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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石蒜属植物常见于我国南方地区，因其花卉叶茎形状

与大蒜类似，经常生长于山石间而得名。通常情况下石蒜属植物

花卉的，花期为 8—9 月，果期 10 月，其叶色浓绿，花色艳丽。石

蒜属植物也被称为“中国郁金香”。

1石蒜属植物的物种特性

1.1 物种特性

石蒜属植物具有花叶不相见的生物学特性，即出叶时无花，

花开时无叶的特征。以单一成片种植石蒜属植物为例，在花期前

只生长较长的叶片，视觉效果较为单一；而在花期缺乏叶片的覆

盖，导致地表泥土大面积裸露。

1.2 药用价值

一直以来，我国对于石蒜属植物的应用主要是作为观赏植

物，但同时石蒜属植物还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其鳞茎中含有丰

富的生物碱，多花水仙碱、石蒜碱、石蒜胺碱等。在我国民间，石

蒜属植物的鳞茎是一种常见的中草药，可以有效治疗风湿性关

节炎、蛇虫叮咬、妊娠水肿等，随着我国医疗科技水平的进步，部

分专家发现石蒜属植物中的生物碱还可以起到一定的抗癌作

用，同时也可用于阿米巴痢疾、小儿急性肾炎、小儿麻痹后遗症

等治疗药物的生产中。

2石蒜属植物在柳州市的科学栽培与管理要点

2.1 种球的选择与繁殖

2.1.1 种球大小的选择

对于石蒜属植物的栽培来说，切花生产和仔球繁殖的质量

受种球质量的直接影响，同时，有部分学者认为，种球大小对于

石蒜属植物的抽葶率也有着直接影响。因此，在进行石蒜属植物

的栽培时，尽量将种球的直径控制在 4.5—5.5cm 范围内，并优先

选择圆球形、饱满的种球用于切花生产。

2.1.2 种球繁殖方法

正常情况下，石蒜属植物种球的繁殖方法包括播种法、分球

法、鳞块基底切割法与组织培养繁殖法。播种法通常只适用于石

蒜属植物的杂交育种，由于石蒜属植物的种子具有休眠性，其虽

然可以自交结实，但蒴果往往无法成熟。因此在石蒜属植物采种

后，应立即采用播种法进行种球的繁殖。所谓分球法，是指在成

熟石蒜属植物鳞茎周围，剥离无病虫害、长势良好的小型鳞茎进

行露天栽种或盆内栽种的繁殖方法，分球法是我国目前最为常

用的石蒜属植物繁殖方法。

鳞块基底切割法原理为，选取形状均匀的石蒜属植物鳞茎

作为基底，对其进行清洗、八分切割，切割出深度约鳞茎总长度

1/2 的米字形创口。随后对基盘进行清洗、消毒，待基盘自然阴干

后将其插入基质（珍珠岩、湿润沙）中进行培养。通常情况下，鳞

片与基盘交接处在培养 3 个月后可见明显定芽长出，待其转变

为小鳞茎球后，便可进行分离栽培。切割下来的小鳞茎，放入由

珍珠岩、细碎草炭土、蛭石混合的人工混合培养基中进行培养，

在培养前需要先对混合基质进行消毒，通常为紫外线（密封 2h）+

蒸汽炉（15h，30℃）的方式，同时保持人工混合培养基的相对湿

度在 45%左右。

组织繁殖法，将植体材料放入 Ms 培养基中进行培养，在一

个月后，植体材料切口处便可以长出不定形根，2—3 个月后形成

不定芽，通常选用的植体材料为石蒜属植物的子房、花梗、带茎

的鳞片等等。

2.2 种植深度

种植深度的选择取决于石蒜种球的大小，以富含有机质的

砂质土壤为例，在土壤排水性良好的情况下，最佳种植深度为土

面至种球颈部以下。如果种植深度过深，石蒜鳞茎可能因高温、

潮湿等因素的影响而腐烂；若种植深度过浅，石蒜鳞茎则可能因

长时间日晒而死亡。

2.3 栽植密度

在石蒜属植物的栽培过程中，除了种球大小与种植深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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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栽培质量外，栽植密度也是影响石蒜属植物生长品质的重

