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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香椿栽培技术规程 

柴冬梅 ，刘素贞 ，夏廉法2(1．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河南郑州45l450；2．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河南郑州45000o) 

摘要 根据相关标准及香椿生产实际，针对有机香椿种子与种苗处理、土壤消毒、立地条件、土壤管理、营养调控及有机香椿的植物保护 
方面，制定有机香椿栽培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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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椿因其嫩芽、新叶具很浓的芳香气味而得名，在我国 

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香椿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食用价值 

和药用价值，开发利用前景十分广阔。 

1 栽培基地的选择 

空气清新应符合国家大气环境一级标准(GB~15—82)； 

灌溉水质主要指标标准如表 1所示；土壤耕性良好，水肥气 

热具优，综合分级为 I级，污染分级为 I级，肥力分级为 I～II 

级；基地与周边环境具有相融性与互补性，同时群众科技基 

础要好，要求商品意识强。 

表 1 香椿基地灌溉用水标准 

水质指标 标准 水质指标 标准 

pH值 6．5—8．5 Cd ≤0．00lmg／kg 

Ec值 ≤75 km／cm ≤0．002 ms／kg 

大肠菌群 ≤10O00 Pb ≤0．5 mg／kg 

F ≤2．0me,／ 0 ≤0．1 mg／kg 

CN ≤0．5 me,／lcg 六六六 ≤0．5ms／ 

Hg ≤O．02me,／ Dcrr ≤0．1mg／kg 

2 播种前的准备工作 

2．1 种子与种苗处理 选择符合当地生态条件的自然成熟 

的香椿种子，不得包衣和使用任何化学物质处理，可用0．1％ 

的高锰酸钾消毒或55℃的热水处理 10 rI1in进行种子消毒；种 

苗处理可采用 2％的石灰水浸泡 2 h，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2．2 选地整地与土壤处理 选择疏松、深厚、透气性好、有 

机质丰富的土壤，有效土层大于 10o cm，不渍水，铜、铅、镉等 

有害重金属元素不得超标，有机磷、六六六和 D 残留不得 

检出，锌、硒等微量元素不得缺乏。整地要求深耕 30 cm以 

上，尽量减少深翻次数，土壤消毒禁止使用化学农药，可用石 

硫合剂、波尔多液处理。 

3 施肥原则及标准 

3．1 有机肥 有机香椿的营养调控原则要坚持以有机肥为 

主。香椿为喜磷钾肥的多年生植物，应多施有机肥，在土壤 

肥力中等偏上的情况下，以 1 000异／m2为宜，过多则会增加产 

品中硝酸盐的含量，施人的有机肥无害化的标准及各种营养 

成分含量见表2、3。 

3．2 沼肥 沼气发 酵肥包括发酵液 (86．8％)和残渣 

(13．2％)，因投料种类及加水量有较大的差异，据河北省农 

科院对 10o多个样品分析，残渣平均全氮为 1．25％，全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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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有机肥无害化指标 

表3 有机肥中的营养成分 ％ 

1．90％，1 t沼渣相当于60 kg硫酸铵，10o 过磷酸钙和25 

硫酸钾。沼液含有各类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赤霉素、生 

长素糖类、核酸等，其中不少属于“生理活性物质”，具有防治 

病虫害和调节生理活性的功能。混合液作基肥施用量为 

2 50o异／m2，沼液作追肥施用量为 3 000 m2，作根外追肥施用 

量为0．15异／m2，沼肥无害化标准见表4。 

3．3 EM发酵堆肥 碎秸秆与其他材料混合，再加 5％～ 

10％的菜子饼或豆饼，按 1：50o施人 EM液2 kg加入到 300 

水中，搅匀后洒在 1 000 l‘g堆肥上拌匀，用塑膜覆盖进行厌氧 

发酵，夏季 10d，春秋季 15 d，布满白色菌丝即可，1 0130—2000 

m2作追肥或底肥。 

3．4 绿肥 国外有机农业中需 20％～25％的土地种绿肥， 

土地有 12周的休闲期，则必须种豆科绿肥。绿肥可增加有 

机质和氮素供应，改善土壤结构，覆盖地表防止水土流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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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生态环境，控制杂草。 

