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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蒜种植密度作为影响大蒜产量与质量的关键性因

素，在大蒜种植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阶段，由于大

蒜种植密度普遍较小，占地面积较大，这就导致土地利用率不

高，从而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因此，为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

进一步实现大蒜的优质高产种植技术，本文对大蒜最佳种植密

度的探究是很有必要的。

1种植密度概述

种植密度，即单位面积土地上基本苗、株的数量。种植密度

在大蒜种植期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合理的种植密度是决定群

体与个体之间协调发展的基本要素。关于种植密度的选择，种植

人员需根据植株的生长发育现状以及实际情况确定单位面积土

地上的最佳基本苗、株的数量。通常情况下，种植密度的数值需

考虑诸多因素，如大蒜的品种、蒜瓣的大小、种植的条件、播种的

时间以及种植的方式等因素。现阶段，我国在大蒜种植密度方面

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由于植株行距与株距较大，这就导致大蒜种

植面积较大，土地利用率过低，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合

理密植有利于土地资源以及各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此来

达到优质高产的目的。

2种植密度对大蒜的影响

2.1 对产量的影响

种植密度是影响大蒜产量的重要因素。较高的种植密度能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蒜的种植量，以此来提高大蒜的产量。然而

种植密度过高会导致大蒜生长空间不足，从而影响大蒜的生长

发育。较低的种植密度有助于单头大蒜的健康生长，但土地单位

面积的种植数量较低，单位面积植株数量减少，就会导致整体产

量降低。因此，种植密度对于大蒜的产量的影响极大。合理密植

可以实现土地利用率的最大化，在有效避免土地资源浪费的同

时，还能提高大蒜的整体产量。合理密植可以实现光资源、水资

源、土地资源以及气候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有助于大蒜的健康生

长，提高大蒜的产量[1]。

2.2 对质量的影响

种植密度是影响大蒜质量的关键。较高的种植密度不利于

大蒜的生长发育，会导致蒜头变小，蒜瓣质量下降。由于生长空

间过密，光照不足，其他自然资源利用率降低，从而影响大蒜的

平均重量，不利于提高大蒜的整体质量。种植密度较低有利于蒜

头膨大、蒜瓣平均质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单株大蒜的正常

发育。然而大蒜种植密度过低会导致单株大蒜生长空间过大，蒜

头畸形生长的概率增加，并且可能进行二次生长。合理密植可以

提高大蒜的整体质量，保证蒜头饱满圆润，蒜瓣大小平均，在提

高大蒜产量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大蒜的种植质量。

3影响大蒜种植密度的因素

3.1 大蒜品种

大蒜品种的不同直接影响大蒜的种植密度。大蒜的特性不

同，种植密度也不相同。蒜头较大的品种应适当降低种植密度，

为蒜头生长提供足够的生长空间，优化大蒜的品质[2]。以主要生

产蒜头为主的顶红早为例，由于顶红早植株较为高大，叶片宽

厚，叶数较多，因此适宜种植密度应较低，每亩种植密度应为 2

万～3 万株，行距为 20cm 左右，株距应控制在 8～10cm，将每亩

种量控制在 120～175kg。这样有利于提高群体结构的合理性，有

助于保障植株光照充足。除此之外，针对蒜头较小的大蒜品种，

种植人员可以适当提高种植密度，以蒜头与蒜苔兼用的苍山蒲

棵蒜为例，该品种植株高度较低，叶片数量较少，叶片面积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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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头与蒜薹大小较为均匀，因此，种植人员可以适当增加种植密

度，行距保持在 20cm 左右，株距保持在 12cm 左右，每亩种植密

度应为 2.5 万～3 万株。另外，大蒜种植密度与植株高度以及叶

型具有较大关联，针对叶型张开、植株较高的品种，种植人员应

适当降低植株的种植密度，避免因种植密度过密，限制大蒜的生

长的发育。对于叶型直立、叶片紧凑的大蒜品种，种值人员应适

当增加植株的种植密度，以此来提高大蒜的产量。

3.2 蒜瓣大小

蒜瓣大小对于种植密度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大蒜瓣的品种

适合降低种植密度，为蒜头生长预留较大的生长空间。针对大蒜

瓣的品种，可将行距保持在 20cm 左右，株距在 10～12cm 之间，

每亩种植密度需控制在 3万～4万株之间。合理密植有助于保证

植株健康生长，有利于提高蒜头质量。另外，针对中小蒜瓣的品

种，可适当增加种植密度，将行距保持为 20cm 左右，株距控制在

8～10cm 之间，每亩种植密度保持在 3.5 万～4.5 万株之间。因

此，在合理密植应考虑蒜瓣的大小，根据蒜瓣的具体状态以及实

际情况，通过对大蒜种植密度进行科学的分析，以此来保障大蒜

的优质高产。

3.3 土壤条件

不同的土壤条件对于种植密度也有一定的影响。种植人员

可根据土壤条件以及土地的肥沃程度对种植密度进行科学合理

的分配。针对土壤条件优异，土地肥力较大的区域，种植人员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大蒜的种植密度，以此来提高大蒜的