要因素之一，只有选择合适的栽植密度，才能保证石蒜属植物达

到最佳的生长状态。如果栽植密度过小，虽然能够保证石蒜的切

花长度，无法保证单位面积的切花数量；如果栽植密度过大，虽

然可以加大神蒜切花的单位面积产量，但无法保证切花长度。我

国部分学者通过对金花石蒜的长期研究发现，在以采收切花为

目的前提下，开花球的最佳种植密度为 20×20cm；在以保证切花

单位面积产量为目的的前提下，最佳栽植密度为 20×10cm。

2.4 种植时间

在休眠期进行移栽是石蒜属植物种球移栽的基本时间原

则，对于石蒜属植物来说，休眠期移栽能够将对种球的伤害降到

最低，并且种球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生长，从而保证种球

的开花质量。不同气候条件下，石蒜属植物种球的最佳种植时间

也有所不同，以我国北方地区为例，石蒜属植物的最佳种植时间

为春季；以南方地区为例；石蒜属植物的最佳种植时间为秋季。

另外有部分品种的石蒜属植物具有不适合移植的特点，因此为

了降低种球的抽薹率，应在种球定植后，不任意移植分球以外的

种球。

2.5 光照

由于石蒜属植物属于耐荫植物，因此其生长品质受光照的

直接影响，过强或过弱的光照都不利于石蒜属植物的生长，通常

情况下，野生石蒜属植物都生长于具有较强遮荫度的林下。国内

外大量学者都对光照条件对石蒜生长的影响展开研究，如韩国

学者发现在 20%—95%遮荫率的光照条件下，石蒜属植物的花期

与遮荫强度成反比，即遮阴度越高，花期越短。我国学者通过研

究发现，在 50%遮阴条件下多个品种的石蒜属植物都表现出较

好的生长品质，如色泽、切花品质等等。以柳州为例，由于该地区

光照时间较长，因此在进行石蒜属植物的栽培时，应尽量将其栽

培于疏林下，并且在叶片脱落时期不急于清除，减少太阳对地面

鳞茎的直接照射。

2.6 温度

大量的实验研究表明，石蒜属植物的栽培受温度影响较小，

多种石蒜属植物在 20℃—30℃的条件下均能够良好生长，因此

决定了石蒜属植物，能够适应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环境。但近年来

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在石蒜属植物花芽分化与花芽形成后，温

度的突然变化会对其生长状态造成影响，以忽地笑为例，在 20℃

—30℃条件下，叶片常年保持生长状态，未发生花芽分化现象；

但如果降低环境温度，叶片开始出现老化现象，并开始花芽分

化，在温度逐渐回升后刷牙开始正常发育、开花。再以水仙为例，

在 20℃的条件下，水仙的花芽分化率几乎为 0，但随着温度的逐

渐降低，花芽的分化率逐渐提升。

2.7 花后处理与病虫害防治

为了保证石蒜属株丛的整齐，减少其养分的流失，管理人员

应该在其开花后剪掉花葶，并将周围的杂草和落叶及时去除，并

加强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2.7.1 常见病害的防治

石蒜属植物的病害主要表现为植物体表的细胞器和细胞膜

的损伤，植物体的损伤主要是指植物体内的渗透压和渗透胁迫，

渗透作用可以影响植物细胞的存活，进而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因此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防止病害的发生。植物在种植时必须

注意保持适当的通风，适当的光照可以提高植物对外界环境的

抵抗力，从而在生长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水分，提高植株对水分的

吸收能力，同时在植物生长中要进行适量的遮阴。但是光照并不

是一个绝对的绝对值，在光照充足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减少植株

水分蒸发的量。在通风时，要对植物进行适当的遮荫，以促进植

物吸收水分。同时，对植株进行光照时要注意避免光照强度过

大，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植株在黑暗的环境下生长。因此，对于

植物来说，遮光是必不可少的。植物必须在适宜的光照条件下，

使用适当的遮阳伞，以免阳光直接照射到植株上，使植株发生光

合病。由胡萝卜软腐欧文氏菌等病原细菌引起的炭瘟病和细菌

性软菌病是石蒜属植物常见的病害种类，这两种细菌会对石蒜

属植物的生长周期、生长质量造成严重的破坏。其防治方法为，

在石蒜属植物种球栽培前，用 0.3%的硫酸铜 800 倍水溶液浸泡

30min，随后用水冲洗干净、晾干。在栽培完成后，每 15 天喷洒一

次 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

2.7.2 常见虫害的防治

正如上文所说，石蒜属植物的叶片及球茎内含有丰富的石

蒜碱，而石蒜碱具有微毒性，因此石蒜属植物很少遭受虫害，但

也有几种昆虫会对石蒜属植物的生长造成危害，如斜纹夜盗蛾、

石蒜夜蛾与蓟马等。虫害防治是植物保护、检疫、控制的前提。石

蒜属植物的虫蛀性非常强，对植物造成危害的主要是虫卵、虫囊

以及虫体。因此，在石蒜属的植物防治中，首先应采取措施进行

防治，即用虫害防治的方法，来达到防治的目的。在石蒜属植物

栽培中，要注重虫害的防治，首先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虫害防

治。虫蛀是石蒜属最主要的病害之一，它不仅影响植物的正常生

长，还会导致植物出现虫斑、腐烂、死亡等问题，对植物造成极大

的危害，虫侵卵后，卵体中会产生大量卵细胞和细胞内病毒，当

虫的死亡发生在卵中时，将会导致卵丢失和孵化。在卵的孵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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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会释放大量的病毒和毒素，这些病毒会进入卵叶细胞、胞