表4 沼肥无害化标准 

项目 卫生标准和要求 

密封贮藏期 

高温发酵温度 

寄生虫卵沉降率 

血吸虫卵、钩虫卵 

粪大肠菌值 

蚊子、苍蝇 

残渣 

30d以上 

(53±2)℃ 持续2 d 

95％以上 

不得检出 

中温发酵1／10 000，高温发酵 1／100～1／10 

粪液池周围无活的蛆蛹或新羽化的成蝇 

无害化处理后方可作农肥 

3．5 矿物源肥料 主要是磷肥、钾肥、镁肥、钙肥。香椿缺 

磷，代谢受抑制，表现植株生长缓慢。矮小、瘦弱，根系不发 

达。施用磷肥时，水溶性磷肥如过磷酸钙、重过磷酸钙是在 

有机农业中禁止使用的，可以使用钙镁磷肥，钢渣磷肥及磷 

矿粉，可叶面喷施水浸物，或与厩肥、堆肥混施，避免磷肥与 

土壤直接接触而被固定化。香椿缺钾时先是老叶受害，继而 

新叶及生长点。叶片边缘发黄变焦，叶片出现褐色斑点或斑 

块，但叶中或叶脉仍然为绿色。应多施有机肥、草木灰、窑钾 

肥，或用 10％草木灰的水浸液根外追肥，但应注意钾肥施用 

过量会引起镁的缺乏。香椿的营养调控前促后控，7月底以 

后停施氮肥，增施磷钾肥，以利苗木硬化安全越冬，形成饱满 

顶芽，为翌年丰产奠定基础。 

4 病虫草害防治 

有机栽培中病虫草害的防治应采用生态学观点，病虫草 

害是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利用食物链和相生相克原理将其 

控制在经济危害水平以下，而不是赶尽杀绝，利用农艺措施 

建立合理的作物生产体系和健康的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系统 

的自然防治能力，而不是依赖化学合成的农药，在万不得已 

的情况下使用生物源农药或矿物源农药，施药的水平以不对 

生态系统造成危害为准。以作物健康为主的综合防治是病 

虫草害防治的核心。 

4．1 园艺措施 香椿栽培中立地条件避开渍水和地下水位 

较高的地块，不与臭椿等为邻及易染白粉病、锈病的树种和 

作物间作。水肥管理中不大水漫灌，少浇勤浇，施用腐熟的 

有机肥。“养分平衡”也是防病措施之一，施肥既要考虑最佳 

产量，又要考虑最佳抗性，氮肥过量不但亚硝化而且易感染 

寄生菌及病毒病，增施钾肥防止根腐病及叶斑病，钙可防止 

软腐及流胶病，缺锌易感染白粉病。 

4．2 矿物源药物防治 

4．2．1 波尔多液。防治香椿炭疽病、根腐病，用 l：1：2o0(硫 

酸铜：生石灰 ：水)喷洒 2 4次，注意波尔多液应随配随用， 

不能使用金属容器。配制方法：用 1／2的水分别溶化硫酸铜 

和生石灰，待两液温度一致时滤渣，将硫酸铜液缓缓倒入石 

灰液中边倒边搅即成。 

4．2．2 石硫合剂。防治香椿白粉病、锈病、流胶病、炭疽病 

及草履蚧等。配制方法：将成块的生石灰、细碎的硫磺粉、水 

按 1：2：14的比例备料后，先将水倒入锅内，大火加热到温热 

的程度，将硫磺粉倒入锅内搅匀，大火加热，石灰碎成鸡蛋大 

小的块状，待锅内煮沸后保持火力，逐渐将石灰块加入锅内 

搅拌，使其充分溶解与硫磺反应，一直到石灰加完为止，待液 

已变成红黄色再大火煮沸 15 25 min，变成老酱油色，冷却过 

滤成原液，石硫合剂用小口坛子保存，不宜用铁器保存，要密 

封不与空气接触。 

4．2．3 苏打水防治香椿白粉病。0．25％的苏打粉溶液可用 

于预防，1％浓度的可用于治病，不同苗期的浓度应先作耐性 

实验，另外，要现配现用。 

4．2．4 晶体石硫合剂。用硫磺、石灰、水与金属解酶在高温 

高压下hi：I：合成的固体化新型剂，使用方便，易于包装运输， 

不产生抗药性，不破坏生态平衡，低毒无残留，可与硫酸锌、 

硫酸亚铁混用，不能与波尔多液混用，为无机杀菌、杀螨、杀 

虫剂，药效与液体石硫合剂相同。 

4．2．5 肥液。用 1：3(堆肥：水)浸出液防治香椿根腐病也有 

较好的效果(马粪、牛粪最好)，用沼液防治病毒病，用草木灰 

防治锈病和根腐病，尤其是雨天干撒或旱天施用浸出液 

(10％浸泡24 h)，不但防病，还能增钾。 

4．3 除草 香椿自身分泌驱虫物质，病虫害少，主要应注意 

幼苗期或栽培管理措施要适当，要注意防过密、水渍等。由 

于幼苗期香椿生长缓慢，对于杂草一定要在 3叶期除草，消 

灭在萌芽状态，建园后密植园不需除草，材菜兼用林或材用 

林可采用生草抚育方法或与豆科植物间作，进行竞争性抑 

制，并增肥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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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苗数对产量影响达极显著水平，其中以栽 2粒种子苗的 

产量最高。因此在生产中可以改变传统的栽插 4粒种子苗 

的习惯，适当减少栽插的基本苗，加强肥水管理，在适当穗 

数基础上提高分蘖成穗率、结实率和平均每穗谷重，增加 

产量。 

试验结果表明：播期对产量的影响不显著，因此，生产 

中对于播期的安排，可根据当地的生产习惯与茬口和 3月 

底 ～4月中旬的气候条件，灵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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