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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大蒜别名蒜、胡蒜，古名葫，是百合科葱属中以鳞芽构成鳞茎
的栽培种，是香料蔬菜之一。大蒜是多年生草本，具有强烈蒜臭气。

大蒜原产于亚洲西部高原。汉代张骞通西域时引入我国中原
地带，在我国已有 2000 余年历史。由于最初引自胡地，又叫做胡
蒜，因其头大，所以称作大蒜。大蒜的幼苗、花茎和鳞茎均为广大
群众所喜食，又是药用保健食品，因此国内的消费量逐年增加，国
际上的需要量也日益加大，这些都是我国大蒜种植面积迅速增大
的主要原因。

我国南北各地都有大蒜名特产区，如山东省的金乡、安丘、苍
山，黑龙江省的阿城、宁安，吉林省的农安、和龙，辽宁省的开原、海
城，河北省的永年、安国，江苏省的徐州、射阳，陕西省的岐山，甘肃
省的泾川，西藏的拉萨等。

目前，我国大蒜产业发展的基本现状是: 生产规模大，年际间
稳定性差; 出口贸易量多，产品价位低;单产水平高，标准化生产技
术滞后;地方名产品种多，适合出口和加工的专用品种少; 加工技
术落后，产后附加值低; 科学研究分散，尚未形成行业系统技术
体系。

我国栽培大蒜，不但食用鳞茎，蒜薹的销量也比较大。蒜薹耐
贮耐运，每年北方各大中城市，都从大蒜产地购进大批蒜薹，利用
气调库贮藏，北方农民也有利用土冰窖贮藏当地蒜薹。所以蒜薹
不但冬季早春不缺，并已实现了周年供应。

另外，利用小瓣蒜生产蒜苗，也很普遍，特别是北方广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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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生产蒜苗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悠久的历史。

( 一) 营养成分及用途

大蒜是我国主要鳞茎类蔬菜之一，其幼嫩的叶片与蒜薹以及
老熟的鳞茎都可作为食用。

中医认为大蒜辛辣、性温，能解滞气、暖脾胃、消症积、解毒杀
虫，治积滞、腹冷痛、泄泻、痢疾、百日咳等症。对于大蒜的食用价
值，俗语有云:春食苗、夏食薹、五月食根、秋月收种，由此可见大蒜
在人们日常膳食中占有重要地位。现代研究表明，大蒜中含蒜氨
酸和蒜酶，二者接触后产生蒜素，具杀菌效力;大蒜中所含生物碱，
具有降低血糖成分，增加胰岛素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对正常血糖
值无影响;大蒜还是有机锗含量最高的植物，硒含量也较多; 大蒜
中还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钙、磷、铁、粗纤维等成
分，此外大蒜还具有促进新陈代谢，缓解疲劳，刺激消化器官分泌
消化酶，促进上皮增生，加速创伤愈合等功效。

吃过生大蒜后，口腔往往会散发出一股难闻的特有臭味，在日
常交往中较忌讳。完整的大蒜是没有气味的，只有在食用、切割、
挤压或破坏其组织时才有气味。这是因为在完整大蒜中所含蒜氨
酸无色、无味，但大蒜细胞中还存在有一种蒜苷酶，二者接触则形
成有强烈辛辣气味的大蒜辣素。大蒜辣素就是大蒜特殊气味的来
源。在了解了大蒜的营养成分后，科学家又经过一系列的实验，一
步步证实了大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功能。

1. 防治心血管疾病
这类科学临床报告可说是多如牛毛，医学界更坚信它的临床

作用。分析它在心血管疾病防治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三个
方面。

( 1) 大蒜中的一群含硫化合物( 以下简称蒜精) 可以抑制肝脏
中胆固醇合成 HMGCoA还原酶作用，进而起到降低血胆固醇( 高
血胆固醇是构成动脉硬化心脏病、高血压的最主要因素)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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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蒜精具有抑制血管内皮细胞中的腺苷脱氨酶( adenosine
deaminase) ，增加足以使血管松弛的一氧化氮( NO) 在内皮细胞中
的浓度，阻断细胞钙离子通道，以及使血管扩张等诸多作用机制，
达到松弛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

