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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栽培技术及其病虫害防治研究

□李志龙 （山西省太原市公园服务中心迎泽公园）

摘要:花卉品种众多，如牡丹、菊花、月

季等是我国栽培的高频花卉，栽培技术与

如何防治病虫害是养花的必要知识，花卉

生长所需的水分、土壤、肥料、光照、温度

等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花卉

生长状况。本文以菊花为例，对盆栽菊花、

药用菊花、食用菊花具体栽培方法进行探

究，并就菊花的常见病症与如何防治病

虫害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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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属于草本植物，菊科菊属，是一
种经过人工选择后培育出的名贵花卉。
菊花种类多样，有些根据花型区分，有些
根据季节或者商用价值区分。菊花集观
赏、药用和食用三大价值为一体。在中药
中常用于疏风、明目、解毒。古往今来，菊
花在我国文化领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菊花有多种不同寻常的身份与作
用，但在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方面还
需要具体探究。

一、菊花栽培的注意事项

种植盆栽菊以排水良好、疏松、肥沃
的微酸性（pH5.5～6.5）土壤为宜。一般选用
透水、透气性良好的珍珠岩，加园土、草炭
（或椰糠）配制。推荐比例为园土：草炭（椰
糠）：珍珠岩=3：2：1，定植前最好用福尔马
林或多菌灵等消毒杀菌剂按说明书浓度
喷淋培养土进行消毒。以下几项在栽培中
要尤其注意。
（一）芽处理

抹芽主要适用于独本菊（单头菊），现
蕾时，及时抹掉枝条上的侧芽，只保留枝
条顶端的主蕾，即一株一花，从而使花大
而饱满。

对于多头的小菊，需要打顶，即将菊
花最顶端的一朵菊花抹去。这一步的目的
是去除顶端优势，培养侧芽，保证其他侧
芽的健壮生长。
（二）高度控制

栽培过早，会导致植株长得很高但不
开花，一般采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控制高
度，如比久（丁酰肼），施药频率、用药浓度
需根据植株长势来具体调控。
（三）菊花幼苗的选择

要挑选矮粗的，且地脚叶片完整的幼
苗，不选择掉叶的幼苗。幼苗的好坏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菊花的价值。

二、不同用途的菊花栽培技术

（一）盆栽菊花的栽培技巧

盆栽菊花以根系栽培为中心，大致可
归纳为三种方式。

第一，一段根系栽培方法多用于我国
长江、珠江流域和西南地区。即五月插花，
六月上盆，八月上旬止采，九月加强肥水
管理，促其生长，花期为十月到十一月。盆
栽菊花的方法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两
种：盆栽菊花，扦插后即上盆，其优点是根
系破坏少，花色正，花期长，但比较费工；

瓦筒地栽盆是将苗插在三片瓦片围成的
瓦筒中，趁花蕾着色时挖开盆，如此便可。
此法省工于前，挖苗却易伤根，花期、花质
皆稍逊于前。

第二，二段根系栽培法多见于东北，
江西、湖南等地也有此种栽培方法。五月
初到六月插秆，苗成活后上盆，在盆深 1/
3～1/2处加土。摘帽时间为七月下旬至八
月上旬。侧枝长出盆沿后，用盘枝的方法
调整植株的高度，固定枝条使其分布均
匀，上部加土包覆，将根系生在被盘压的
枝条上，不久后，再将根系生在枝条上。
如果觉得枝条过长，也可以重新调整，再
进行施肥。

第三，华北地区普遍采用的是三段根
系栽培法。每年花时 1年，从冬秆插开始
到翌年十一月开花。北京艺菊名家总结
了以下四个阶段：冬存、秋末、夏定、春
种。冬存：秋末冬初选健壮脚芽扦插养
苗。春种：四月中旬分苗上盆，盆上用普
通腐叶，不施肥。夏定：利用摘心促进足
芽生长，到七月中旬足芽长到 10 厘米左
右时，选择发育健全、芽头丰满的苗种换
盆定植。秋养：七月上中旬，将选好的壮
苗移入直径 20～24 厘米的盆中，用普通
腐叶上盆，在盆上放一盆土，足芽长到 10
厘米左右时，土盆土加 0.5%以上磷酸钙
用普通培养土盆土。
（二）药用菊花的栽培技术

1.选址整地
选择适宜土地，按每亩施圈肥或土杂

肥 4000～5000 千克，捣细撒于地内，深耕
20～25厘米，使土肥均匀，耙细整平，做平
畦，以待栽植。

2.繁殖方法
常用的繁殖方法有三种，分别是扦

插、压条、分株。其中分株繁殖法操作难度
低，采用人数较多。菊花收获后，冬季在花
墩上培土 10～15厘米厚，为过冬做准备。
第二年为使幼苗繁殖，需在清明前后扒去
覆土。将幼苗的白色根茎部埋于土内，培
土压紧，栽后即浇水，以后每隔 2～3天浇 1
次水，连浇 3次，保持地面湿润，约 10 天
即可成活。也可在苗高 15厘米时，从地表
折断扦插繁殖。

松土打顶：成活后为了防止过度生
长，不可经常性浇水。应该以锄地松土为
主，前几次松土以打基础为主，锄土要锄
深，使土地疏松。一两次之后可以微锄，保
持土质松软，地下稍湿润，使根固牢，地上
部分生长稍缓。芒种时期，苗高约 2公分
左右时，挑选一个晴天进行第一次打顶，
将顶稍去掉，让其长出分枝，留 15厘米左
右高的茎。打顶后，按每亩追施尿素 10千
克，撒于植株周围，注意观察，如若出现干
旱时，立刻进行浇水。第二次打顶在小暑
前后，控制在第一次打顶后长出分枝高 20
厘米时，掐去顶梢，与第一次相同，留存 15
厘米高的茎。第三次掐稍在立秋前后，促
使多结花蕾。

