄植株由叶身、假茎、鳞茎、花薹、茎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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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根组成。鳞茎表层是多层干缩的叶鞘，内部是肥大的

鳞芽。

图２　大蒜的组成

１．须根；２．鳞茎；３．假茎；４．叶片；５．花薹；６．总苞

３．大蒜品种类型怎样划分？
　　（１）按蒜瓣大小和多少，可分为大瓣种和小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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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瓣种品种较多，一般每个蒜头有４～１０瓣，蒜瓣整齐，

个体大，味香辛辣，产量较高，适于各地栽培，以生产

蒜头和蒜薹兼用或以蒜头为主。小瓣种每个蒜头内有１０

几个蒜瓣，蒜瓣狭长，大小不整齐，蒜皮薄，辣味较浓，

品质较差，蒜头、蒜薹产量都较低，以生产青蒜苗为主。

（２）按蒜头外皮的色泽可分为紫皮蒜、红皮蒜和白

皮蒜。紫 （红）皮蒜，蒜皮呈紫色，蒜头中等大小，种

瓣也比较均匀，辣味浓，多早熟，品质较好，适于做蒜

薹和蒜头栽培，也可做蒜苗栽培。白皮蒜，蒜头外皮白

色，头大瓣少 （或有少量夹瓣），皮薄洁白，粘辣郁香，

营养丰富，植株高大，生长势强，适应性广，耐寒，蒜

头、蒜薹产量均高，也可做保护地多茬青蒜苗栽培。

４．大蒜有哪些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
　　大蒜的营养十分丰富，每１００克新鲜蒜头中含蛋白

质４４克，脂肪０．２克，碳水化合物２３克，粗纤维０．７

克，钙５毫克，磷４４毫克，铁０．４毫克，ＶＢ０．３毫克，

ＶＡ０．９毫克，Ｖｃ３毫克及多种微量元素。此外，大蒜中

含有的独特辛辣味物质———大蒜素是由２０多种易挥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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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构成，使大蒜具有区别其他蔬菜的特殊作用，如大蒜

的杀菌防腐作用，这使大蒜除了营养价值外还具有较高

的药用价值，是食药兼用的蔬菜。大蒜素具有杀菌防腐

作用，经常食用可以减少体内病菌感染。大蒜中的配糖

体有降脂抗凝结和增强纤维蛋白溶解酯活性的作用，可

有效的防治心脏病、预防和治疗冠状动脉血栓。大蒜汁

还能降低糖尿病血糖。大蒜中的脂溶性挥发油的有效成

分可以激活巨噬细胞，促进干扰素产生，增强身体的免

疫力，经常食用有抗癌防癌作用。蒜中的微量元素硒有

抗衰老、保护细胞膜结构的功能，因此，大蒜具有杀菌、

抗癌、降低血脂、抗衰老等作用，这使它成为少有的天

然保健食品。

５．大蒜的根有什么特点？
　　大蒜的根着生在缩短的茎盘上，为弦线状，根毛较

少，吸收能力弱，横展直径为３０厘米左右，有喜湿、喜

肥的特性。大蒜用蒜瓣进行繁殖。播种前，蒜瓣基部已

形成根的突起，发根部位以种瓣的背面茎盘边缘为主，

腹面根量很少。一般播种后，大蒜若是遇到适宜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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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天内即可发出３０多条须根。秋播蒜一生有两个发根高