( 3) 蒜精具强力抗血栓活性，而蒜素更是这项作用的主角( 艾
乔恩的抗血栓活性仅为蒜素的 3% ) 。因此蒜精的抗血栓作用对
于心肌梗死、动脉硬化及静脉瘤皆具有令人满意的防治效果。

2. 对抗细菌及病毒
西医中常提到的抗生素是指用来治疗微生物感染的药剂，而

这些药剂的主要作用就是消灭足以引发人体生病的一些微生物。
然而，无论药品的研发如何进步，至今，抗生素的杀微生物作用也
只能针对特定的一到两类，如杀细菌的多半不能杀霉菌，更不可能
对病毒有任何作用;至于对付原虫，则又是另一类药物了，唯独上
帝恩赐给我们的宝贝———大蒜，它能同时有效地对付细菌、病毒、
霉菌及原虫对人体产生的威胁。

蒜精具有广效杀菌作用，无论是需氧菌 ( 结核菌) 还是厌氧
菌，蒜精都具有明显的杀灭作用。而对部分连西医都无解的病毒，
如与鼻咽癌及鼻窦炎有关的鼻病毒( human rhinovirus type 2 ) 、引
发蛇皮疱疹的疱疹病毒( 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 1，type 2) 、天花
病毒及唇疱疹等，蒜精都能发挥作用。更为神奇的是，蒜素在高剂
量的情况下竟然具有阻断引发艾滋病的 HIV 病毒繁殖蔓延的
作用。

3. 天然的抗氧化剂
自由基对人类细胞的伤害，使它与各种慢性病画上等号，与癌

症的发生更是密切。医学界对癌症病人体内所测得的自由基浓度
永远比一般健康人高出许多，而抗氧化剂则是消除自由基最直接
的解药。蒜精的抗癌防细胞变性( 突变) 作用主要是来自它的抗
氧化作用，对于过氧化物产生的自由基具中和消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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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对于黄曲霉素( 易发生于发霉腐坏的豆类及花生
制品中) 产生的致癌性细胞破坏作用，蒜精也被证实具有防护作
用。蒜精还可以降低因辐射而引发的死亡率及器官受损状况。

4. 有助于防治糖尿病
糖尿病是由于体内葡萄糖的代谢产生了问题，而使血糖上升

的病症。其原因主要是胰岛素的分泌不足或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
度下降，导致细胞无法有效利用葡萄糖，而导致的血糖上升。科学
家发现，蒜精可以明显地抑制某些葡萄糖的生成酵素，却有助于肝
脏中与葡萄糖代谢作用相关的酵素之作用，因为大蒜同时可以使
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浓度下降( 一般糖尿病人血中的三酸甘油酯
浓度都很高) ，因此，多吃大蒜也同样有助于糖尿病的防治。

5. 缓解眼压过高
青光眼通常会伴随着眼压过高，而导致视力受损的情形。在

动物实验中，大蒜中的蒜素可有效地降低眼内压，因此，被推测多
吃大蒜将有助于青光眼患者缓解眼压过高的症状。

6. 改善肝肺病变
肝脏疾病及肺阻塞的共同病变，是会引发组织缺氧及不明原

因的胃肠道蛋白质消化代谢受阻的现象。由卡卫尔等人在 1992
年临床胃肠疾病学杂志提出的一份报道指出，一位罹患肝肺疾病
的患者在传统医疗效果极为有限的情形下，她尝试以每日高剂量
的蒜精保健食品补充剂连续服用了 18 个月之后，病情竟有了奇迹
似的改善，而大蒜能促进胃肠功能的正常与肺脏循环的顺畅化，更
是被这群科学家所肯定。