追肥：第二次打顶后，每亩施干大粪
250～400千克或豆饼 50～80千克，捣细撒
于根旁，然后锄地，培土后向沟内浇水。
秋分前后孕蕾时，每亩再追施尿素 10～15
千克。
（三）食用菊花的栽培技术

扦插育苗：食用菊花繁殖以扦插
为主。

选枝：剪枝要精挑细选，以利于后期
株苗茁壮生长。符合以下条件的枝条优先
考虑：母本枝条长势健壮，无病虫，芽头饱
满，节间匀称。半木质化枝条不宜选太嫩
或太老的枝条。

扦插：在高温高湿季节尽量避免扦
插，用粗砂或 1∶1∶1体积比例的蚂石、草
炭、珍珠岩制成扦插基质，必须保证疏松
通气。在扦插前，育苗钵内用直径 0.5厘米
的硬棍插出深约 3厘米的小孔，然后在孔
内放入事先准备好的扦插枝条，在靠近枝
条的基质处用手压实，再将事先准备好的
水浇透，绕根一周即可。宜插深不过 3厘
米，过深、过浅都不行。

上盆定植：在扦插后 30天左右，就可
以在盆里栽种了。花盆内径须小于 25厘
米，深度不低于 15厘米，以保证菊花营养
充足、生长健壮。用泥瓦盆、砂盆做花盆材
料最好。上盆基质要注意有机肥的增加，
以 10%的总积肥为宜。盆内基质要留出 1/
2左右的空间，以备日后添土之用。定植
时，将根系完整的菊苗移栽到新花盆中，
再将基质靠近枝干的部分用手压实，再用
事先准备好的水浇透根系周围即可。

摘心定头：菊苗数次摘心的目的在于
促进侧枝多生。第一次摘心应在上嫩梢摘
除后新生 1～2片叶时，留基部 3～4片叶。
新生侧枝长出 4～5片叶时，应进行第二次
摘心留 3～4片叶。第三次摘心也要以植株
的长势和株型综合判断决定是否摘心，花
头留 5～9个，宜单株选择。最好在八月初
完成摘心工作。

打杈、疏蕾：分枝是指将植株部分侧
枝去掉。腋芽会在每一片叶的腋部繁殖，
不及时将长成的枝条打掉，对营养的消耗
会很大，对花的质量也会造成影响。一般
在腋窝长至 2～3厘米时将腋窝打掉为佳。
选择晴好的天气打花叉，最好用锋利的剪
刀，也可以用手将花杈掐断。

三、菊花的病虫害及防治措施

菊花在种植过程中容易侵染多种病
虫害，主要有灰霉病、根腐病、黑斑病、白
粉病、蚜虫、斑潜蝇、菊虎等。
（一）灰霉病

1.发病症状
以菊花的叶、茎、花三个部位为主要侵

染目标。叶受到侵染时叶片边缘呈褐色病
斑，叶柄和花柄先软化，然后外皮腐烂，潮
湿条件病部产生大量灰色霉层，为病菌的
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

2.防治措施
栽种时使用新土，避免使用栽培过花

的旧土，其中易留存旧虫卵。
将被侵染的病株及时清理干净，周围

用植物专用的消毒液进行消毒，病株及时
焚毁，防止传播扩大。

格外留意栽培的进展，检查栽培所用
物是否携带虫卵，菊花生长环境干净通
风，不偏施氮肥，雨季前建立排水装置，防
止土壤存水。
（二）蚜虫病

1.发病症状
危害菊花的蚜虫主要是菊长管蚜和青

绿色蚜虫，茶褐色、有光泽、体型小，繁殖
速度快，一年发生多代。菊长管蚜虫多群
集在芽心嫩尖等处刺吸汁液，使花芽、嫩
叶、嫩梢等卷缩、扭曲，发黄变形，不能伸
展，出现枯萎，排泄蜜露诱发煤污病。

2.防治措施
农业防治：有条件时可以采用银灰膜

条和涂机油黄板躯避和诱杀蚜虫。
物理防治：蚜虫具有趋光性，尤其是

对黄色光亮格外敏感，可以制作黄色诱板
诱导蚜虫对其进行消灭。

化学防治：推荐使用 70%吡虫啉或
70%啶虫脒稀释 1000 倍，也可用快电或
者隆施稀释 1500 倍，或者暗箭稀释
1000 倍，均匀喷雾，间隔 7 天一次，连续
2 次。
（三）斑潜蝇

1.发病症状
潜叶蝇主要潜藏在叶片之间，潜食叶

肉为主要能量供应，潜叶蝇所食之处，叶
面上会出现棕色气泡状蛇形潜道，附带有
橘黑和干棕色的斑块区。有时叶面上虫量
较多，潜道九曲十环，叶肉所剩无几，导致
叶片部分或全部失绿。

2.防治措施
物理防治：在塑料板上涂满黏虫剂，

在虫灾泛滥初期就将塑料板摆在菊花栽
培处。

化学防治：推荐使用高歌套餐稀释
750倍或 70%灭蝇胺稀释 2000倍，又或是
31%阿维·灭蝇胺，间隔 5～7天打一次，连
续使用 2～3次。

四、结语

综上所述，菊花不仅具有观赏价值，
还有药用价值与食用价值。但是菊花的栽
培难度大，需要精心养护，比起直接用药，
提早预防，再根据病症恶化的情况对症下
药，效果更好。毕竟任何药剂都不可避免
地会对植物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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