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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种芦笋的农户不在少数，但想要把芦笋种好,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蔬菜专家说，芦笋要实现高

产高效，种植须选对方法。

和大部分蔬菜地一样，芦笋种植时间一长，土壤

板结酸化、养分富集等连作障碍也随之出现，因此种

植效益也会连年下降，对此，项目组开展芦笋绿色轻

简栽培关键技术与生产模式研究，成功研发出大棚

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土壤生态消毒与清园消毒、病

虫害绿色防控等节本增效绿色栽培新技术，实现化

肥农药减量的目标；创新免耕套种马铃薯等新型高

效栽培模式与芦笋秸秆包膜青贮等资源化利用新途

径，探索建立了全产业链高效生产技术体系。

“土壤生态消毒十分重要，一块地连作栽培芦笋

一般为30年，种植新一茬芦笋之前要将旧的根盘全

部挖掉，进行消毒后再种植，防止芦笋烂根。”朱寿龙

向记者介绍。这里使用的是以氰氨化钙土壤生态消

毒为核心的连作高产栽培技术。据有关试验数据显

示，采用这项技术种植芦笋，平均产量可提高

20.1%，产值可提高20.2%，且可显著减少农药用量。

稻草覆盖免耕套种马铃薯等芦笋间作套种模

式，也是提高芦笋种植效益的途径之一。朱寿龙的

基地就采用这一模式。“种起来简单方便，每亩收入

却能增加至少1500元。青菜、紫云英我们也种，草

根还能当肥料。这个模式有效解决了我们大棚芦笋

种植模式单一、设施利用率低、土壤盐分积累等问

题。”朱寿龙说。

大棚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技术，能从源头上控

制芦笋种植的肥料施用量，确保芦笋品质。长兴县

许长蔬菜专业合作社这几年采用大棚水肥一体化精

准调控模式种芦笋。在合作社的芦笋种植基地，每

个片区都装有滴灌设施，适时适量进行滴灌，在节省

用工的同时，还能精准施肥，减少肥料的用量，提高

肥料的利用效率。借助“互联网+”，合作社可以准

确记录各个时期芦笋的区域分布、施肥用药时间等

信息。“通过施肥用药的源头管控，合作社的2000多

亩芦笋基地实现了全域绿色控制，真正确保了芦笋

的质量安全。”长兴许长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成

成说。

针对芦笋清园时秸秆处理所需的人工投入以及

集中处理后的去向问题，项目组探索出芦笋秸秆包

膜青贮等资源化利用新途径。长兴县许长蔬菜专业

合作社应用“芦笋秸秆—湖羊—有机肥”模式，引进

了青贮圆捆包膜机，集成秸秆粉碎还田和秸秆青贮

喂羊技术模式，并在全县范围内示范推广芦笋秸秆

综合利用技术。“循环模式是科学的种养结合模式，

在该模式驱动下，芦笋和湖羊产业都能实现节本增

效。”刘成成说。

种子国产化 效益有保障

俗话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没有自己的

品种，产业发展就会被“卡脖子”。

作为外来蔬菜作物，早期国内的芦笋种子几

乎全部依赖国外进口，而且价格高。“高的时候，

一两种子售价高达6000多元。”杨新琴说，种子占

了生产成本的大头，前几年芦笋种植基地采用的

大多是进口种子，碰上行情不好年份，种植效益

并不高。

杭州市富阳区是我省芦笋主产区之一，也是

全国著名的绿芦笋产区，有“中国绿芦笋之乡”称

号。杭州富阳东洲芦笋专业合作社社员朱寿龙，

已有 30 年种芦笋经验。对芦笋品种，他十分了

解。他说，早期种的都是进口品种，如“格兰特”

“八宝绿”等，这两年他开始种国产品种了。“现在

这片种的品种是‘佳芦1号’”，提起新品种，他赞

不绝口：“这个品种不仅抗病性强、产量高，亩产

可达1750公斤，而且1两种子只需500元，比进口

种子便宜多了。”

“佳芦1号”就是项目组经多年攻关，成功选

育的一个芦笋新品种，具有早熟、品质优、抗病性

强的特点，于2019年通过浙江省非主要农作物新

品种认定。

针对国内芦笋育种技术研究滞后、品种急需

更新换代等问题，项目组成员开展了种质创新技

术研究以及新品种选育，创新芦笋的种质资源创

制新技术，研发了利用巴尔板快速培育芦笋全雄

品系的新方法，鉴定了控制芦笋雌雄株分化的分

子标记等，建立了分子辅助育种体系，攻克了作

为多年生作物芦笋新品种选育周期过长的瓶颈

问题，加快了芦笋育种进程。

利用氨基甲酸酯除草剂处理芦笋种子诱导

芦笋雄株，就是项目组发明的种质创新方法之

一。“通过这一方法，芦笋在出苗后生长30 到35

天后就能开花，用于鉴定雌雄株，从而加快产量

更高的超雄株的鉴定与培育过程。”浙江大学蔬

菜研究所所长卢钢教授介绍道。项目组创新加

速多年生芦笋种质资源改良方法于2012年获国

家发明专利。

除了“佳芦1号”，项目组共筛选出4个品质

优、商品性佳、抗逆性强、适合在浙江及南方各地

区推广应用的芦笋优良新品种，包括“翡翠明珠”