7. 具有一定的抗癌功效
我国学者将大蒜制成鲜大蒜滤液、大蒜油、大蒜素，给移植

S － 180 瘤的小鼠作腹腔注射，结果发现抑癌率分别达 41. 6%、
56. 1%、58. 9%。其中以大蒜素的抑癌率最高。同时观察到大蒜
的这些制品可升高癌组织内的 cAMP 水平，其升高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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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10%、77%。cAMP 是癌细胞生长的阴性信号，多种研究
途径均提示它可抑制肿瘤组织的生长。大蒜通过活跃 cAMP的代
谢，从而起到抗癌作用。也有学者报道，鲜大蒜能提高细胞免疫反
应，阻断致癌物质亚硝胺的合成，阻断致癌物质对体外细胞的致畸
损伤。这都为防治癌症提供了理论基础。大蒜中含有丰富的微量
元素硒和锗，尤其是锗元素，在所有植物中含量最高。流行病学调
查，发现朝鲜人癌症发病率低，原因可能在于常吃大蒜。大蒜中锗
含量高得惊人，而锗已证明有良好的抗癌作用。

大蒜虽好，但不要贪吃。大蒜对防病治病虽有如此功能，但绝
不是吃得越多越好。过多生吃大蒜，易动火，耗血，影响视力，对胃
肠道也有刺激作用。所以，阴虚火旺，患有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
溃疡、肾炎、心脏病和便秘者不宜多吃。由于大蒜有较强的杀伤
力，在杀死肠内致病菌的同时，也会把肠内的有益菌杀死，引起维
生素 B2 缺乏症，易患口角炎、舌炎、口唇炎等皮肤病。因此，专家
建议，每日食用3 ～ 4 瓣蒜较科学，但不能空腹食用，也不可与蜂蜜
同时服用。

( 二) 无公害生产的意义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大蒜生产和消费国，总栽培面积
500 余万亩，总产干蒜头 500 余万吨。近年来，大蒜成为我国首位
出口创汇蔬菜，年出口量达 33 万吨。山东金乡及苍山、河南中牟、
江苏徐州等地成为我国重要的大蒜出口基地，年出口各类大蒜产
品约 25 万吨，因此，大蒜特色产品产业大有可为。

深加工大蒜市场潜力大，国际市场对大蒜深加工产品需求潜
力很大。中国是大蒜出口大国，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各生
产、出口企业应挖潜力，积极发展大蒜深加工产品。除生产常规脱
水蒜片外，还可开发速溶、脱臭等系列加工产品，提高大蒜的保健
作用和食疗价值。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还成功研制了一些科技含
量更高的大蒜制品，比如提炼大蒜油、大蒜素等。采用超临界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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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通过提取—过滤—萃取或蒸馏等工艺流程提炼出大蒜油、大
蒜素，用于医药、化妆品、添加剂等。大蒜提取大蒜油后，还可加工
调味品、保健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等，也可制成天然植物农药用于
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目前，生产 1 吨蒜油可消耗 300 ～ 400 吨
鲜蒜。



二、栽培的生物学基础

( 一) 植物学特性

大蒜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生产上作一年生或二年生栽培。
大蒜成龄植株由根、茎、叶、薹、花、蒜头所组成。一株完整的大蒜
植株包括: 根、鳞茎、叶( 叶鞘、叶身) 、茎( 茎盘) 、花茎( 蒜薹) 、花
( 总苞) 和气生鳞茎组成。

