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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的种植技术与实施要点研究
字绍龙

云南天禾农资有限公司 云南 昆明 650506

【摘 要】芍药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可以治疗耳鸣、盗汗、头晕、冠心病等疾病，调节血虚肝旺的情况，因

而具有极强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本文阐述了芍药种植的各个环节上的具体技术，然后提出了种植芍药的实施要

点，以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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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既可以作为观赏性植物，又具有药用价值，是

一种喜光耐旱的植物。在土壤肥沃，温度湿度适宜的情

况下，芍药长势良好，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因此有许

多农户种植芍药植株。本文将具体论述芍药的种植技术，

以飨读者。

1.芍药的种植技术

芍药的种植分为土壤处理、选种选苗和栽种、除草

追肥、培土和灌溉、生长和收获几个阶段，下面分别阐

述在各个阶段种植芍药的技术：

1.1.土壤处理

芍药的种植有分株繁殖和播种繁殖两种形式，分株

繁殖是将芍药根从土中刨出，用刀沿裂缝切开，在保证

3 到 5 个芽的情况下，直接栽培，这种方法在第二年植

株就能开花[1]。另一种方法是播种繁殖，在播种之前需

要进行土壤准备，要保证在向阳坡地、土壤肥沃，周围

要没有遮蔽物，在半年之前土壤就需做翻新处理，施加

基肥，这是为了保证土壤肥力，利于植株繁殖。

基肥的制作可采用腐熟农家肥，每亩使用

1000-1500kg 腐熟有机肥，当土壤 PH 值不在 6.5-7.5 范

围时，碱性过高可以加入硫酸亚铁调理呈微酸性。过酸

可以使用石灰调理呈弱酸性。土壤为植物提供养分和水

分，同时也作为根系伸 展、固持的介质。牡丹宜种植

在富有营养、疏松、通透性较好的中性或微酸性土壤中，

黏土、盐碱地不宜种植，切勿连作土壤中，选择背风向

阳，不易积水的区域。有效防治根腐等病害发生。

种植芍药牡丹栽种前需深翻 60-70 cm, 翻地时要保

证平整，即可种植响；不宜连作，防止土壤营养流失。

芍药栽种前需将土壤深翻 25cm-35cm, 施入一定量的有

机肥促加入微生物菌剂，调理好根系空间环境；栽种后

再次翻土，让土壤覆盖在芍药根上，同时保证栽种地周

围排水系统良好，防止积水，有效减少根部病虫害的发

生，利于芍药的生长。，畦宽控制在 50 厘米左右株行

距 3 乘 6 厘米进行种植。

1.2.选种选苗和栽种

在芍药开花期选种选苗比较容易成功，北方来说种

子在 8、9 月份成熟，当蓇葖果果皮变黄时种子就成熟

了[2]。购买的种子要避免阳光暴晒，否则影响发芽率，

如果播种时间较晚，可以将种子沙藏处理，但注意不要

等到其发芽。

在栽种之前，种子需要做浸泡处理，一般温度保持

在 50 摄氏度为宜，浸泡液体选择 1000 毫克每升的萘乙

酸和甲基硫菌灵混合物中时，只需浸泡 10 到 15 分钟，

否则则需浸泡 12 到 24 小时。种子浸泡后取出应当立即

播种，要采取当年采种当年播种的原则，根据地域的不

同选择播种的时间，播种过晚十分不利于种子的发芽。

一般情况下，北方的 8、9 月份可以进行芍药的栽种，

如果播种过晚，气温降低会影响芍药种子的发育情况。

对于东北来说 9 月下旬就不能播种了。

具体栽种时，要根据种子的种类来确定行距和株距。

在挖穴时，穴深一般在 12 厘米左右。每一穴的种植密

度最高为 50×50 cm°,种植的深度为 15-20 cm 左右，

667m² 保苗 3500-4000 株；保证种芽向上，然后盖上土

壤，保持土壤湿润的同时厚度控制在 3 厘米左右。

1.3.除草追肥

除草适宜选择人工除草的方式，避免使用化学药剂

造成土壤板结。而且遵循宜浅不宜深的原则，逐年调整

除草的时间和频率[3]。春季齐苗后、夏季杂草旺盛时、

秋季都可以进行中耕除草，在栽种第三年除草为宜，第

四年时秋季可以适当免除除草。

芍药在种植首年一般都不施肥或者施适量肥；第二

年追肥 3 次，第二年开始每年施三次肥；第一次在春季，

3 月前后每亩施用磷酸二铵加复合肥 30 kg,施肥后浇 1
次透水，结束后进行培土；第二次在四月下旬每亩施平

衡复合肥 25 kg、过磷酸钙 15kg, 适当配合使用稳定性氮

肥；第三次在 10 月中旬每亩施腐熟农家肥 1-2 吨,采取

沟施的方式对芍药施肥，施后浇水，培土等待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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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培土和灌溉