峰，第一个发根高峰在播后出苗期，形成新根１５～４０

条；第二个发根高峰在春季旺盛生长期。

６．大蒜对环境条件有哪些要求？
　　（１）温度。大蒜不耐高温，耐寒性较强，喜冷凉的

环境条件，适宜在凉爽季节栽培，南方地区可以露地

越冬。

大蒜蒜瓣萌发的适宜温度为１２℃以上，但在３℃～

５℃的低温下就可萌发；大蒜幼苗期生长的适宜温度为

１４℃～２０℃，叶片生长适宜温度为１２℃～１５℃，幼芽和

幼苗可耐－３℃～－５℃的低温。如果幼苗期温度过高，

呼吸作用强烈，养分消耗多，叶片的组织老化、纤维增

加；蒜瓣形成的适宜温度为１５℃～２０℃，温度在１０℃以

下生长缓慢，温度在２５℃以上，则新形成的鳞茎就会进

入休眠期。总的来说，大蒜生长的适宜温度在１２℃～

２５℃之间。

（２）光照。大蒜必须通过一定的光照阶段才能抽薹，

大蒜的抽薹也受日照长度的影响，同时，一定的日照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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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还是鳞茎形成的必要条件。当大蒜通过春化以后，在

适宜的日照长度和适温１５℃～１９℃条件下通过光照阶段

而抽薹，并促进鳞茎的形成。因此，无论是春播还是秋

播大蒜，都要经过夏季日照时间逐渐延长，温度逐渐提

高的外界环境才会长成蒜头。地区不同、来源不同的品

种对日照时数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

（３）水分。大蒜的叶片呈带状，叶面积较小，叶片

的表面具有蜡粉，使大蒜具有一定的耐旱能力，但同时

由于大蒜根系具有分布范围小、根毛少、分布较浅等特

征，使根系的吸水、吸肥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所

以，栽培大蒜应选择湿润、肥沃的土壤环境。在出苗以

前和鳞茎膨大期，要求保证供应充足的水肥。

（４）土壤养分。大蒜对土壤的适应性虽然很强，但

因它的根系短、须根少、分布浅，因而以土层深厚、有

机质丰富的微酸性砂质壤土最为适宜。大蒜对土壤肥力

要求高，这是因为大蒜根系的吸水、吸肥能力较弱。在

微碱性的土壤中大蒜也能生长良好。大蒜不适宜在土壤

肥力差、有机质含量少、碱性大、早春返碱的地块上栽

种。在幼苗期，大蒜生长所需的养分主要由母瓣供应，

所以在苗期不用施速效肥，而施迟效的农家肥作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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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肥必须充分腐熟，以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在叶片生

长的旺盛期以及鳞茎膨大的前期、中期，除需要充足的

水分外，还需要较多的养分，所以，此期要保证水肥的

充足供应以满足植株生长、蒜薹的伸长、鳞茎膨大的

需要。

７．大蒜的生育周期是怎样划分的？
　　大蒜的生长发育和器官的形成有一定的顺序性，如

果受到外界条件和本身原因的影响，花芽和鳞芽可以不

分化、少分化、多分化，而分别形成独头蒜、少瓣蒜和

复瓣蒜。

（１）萌芽期。从播种到初生叶破土出苗展开为萌芽

期。所需天数因地区、品种和播种期不同而异，春播大

蒜一般需１５～１６天，秋播需７～８天。此期须根从基部

成束长出，以纵向生长为主。芽鞘破土放出新叶，生长

点陆续分化新叶。大蒜在萌芽期，营养来源于母瓣贮存

的养分，为异养生长，蒜瓣的干物质重量可减轻一半。

春播大蒜的春化过程主要在本期内完成。

（２）幼苗期。从初生叶展开到鳞芽及花芽分化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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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期。春播大蒜约需２５天，秋播大蒜长达５～６个月之