1. 根
大蒜的根是从蒜瓣基部的茎盘上发生的，为弦线状须根。弦

线状须根一般为黄白色，无根毛，根群浅小，多分布在 30 厘米以内
的耕作层里，根长 25 ～ 30 厘米，根系横展范围小，主要分布在以茎
盘为中心、半径 15 厘米以内的地方。大蒜的根系着生于茎盘的边
缘上，先着根是幼苗期吸收水肥的主要根系。次生根生长在蒜瓣
茎盘曲内，是大蒜生长发育的主要根系。复生根是在先着根或次
生根遭受损伤情况下产生的;在肥水充足情况下，也产生复生根。
复生根为不定根，能维持和促进大蒜旺盛生长和良好发育，复生根
多，生长势好，蒜薹蒜头产量高。

大蒜须根数量在 70 ～ 120 条之间。发根数量多少在幼苗期与
蒜瓣大小有关，蒜瓣大者发根多，少者发根少。大蒜用蒜瓣繁殖，
播种前蒜瓣基部已形成根的突起，播后遇到适宜的条件，一周内便
可发出 30 余条须根，而后根的增加缓慢，根长迅速增加。退母后
又发生一批新根，采收蒜薹后根系不再增长，并开始衰亡。

2. 茎
大蒜的真茎在地下，短缩成盘状，称为盘茎。盘茎的下部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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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上部生叶和芽。大蒜的地上部分为假茎和叶片，假茎是由叶鞘
层层包裹形成的，顶芽着生于中间，被 7 ～ 12 层叶鞘所包被。通过
一定的低温和长日照条件之后，顶芽分化成花芽，长成蒜薹。

通常我们称的大蒜，一般指的是蒜头，其植物学名称是鳞茎。
构成鳞茎的各个蒜瓣，植物学名称是鳞芽。鳞芽是由大蒜植株叶
片叶腋处的侧芽发育而成的鳞茎，也称鳞腋芽。每个鳞茎中鳞芽
的数量因品种不同而异。大瓣蒜的鳞芽少，每个鳞茎有鳞芽 4 ～ 7
个;小瓣蒜的鳞芽多，每个鳞茎有鳞芽 10 ～ 20 个，且大小不一。鳞
芽由 2 ～ 3 层肉质鳞片和 1 个幼芽构成，外面还包有 1 ～ 2 层干膜
状的覆盖鳞片，着生在叶腋内的茎盘上，起保护作用，称保护鳞片
或保护叶。最内一层是贮藏养分的部分，称为贮藏鳞片或贮藏叶。
在鳞茎膨大时，保护叶中的养分逐渐转运到贮藏叶中。最终形成
干燥的膜，俗称蒜衣，贮藏叶则发育成肥厚的肉质食用部分。贮藏
叶中包藏 1 个幼芽，称为发芽叶。

鳞芽发生的位置因品种而异，蒜瓣大而少、分两层排列的品
种，蒜瓣多发生在花茎外围第一至第二层的叶腋中;蒜瓣小而多、
呈多层排列的品种，多发生在花茎外围第一至第五层的叶腋中。
在营养生长时期，茎短缩呈盘状，节间极短，生长点被叶鞘覆盖。
分化花芽以后，从茎盘顶端抽生花薹，但不开花，或只开紫色小花
而不结种子，所以大蒜只能用营养繁殖。植株在花薹的总苞中能
形成气生鳞茎。

气生鳞茎的构造与蒜瓣并无明显区别，只是个体很小，也可作
为播种材料。但因体积太小，只能形成独头蒜，用独头蒜再繁殖可
长成较大蒜头。

在蒜头及蒜瓣的基部有一个扁平的盘状致密组织，称作茎盘，
是植株真正的茎。它与正常的茎不同，属于茎的变态，又称变态
茎。色淡黄，直径 1. 5 ～ 2. 6 厘米，厚 0. 5 ～ 0. 8 厘米。茎盘的基部
和边缘生根，其上部长叶和芽的原始体。蒜头成熟以后，茎盘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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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保护蒜瓣、减少水分散失的作用，所以大蒜贮藏时要有完整
的茎盘。