为了应对冬季低温对芍药芽的影响破坏，一般在入

冬前要修剪芍药的枝叶，为其培土，厚度一般控制在 15
厘米。

芍药怕涝喜旱，不能对芍药灌溉次数过多，一般选

在花前灌溉，可以延长花期，多雨季节，要避免芍药积

水 6h 以上，要注意疏通排水沟，避免芍药根部腐烂，

减少病害发生。另外之所以选择在沙质土壤种植芍药，

这类土壤排水性也是原因之一。

1.5.生长和收获

芍药生长需要适宜的光照和温度。为延长观赏期，

对于光照来说，如果阳光过剩，会灼伤植株，如果蔽阴

过度，会对开花造成影响，所以花期要保持适当的光照、

温度和湿度。在温带至亚热带地区，芍药能耐-46℃ 低

温、 能耐 42℃ 左右的高温，所以芍药在北方可以顺利

过冬，来年依然发芽开花。

做好一系列工作后，芍药的花期来临，在次年出现

花蕾时，要及时摘除部分花蕾，以防止花蕾过多影响根

部对营养的吸收，摘花蕾时，要尽量选择无病虫害的花

蕾，以便留取质量较好的种子来年播种。

芍药根的收获一般选在种植的第3到 4年的 9月份，

割下茎叶，挖出全根。有育苗需求时，可以留下较为粗

壮的根以进行分株繁殖。

2.芍药种植的实施要点

根据芍药种植的各个环节需要，本文总结了芍药种

植的实施要点。

2.1.保证土壤肥力

土壤的肥沃与否是芍药生长的关键，在选择种植在

哪里时，要注意当地的土壤酸碱性情况，以及土壤是否

出现板结现象，如果当地土壤酸碱性合适可以选择时，

在种植芍药半年之前左右就要进行土壤的处理，施加底

肥，底肥的配料和用量要严格控制，深翻土壤与施加底

肥要相互结合，深翻的深度既不能太浅也不能太深，比

如可以控制在 35 厘米左右。二次追肥也是为了保证土

壤的营养力能促进芍药植株的生长。追肥时最好有机无

机相结合。随着芍药生长要调节施肥量。种植芍药 2-3
年之后，土壤土传病害严重，土壤 EC,PH 值会发生变化。

通常可以采用化学熏蒸法和非化学熏蒸法对种植土壤

进行病虫害防治，进而增加土壤有益菌，对土壤进行修

复。

2.2.保证温湿合适

芍药适宜温暖湿润气候条件，光照、温度和湿度的

适宜非常重要。尽管芍药喜光，但光照也不能过于强烈，

否则会灼伤植株，因此在选择种植地时，要考虑当地环

境周围有没有遮蔽物，光照时长等因素，在开花时，适

当地遮蔽是可以的。芍药既耐寒又耐高温，但是芍药不

太喜欢雨季，是一种耐旱的植物，多余的水分对芍药根

部会造成威胁，可能会使根部腐烂，或造成病害的发生。

但是在播种时一定要注意保证土壤适宜的湿润，以便使

种子发芽生根。

2.3.做好病虫害防治

病害和虫害是影响芍药生长的重大威胁，病害主要

有灰霉病、叶斑病、锈病、软腐病。

灰霉病会造成叶片脱落，植株不健壮。这是由于温

度太高湿度太大造成的，解决方法要求种植场所通风良

好、排涝设施齐全，当病害发生时，要及时烧毁被害枝

叶，每隔一个星期甲基托布津、多菌灵、异菌尿、嘧菌

酯等轮换使用。

叶斑病一般在夏季多发，造成叶片染病，这时需要

去除生病叶片及时烧毁，每隔一个星期左右咪鲜胺、吡

唑醚菌酯、氟唑菌酰胺直到病害消失为止。

锈病的危害症状依然在叶片上，特别多发于雨季，

解决方法是烧毁病叶加喷洒药物，同时究其原因是由于

水分过多，要做好排涝。药物喷洒一般每一个星期一次，

用吡唑醚菌酯.代森锰锌、石硫合剂、氟环唑等轮换使用。

软腐病侵害的是种芽，一般从种芽的切口处侵入，

发生在芍药加工和贮藏的过程之中。解决办法需要在贮

存场所喷洒石硫合剂或福尔马林。

炭痕病危害部位茎、叶、芽鳞和花，注意及时更换

新土防止土壤中残存带菌残体或进行轮栽，使用化学药

物治疗噻菌灵、甲基托布津、咪鲜胺、吡唑醚菌酯等轮

换使用。

虫害也比较常见，常见的有小地老虎、蛴螬等，防

治办法是深翻阶段将辛硫磷粒剂与基肥混合施加，并可

以喷施硫磷药液；追肥时有机肥料必须充分腐熟；虫害

发生时，可以诱杀害虫，可利用杀虫灯等；包括微生物

防 治、寄生性天敌防治、捕食性天敌防治、生物农药、

抗生素等。

3.结束语

总之，芍药作为一种药用价值极大的植物，管理好

水、肥、光、温度、气等因素，芍药种植产业的健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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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产量能够得到有效保证，希望本文能给种植户

相应帮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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