产量。土壤肥沃的土地有利于为大蒜的生长发育提供必要的营

养，有助于栽培高产优质的大蒜。针对土壤条件较为一般，肥沃

程度不高的区域，种植人员应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大蒜种植

的疏密程度，适当降低种植密度，避免加重土地资源的负担。然

而土壤的肥沃程度对于大蒜种植密度的影响并不大。种植人员

可以在播种之前对土地进行深耕处理，去除田间杂草与杂物的

同时，在土地中适当加入部分氮磷钾肥作为基肥，以此来提高土

壤的肥沃程度。另外，在大蒜种植期间，种植人员还可以根据大

蒜的实际发育情况，适当地进行追肥，以此来满足大蒜生长发育

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因此，土壤条件对于种植密度也存在一定

的影响[3]。

3.4 播种时间

不同的播种时间对于种植密度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播种

时间较早的大蒜，种植人员应适当降低种植密度。以晚熟大蒜为

例，晚熟大蒜通常种植周期长、蒜头与蒜瓣较大、植株高大、叶数

较大、叶型较大、呈张开状，因此，应适当降低种植密度，将种植

密度控制在 2 万～3 万株之间，行距为 20cm 左右，株距在 8～

11cm 之间。早播大蒜多为晚熟品种，主要以生产蒜头为主，因此，

种植人员应考虑蒜头的生长空间，以此来确定大蒜种植的疏密

程度。除此之外，针对晚播大蒜的种植密度，种植人员需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大蒜的种植密度。以早熟品种为例，早熟大蒜通常

植株矮小、叶数较少、蒜头体型不大、叶片聚拢且生长周期较短，

因此，种植人员可以适当增加种植密度，将种植密度控制在每亩

5 万株左右，行距在 7～8cm 之间，株距在 14～17cm 之间，以此

来提高大蒜的整体产量。合理密植有利于增加植株整体光照，加强

种植地的土地利用率，以此来实现大蒜栽培技术的优质与高产。

3.5 种植方法

不同的种植方法影响着大蒜的种植密度。大蒜种植密度通

常与种植环境、种植条件、种植品种以及种植方式息息相关。不

同的种植方式导致大蒜的种植密度也不相同。以地膜覆盖栽培

技术为例，大蒜在进行地膜覆盖后，可有效改善大蒜的生长环

境，有利于大蒜幼苗的生长。由于地温较高，种植人员需降低大

蒜的种植密度，以此来提高散热程度，避免因温度过高出现烧苗

的现象。地膜覆盖有助于提高大蒜的生长速度，为大蒜的生长提

供适宜的生长环境。另外，地膜的不透水性可以适当减少土壤中

水分的流失。由于大蒜根系分布较浅，极易受到周围因素的影

响，因此，种植人员需降低种植密度，扩大植株之间的株距，为大

蒜生长发育提供足够的生长空间，避免种植密度过大导致大蒜

无法正常发育。正常情况下，由于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导致大蒜播

种时间较早、地温较高，大蒜出苗速度较慢且出现烂瓣的现象，

种植人员应减少植株的种植密度，将播种密度控制在 3万～3.3 万

株之间，行距为 20cm，株距控制在 10cm 左右。除此之外，针对正

常播种的大蒜，种植人员需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大蒜的最佳种植密

度，避免因大蒜种植密度的不合理，从而影响大蒜的质量与产量。

4大蒜种植的最佳种植密度

4.1 大蒜种植密度的种植原则

大蒜种植密度的种植原则通常参考影响大蒜种植密度的基

本因素。由于影响大蒜种植密度的因素较多，因此，对于大蒜的

最佳种植密度一直很难确定。在大蒜种植过程中，种植人员应根

据实际情况对最佳种植密度进行分析，以此来做到合理密植。以

播种品种为例，种植人员需根据种植品种的特性，通过考虑种植

品种的播种时间、生长情况、叶片形态、蒜瓣大小以及植株大小

等因素，结合实际情况对大蒜种植密度进行分析，以此来实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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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种植的优质高产[4]。通常情况下，蒜头较大的品种所需的生长