3. 叶
大蒜的叶是从短缩的茎盘上长出的，由叶片和叶鞘两部分组

成。大蒜在花芽分化之前，生长点不断分化叶原始体，其过程首先
是生长点的四周出现环状突起，而生长较快的一边，成长为叶片;
其基部为筒状叶鞘原始体，成长后成为筒状叶鞘。叶片伸出假茎
前折叠抱合，伸出后逐渐展开，叶原始体继续分化，并依次逐渐发
育成长。大蒜的叶由叶片( 身) 、叶鞘和叶枕组成。叶片扁平披针
形。小片绿色到暗绿色，叶表有蜡粉。大蒜叶子构造和其他单子
叶植物一样。叶片剖面可分为表皮( 上表皮、下表皮) 、栅栏组织、
海绵组织、维管束、乳汁管和气孔等。在蒜叶的上表皮里面有一层
长圆筒形的栅栏细胞，再里面为海绵组织，含有许多叶绿体，可以
进行光合作用。在海绵组织中有分散的维管束，起输导作用。大
蒜叶片的另一特点是有乳汁管存在( 是有节的乳汁管) 。在乳汁
管细胞中含有一种有机硫的化合物，细胞破裂后，酶的作用形成有
特殊的大蒜辛辣味。大蒜的上表皮( 腹面) 及下表皮( 背面) 都有
气孔，但在叶鞘的表面很少。

播种时种蒜已分化 5 片真叶，播种后继续分化新叶。花芽分
化后新叶分化结束，叶数不再增加。叶片的增长在大蒜出土后较
为迅速，每周增长 1. 2 ～ 1. 3 片叶，两周后增长速度减慢，直至已分
化的叶片全部长出为止。大蒜叶互生，对称排列，其着生方向与蒜
瓣背腹连线相垂直。播种时将蒜瓣的背腹连线与行向平行，则叶
片能接受更多的阳光。大蒜的叶鞘是营养物质的临时贮藏器官，
分化越晚的叶，其叶鞘越长，叶数越多，假茎越粗壮。幼苗期假茎
上下粗度相仿，鳞芽分化以后，由于鳞芽逐渐膨大，叶鞘基部随着
增粗，鳞茎成熟时，因为基部所积累的营养物质内移到鳞芽，所以
外层叶鞘逐渐干缩呈膜状，包裹着鳞芽，使鳞芽能长期贮存。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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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数越多，叶面积越大，维持同化功能的日数越长，对蒜薹和鳞芽
的生长就越有利。所以在栽培技术上，应掌握好栽培季节，在鳞茎
形成前促进叶面积扩大，鳞茎形成期防止叶片早衰，才能长成大的
蒜头，获得高产。

大蒜不能产生种子，生产上采用营养繁殖的方法，所以它的生
长动态与其他葱蒜类蔬菜都不相同。

4. 花
在蒜苗的顶端有一个桃形花苞，花苞内聚生着大似黄豆小如

麦粒的气生鳞茎，俗称天蒜，一般有 25 ～ 30 个，在气生鳞茎的空隙
中间，夹生着 40 ～ 50 朵比芝麻还小的花，这就是大蒜花。

花即是花茎的顶端生有薹叶，薹叶的叶鞘包裹着的器官，又叫
总苞，在总苞中密生花和气生鳞茎。大蒜为伞形花序，具有苞片
1 ～ 3 枚，片长 8 ～ 10 厘米、膜质、浅绿色。具有 6 个瓣，粉红色，椭
圆状披针形。雄蕊 6 枚，白色，花药突出。雌蕊 1 枚。花柱突出，
白色，子房上位，长椭圆状卵形，先端凹入，有 3 个室。蒴果 1 室开
裂，种子黑色，开花期在夏季( 江南地区 6 月中旬) 。多数品种只
抽薹不开花，或虽能开花，但不结实。即使偶尔结出黑小的种子，
也发育不良。