内和胞外，造成虫对细胞的损害。要有效防治虫蚀、虫褐病、粉

害、病虫病等虫灾，就要对这些虫进行有效的防治措施。首先，可

以对石葱种子进行培养，培养后要进行消毒，如果存在虫卵，要

及时更换种子；其次，在种植过程中，要注意种子的清洁和清洗，

避免虫体与种子发生接触。最后，需要对虫苗进行放线，以免虫

种被杀死，否则会降低石蒜属植物的营养价值。

2.7.2.1 斜纹夜盗蛾主要以石蒜属植物的果实、叶片、花蕾等

为食，其幼虫常在春末与初冬两个季节较为活跃。斜纹夜盗蛾的

主要防治方法为，利用 5%锐劲特悬浮液 2500 倍液进行喷洒。

3.7.2.2 石蒜夜蛾主要以石蒜属植物的叶片与鳞茎为食，被

石蒜夜蛾入侵的石蒜属植物的显著特征为叶片被掏空，且叶片

背部存在大量呈黄褐色、绿色的虫粪，以及大量排列整齐的虫

卵。石蒜夜蛾的防治方法为，在清晨或傍晚幼虫觅食期间喷洒乐

斯本 1500 倍液药剂或辛硫磷乳油 800 液药剂等，或是在早春或

初冬季节进行土地的翻耕，从而对土壤中的虫蛹起到破坏作用。

2.7.2.3 蓟马有着较为明显的特征，全身呈红色，主要以果实

成熟后的石蒜属植物球茎叶根处为食，当石蒜属植物受蓟马侵

害时，叶片绿色会明显弱化。其防治方法为，混合喷洒 70%艾美

乐 6000—10000 倍液与 25%吡虫啉药剂，或是在地面喷洒敌百

虫、辛硫酸溶液等药物消灭蛴螬。

2.8 肥水管理

通常情况下，可以适当添加有机肥作为石蒜属植物栽植前

的基肥，应合理把控施肥频率，每年 2—4 次最佳。第 1次施肥时

机为石蒜属植物叶片凋落后、花期开始前，用复合肥或有机肥作

为肥料，视具体情况，选择是否在花蕾含苞待放前进行追肥。第 2

次的施肥时机通常为秋末冬初，此时正处于石蒜属植物开花后

生长期前，为了使石蒜属植物的鳞茎更加健壮饱满，第 2 次施肥

时应注意增加磷肥与钾肥的含量，并适当减少氮肥的含量。

同时，在石蒜属植物的生长期内，应根据天气的变化进行水

量的控制，保证适宜的土壤水分，从而增强石蒜属植物的开花效

果。栽培后浇水一次，使土壤略微湿润，在石蒜属植物长出叶片

时再进行浇水。在春季，只需要保证土壤湿润即可；在夏季，石蒜

属植物处于休眠期。因此，应尽量减少浇水次数，在秋末初冬季

节，石蒜属植物的叶片会逐渐增厚、成熟，此时无需再进行浇水。

2.9 切花采收

2.9.1 采收期

石蒜属植物的最佳采收期为第 1 朵花的苞片完全伸展并完

全显色，此时石蒜属植物达到最高开放率，并且能有最长的开花

期。

2.9.2 采收要求

通常情况下，石蒜属植物的采收小组由两人组成，一人主要

负责采收，另一人负责将采收后的花运输至存放位置，为了进一

步保证石蒜属植物的切花质量，还需要将鲜切花迅速插入装有

10—12cm 保鲜液的塑料桶中，浸泡时间最低为 15min，每个桶中

的鲜切花数量最多不超过 50 支，并做好每个桶中贴花数量、品

种的详细记录，最后统一入库。

2.9.3 切花采收质量标准

通常情况下，石蒜属植物的切花采收并没有严格的标准，目

前最为常用切花采收质量标准为，每枝 7 个花蕾的，最少有两个

着色；每枝 5个花蕾的，最少有 1—2 个着色。同时工作人员需要

根据花蕾的着色程度，决定切花的具体用途。如果花序中的花蕾

未充分显色，则适合储藏；如果花絮中的花蕾已充分显色但未出

现膨胀，则适合就近使用或远距离运输；如果花絮中的第 1 个花

蕾已充分显色、膨胀，但第 2 个花蕾未膨胀，则适合近距离运输；

如果花絮中的全部花蕾均充分显色与膨胀，则需要尽快展出或

使用。

综上所述，通过对石蒜属植物价值种类的介绍，及对石蒜属

植物科学栽培与管理注意事项的简要分析可以得知，石蒜属植

物具有良好的生物特性及丰富的观赏价值。因此，其可以有效应

用于城市绿化工程中。建议充分发挥石蒜属植物的特性与价值，

加强石蒜属植物的科学栽培与管理工作，加大对石蒜属植物花

期调控、高效栽培等方面研究的投入力度，从而进一步推动石蒜

属植物的大面积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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