久，包括越冬，同时完成春化阶段。此时，根系由纵向

扩展转到横向生长，吸收水分和养分，供应植株生长发

育的需要，功能叶不断长出，进行光合作用。植株生长

所需的养分来源逐渐由母瓣所供应转为植株叶片自己通

过光合作用合成养分供应。在幼苗期不断分化出新叶，

为鳞芽和花芽分化打下了物质基础。大蒜从发芽到幼苗

生长，依靠种蒜供应养分，母瓣由于养分供应植株的生

长，本身逐渐萎蔫，干瘪成膜状物，此过程称为 “退

母”。

（３）鳞芽及花芽分化期。从鳞芽及花芽开始分化到

分化结束，为鳞芽及花芽分化期，大约需１０天。此时以

叶部生长为主，是大蒜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同时植株

基部的生长点形成花原基，叶腋处形成鳞芽。到这个时

期结束，植株已长出７～８片真叶，叶面积约占总叶面积

的１／２，营养积累加速，为蒜薹和蒜瓣的发育建立了良

好开端。由于花芽和鳞芽的分化，植株需要大量的养分，

而此时母瓣的养分也已经消耗尽，但植株完全靠自养又

不能适应，处于养分供求不平衡的时期，所以，植株

１～４片老叶的尖部会枯黄，这种现象称为 “黄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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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蒜薹伸长期。从花芽分化结束到采收蒜薹为蒜

薹伸长期，也是鳞芽膨大前期，约需３０天。此时的营养

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分化的叶子全部长成，叶面积达

到最大值，在蒜薹迅速伸长的同时，鳞茎逐渐膨大，植

株生长量较大，是肥水管理的关键时期。

（５）鳞芽膨大期。从鳞芽分化结束到蒜头收获为鳞

芽膨大期。所需时间约５０天，其中前３０天与蒜薹伸长

期重叠进行，所以为蒜薹收获期。鳞芽生长缓慢，采薹

以后，植株生殖生长的优势被消除，营养物质大多供应

鳞芽，鳞茎迅速膨大，叶片保持旺盛的长势，制造营养

物质供应鳞茎膨大的需要。生长后期，营养物质逐步下

运至鳞茎。每个蒜瓣都有数层鳞片包围，外层鳞片的养

分集中向最内的１层鳞片运输，最内的１层鳞片变得十

分肥厚，而外面的几层鳞片则变成干瘪的膜状。地上部

分逐渐枯黄发软，重量减轻。在栽培上应保持土壤的湿

润，田间操作时避免损伤叶片，使功能叶较长时期地发

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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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春播大蒜鳞茎形态变化纵剖面示意图

１．种瓣；２．幼苗期 （４周）；３．退母、花芽、鳞茎开始

分化 （６周）；４．蒜薹开始伸长 （７周）；５．蒜薹伸长、

鳞茎膨大 （９周）；６．蒜薹继续伸长、鳞茎继续膨大 （１０

周）；７．甩尾、鳞茎继续膨大 （１１周）；８．采薹、鳞茎

迅速膨大 （１２周）；９．鳞茎迅速膨大 （１４周）；１０．鳞茎

长成、起蒜 （１５周）

（６）生理休眠期。蒜头收获后进入生理休眠期，不

同品种生理休眠期不同，约２０～７５天。在大蒜生长的后

期，叶鞘、外层鳞片的养分都转运到蒜瓣中，而本身变

为包在外面的膜，可防止蒜瓣干燥失水。在大蒜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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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期间，即使供应大蒜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蒜瓣也不

会萌芽发根。大蒜经过自然休眠以后，可萌芽发根。如

果为了延长贮藏期，可人为地不提供大蒜萌芽的适宜条

件，延长休眠期，这种做法称为强迫休眠。如果为了使

青蒜及早供应市场，提早播种，就要打破休眠，一般可

采用剥除包裹蒜瓣的薄膜或切除蒜瓣尖端一部分的方法。

８．大蒜有哪些施肥技术？
　　大蒜包括叶用蒜苗、茎用蒜薹、鳞茎用蒜头等品种。

以蒜苗为目的的，播种前结合整地亩施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千克

有机肥作底肥，当蒜苗出土３．３～６．６厘米时开始追肥，

以后隔１０～１５天追肥１次，追肥２～３次，以氮为主，

先淡后浓。

以蒜薹和蒜头为目的的，其生长期较长，应增施基

肥，除施有机肥外，应加施尿素２．５千克，过磷酸钙

２０～２５千克，草木灰５０千克作基肥。追肥除在幼苗期施

用外，在越冬前要再施一次追肥。第二年春暖后，要重

施一次追肥。到蒜头膨大后，不宜施过浓的粪肥，以免

引起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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