5. 蒜薹
蒜薹抽生于盘茎的中央。长约 70 厘米，粗为 0. 5 ～ 0. 7 厘米，

外露部分呈绿色，包藏于假茎内部的一段为白绿色或黄绿色。蒜
薹包括花轴和花器两部分。蒜薹的形成可分为 3 个时期，即花芽
分化期、花器孕育期和抽薹期。一般情况下，花芽分化约需 6 天，
花器孕育期约需 18 天，抽薹期约需 21 天，蒜薹生育期约45 天。

6. 蒜头
俗称的蒜头就是大蒜的鳞茎，它由鳞芽( 蒜瓣) 、包围每个蒜

瓣的干缩成膜质的叶鞘基部、蒜薹基部( 蒜轴) 、包围整个蒜头的
膜质叶鞘( 蒜皮) 和盘茎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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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生长发育过程及产量形成

1. 生长发育过程
大蒜从用蒜瓣播种到收获蒜头，重新获得新的蒜瓣，进入休眠

状态称为一个生育周期。大蒜生育期的长短，因不同播种期而有
很大差异。春播大蒜的生育期短，仅 90 ～ 100 天。秋播大蒜因要
经较长的越冬时期，所以生育期长达 220 ～ 240 天。由于大蒜需要
在一定的光、温条件下才能完成发育阶段，因此，即使在同一地区
的不同播期，其成熟期也基本在同一时间，但产量差异较大。缩短
大蒜生育周期，实际上缩短了大蒜的营养生长期，总叶数减少，干
物质积累也随之减少。因此误期播种的大蒜产量不高。在生产实
践中，秋播大蒜如遇茬口与播种季节矛盾时，迟播大蒜采取尼龙地
膜覆盖，能改善土壤温度、水分、供肥等环境条件，增加大蒜在越冬
阶段的生长量，增加养分积累，促进生长发育，是弥补迟播减产的
重要措施。

根据大蒜在一生中的生育过程所表现的特点，可分为 6 个生
育期，大约经历萌发( 出苗) 期，幼苗期，鳞芽、花芽分化期，蒜薹伸
长期，鳞茎膨大期和休眠期。各期彼此有着相互促成和制约的关
系，只有了解并掌握不同生育期的特点，才能采取比较合理的栽培
措施，取得较高的产量。

( 1) 萌发( 出苗) 期。大蒜种植以后，从开始萌芽到初生叶片
展开为萌发期。大蒜出苗期的长短因播期、品种和土壤湿度的不
同有着很大的差异。大蒜在 3 ～ 5℃即可开始发芽，12℃以上发芽
速度加快，在 20℃左右时，是大蒜发芽的最适温度。秋播大蒜一
般需 15 ～ 20 天，最多需 30 天;春播大蒜一般需要 7 ～ 10 天。土壤
的湿度对大蒜出苗期的长短有着较大的影响。播种后土壤的湿度
低，蒜瓣的茎盘上只发生少数短而细的须根，吸水能力下降，发芽
叶出土缓慢而且细弱，甚至有一些蒜瓣在土壤中霉烂，丧失生活
力，造成出苗不齐、缺棵的现象。而播种后湿度过大也会造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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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果。
出苗期中，蒜瓣基部的茎盘上发生弦线须根，蒜瓣发芽叶中的

生长锥继续分化新的幼叶。发根和长叶所需的养分主要来源于蒜
瓣中贮藏的养分，所以要选择较大的蒜瓣，这对以后的生长发育状
况及产量和质量都是有利的。

( 2) 幼苗期。由初生叶展开到鳞芽和花芽分化为止，即生长
锥停止分化幼叶二分化为花芽，总叶片数不再增加，这个过程称为
幼苗期。

适于幼苗生长的温度是 14 ～ 20℃，但幼苗能耐短时期的
－ 3 ～ 5℃低温。春播蒜幼苗，约需 25 天。秋播蒜要经过较长的越
冬期，所以需较长时间，一般 5 个月左右。苗期根系连续扩展，并
由纵向生长转向横向生长。新叶也不断分化和生长，进行光合作
用，积累营养物质，长成健壮的个体，为鳞芽和花芽分化奠定物质
基础。