空间较大，对光照资源以及土壤肥力要求较高，因此适宜较低的

种植密度。中小蒜头品种对于土地生长空间要求不高，对于土壤

条件以及资源营养的要求不高，因此可适当增加种植密度，以此

来提高单位面积的大蒜产量。针对蒜瓣较大的品种，种植人员应

降低大蒜种植密度，为蒜瓣生长预留足够的生长空间。蒜瓣较大

对于土地的肥沃程度具有不小的要求，因此，针对具体情况，种

植人员可以适当追肥，以此来满足大蒜日常生长的重要营养。对

于蒜瓣较小的品种，种植人员可以适当增加大蒜种植密度，提高

大蒜产量。针对早播晚熟型品种，种植人员需适当降低种植密

度，并考虑多方面因素，以此来提高植株生长的适宜程度。另外，

针对晚播早熟型品种，根据其生长需求以及品种特性，种植人员

应适当增加种植密度，以此来满足农业市场对大蒜的日常需求。

除此之外，不同的播种方式对于种植密度的确定也存在不小的

影响，例如，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下，种植人员需要适当减少大蒜

的种植密度，以此来优化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为大蒜的优质高产

奠定重要的基础。另外，针对独头蒜的栽种方式，种植人员可以

适当增加大蒜种植密度，实现土地利用率的最大化，从而推动大

蒜质量与产量的提升，进一步促进农业市场大蒜种植行业的发

展。根据大蒜品种的形态特性，植株高大、叶型张开的品种应减

少种植密度，扩大植株的生长空间，满足大蒜发育生长的需求，

有利于提高大蒜整体的质量与产量。对于植株矮小、叶片紧凑的

品种，种植人员可以适当增加种植密度，提高单位面积的种植基

本量，以此来增加整体大蒜的产量，从而满足农业市场的需求。

4.2 大蒜播种期间的播种深度

大蒜在播种期间对于播种的深度也有一定的要求。大蒜播

种通常可以分为两种：插种与开沟播种。插种是指将处理过的蒜

瓣分别插入土壤中，再用土壤进行覆盖压实。在大蒜插种过程

中，播种深度较深可能会导致出芽较慢，幼苗发育不良。但如果

播种深度过浅，大蒜长出根系后会将蒜瓣抬高甚至台出地面，蒜

瓣离地表过近或裸露在外，会严重影响大蒜的生长发育。长期日

晒与地表高温会导致蒜头发红、蒜皮硬化，甚至造成蒜瓣开裂，

严重影响大蒜的质量[5]。因此，在播种过程中，种植人员需把握好

播种深度，将播种深度控制在 3～4cm 即可。开沟播种是指在种

植地表面根据固定行距挖出若干条深度均等的沟，再将种子按

照适合的株距撒入沟中，最后进行填土。在开沟过程中，种植人

员应严格按照事先确定好的株距与行距标准进行开沟。例如，通

常情况下，开沟播种的株距常控制在 7～8cm，行距尽量保持在

14～17cm 之间，这样有助于为大蒜提供适宜的生长空间以及生

长条件。另外，种植人员应将土沟深度控制在 3～5cm 之间，避免

填土过厚导致种子出芽缓慢，从而影响幼苗的状态。适宜的播种

深度不仅有利于提高大蒜的出苗率，还有助于蒜苗顺利越冬。

4.3 大蒜种植期间的行距、株距

在大蒜种植期间，种植人员需根据主要生产需求对行距与

株距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生产需求，对种植密度进行适当调整，

以此来实现大蒜种植产量的最大化。通常情况下，品种的不同以

及生产位置的不同会导致大蒜在种植期间行距与株距出现较大

的差异，以产蒜薹为主的大蒜品种为例，蒜薹是指大蒜的花茎部

分，因此，以产蒜薹为主的大蒜品种多半植株高大、叶片量多、叶

片宽厚、因此适合较低的种植密度，将每亩种植密度控制在 4

万～6 万株之间，行距在 14～17cm 之间，株距在 7～8cm 之间。

以产蒜头为主的大蒜品种为例，由于蒜头较大，种植人员需根据

具体品种以及蒜瓣大小对种植密度进行进一步的确定。通常情

况下，以产蒜头为主的大蒜品种种植密度通常控制在每亩 2.3

万～2.8 万株之间，行距在 18～20cm 之间，株距在 13～15cm 之

间。除此之外，针对蒜薹与蒜头兼收的大蒜品种，种植人员需根

据实际情况对种植密度进行确定，通过对蒜头大小、植株高度、

叶片形状以及其他诸多因素进行考虑，以此来确保种植密度的

适用性。通常情况下，对于蒜薹与蒜头兼收的大蒜品种种植密度

应保持在每亩 2.8 万～3.5 万株之间，行距在 16～18cm 之间，株

距在 12～13cm 之间。

总而言之，大蒜种植密度在大蒜种植期间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农业市场对于大蒜的需求较大，因此，种植

人员想要实现大蒜的优质高产就需要了解大蒜种植的最佳种植

密度。种植人员选择适宜的种植密度有利于优化大蒜的品质、提

高大蒜的质量，提高种植地区整体的土地利用率以及资源利用

率，以此来满足农业市场对大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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