“丰岛2号”等2个国产良种，从而打破了进口品

种长期垄断的局面。目前，芦笋国产品种占有率

已达65%以上。
新品种芦笋新品种芦笋““佳芦佳芦11号号””

“两棚三膜”法 周年保供应

芦笋通常在种植后的第二年采收，每年可采

收两次，采收时间一般在4—6月或9—11月。采

收结束后，开始留养 1 次母茎，来年采收期只有

70—80天。后来，我省农民采用两次留母茎的方

法，采收期也只有130天左右。由于出笋期集中，

芦笋采收时产量急剧上升，常常造成季节性过

剩，市场售价大跌，种植效益下降，而在冬春淡

季，芦笋奇缺，市场售价畸高，个别地方在春节前

后，芦笋售价每公斤高达48元。

有没有办法让芦笋实现周年生产，均衡上

市？今年，平湖缘绿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

1200 多亩芦笋全部采用设施栽培，并且用上了

“两棚三膜”促早栽培技术。“这项技术的最大优

点就是让芦笋能提早成熟，同时延长芦笋的生

长期，从而延长采收期，避免芦笋大量集中上

市。”沈根付介绍道，“采用这项技术，每亩能增

产 100 到 200 公斤，一亩地至少能多挣 2000 元

呢！”

卢钢介绍，我省不少地方虽然采用设施栽

培，但受冬季和早春低温寒潮影响，芦笋嫩茎抽

生晚，或抽生后冻死，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通

过多次多点试验，发现大棚内采用“地膜+中棚”

覆盖，即‘两棚三膜’促早栽培技术，可以促进芦

笋嫩茎提早萌发和抽升，始收期提前28—35天，1

月中旬就可采收，产量高峰提前12—18天。该技

术适用于大棚芦笋留母茎栽培方式，且需要选择

2年生以上的绿芦笋生产田块。

此外，项目组还创新了两套高效栽培新模

式，研发了芦笋根茎快速培养及嫩茎促发周年高

效生产模式，形成了一套芦笋护根育苗、一年生

根茎快速培养、嫩茎控温促发等完整的技术体

系，在可控环境下进行黑膜或银灰色反光膜避光

栽培生产白芦笋，可以采用立体栽培架系统或者

地面小拱棚栽培系统，达到周年生产、周年供给

的目标；集合留母茎栽培、覆盖避雨栽培、快速育

苗、水肥管控一体化技术以及有机基质栽培技术

等周年生产技术，基本实现了芦笋周年生产与周

年供给的目标。

卢钢说，应用本项目的集成技术后，芦笋的

采收期从原来的 130 天延长到目前的 250 天以

上，平均亩产量从实施前的1050公斤增加到1500

公斤以上，亩增产达42.9%。

收益想高效 种植要得法

种一亩芦笋纯收入高达两万元

“蔬菜之王”如何成致富“金元宝”？
□本报记者 郑铭明 通讯员 杨新琴

10月底，平湖市芦笋种植大户沈根付收获了今年最后一茬芦笋。“每亩产量超过1500公斤，一亩地收入超过2万元。”沈根付开心地说。今年，以他为法人

的平湖缘绿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种有1200多亩芦笋，初步估算，公司仅芦笋一项收入就超过2000多万元。

有着“蔬菜之王”美誉的芦笋，是一种营养和药用价值极高的蔬菜，原产于地中海。我省于1974年开始引进试种，种植面积逐步扩大，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

途径之一。然而，作为外来蔬菜作物，芦笋产业在开疆拓土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水土不服”之处，如国内品种少，几乎全部需依赖国外进口；病虫害发生多，绿

色防控难；连作障碍重，种植效益下降等等。

针对我省大棚芦笋栽培存在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省农技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杨新琴主持的“大棚芦笋周年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项目，以提高种

植效益为目标，从种质资源创新、新品种选育、水肥精准调控、土壤消毒管理、早熟覆盖栽培等关键技术入手，结合芦笋品种筛选、富营养化栽培、留母茎模式等方

面开展研究，集成建立了设施芦笋周年长季节生产的高产高效技术体系，为芦笋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了技术保障。近三年来，该核心成果在芦笋主

产区累计推广33.8万亩，新增产值9.7亿元，有力推动了芦笋产业高质高效发展。日前，该项目获2021年度省农业农村厅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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