幼苗期大蒜生长所需的养分主要依靠种瓣贮存的养分。此期
间随着养分被幼苗吸收利用，蒜母开始干瘪。种瓣内养分基本耗
净，生产上称为退母期( 烂母期) 。当蒜瓣发生根须后，也能从土
壤中吸收养分，供植株生长的需要。故在生产上除了选用大瓣种
播种外，在幼苗期( 越冬前) 追施速效肥料，对培育壮苗也有重要
作用。秋播蒜在越冬阶段，生长缓慢。在幼苗的生长后期，鳞芽、
花芽也处于刚刚分化阶段，光周期在本期内完成。

( 3) 鳞芽、花芽分化期。从花芽和鳞芽分化开始到分化结束
为止为鳞芽及花芽分化期，生产上称为分瓣期。这个过程在不同
的品种间有着很大的差异。秋播的品种中，花芽和鳞芽开始分化
期处于冬季的早熟品种，由于受低温的影响，分化过程缓慢，花芽
和鳞芽从分化开始到分化结束需要的天数较多，需要 100 多天;中
熟品种次之;晚熟品种最少。春播大蒜品种的花芽和鳞芽开始分
化期处于温度逐渐升高、日照逐渐加长的春季，分化进程加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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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和鳞芽从分化开始到分化结束需要的天数较少，一般为 15 ～ 35
天。

鳞芽和花芽分化是大蒜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分化顺利与否
对产量关系甚大。首先在生长点形成花原始基，同时内层叶腋处
形成侧芽，这时植株已长出 7 ～ 9 片真叶。出叶速度开始加快，叶
面积增大，根系生长增强，营养物质积累加速，为蒜薹、蒜头的生长
打下基础。由于植物需要的养分增多，同时母瓣已消失，所以会发
生养分供应暂时不平衡，出现叶片黄尖现象。黄尖现象时间愈长，
生长愈慢。因此，在栽培上应根据天气情况、土壤墒情及大蒜长势
状况等表现，应及时满足其对肥水的需求，以保证花芽和鳞芽的正
常形成和发育。

( 4) 蒜薹( 花茎) 伸长期。从花茎分化结束到蒜薹采收的过程
称为花茎伸长期。秋播大蒜品种一般需要 13 ～ 20 天，但是其中的
早熟品种因处于早春较低的温度下，所需的时间较长，约 40 天左
右;春播品种一般需要 30 ～ 35 天。

该期的特点是生殖生长与营养生长并进，蒜薹在初期生长缓
慢，而后加快。离蒜薹收获约 20 天，蒜薹开始迅速伸长。在天气
温暖、土壤湿润的条件下能加速茎的生长。当蒜露出叶鞘 ( 生产
上称为甩尾) ，直到( 气生鳞茎叶苞转白) 白苞时采收蒜薹。从薹
抽出叶鞘到采收约需 15 天。在这一阶段叶片全部长出，叶面积达
到最大值。在蒜薹迅速伸长的同时，蒜瓣正在形成。此时栽培上
要给予充足的肥水，这是保证产品器官发育的关键时期。

( 5) 鳞茎膨大期。从鳞芽分化结束到鳞茎成熟的过程称为鳞
茎膨大期。秋播的早熟品种一般需要 70 天左右，中熟品种需要
46 天左右，晚熟品种需要 35 天左右。春播大蒜品种中的早熟品
种鳞茎膨大期一般为 35 ～ 40 天，晚熟品种为 20 ～ 25 天。此期间
有一段时间与蒜薹伸长期重叠，在采收蒜薹之前鳞芽的膨大较缓
慢。采收后，顶端优势解除，叶片中的养分迅速转移到鳞芽中，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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