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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嫩芽别名刺龙芽、刺老芽，广泛分布在东北东部地区，具

有非常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

生活水平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保健，因刺嫩芽具有诸多功效，

相应也增加了对刺嫩芽的需求，这使得刺嫩芽的人工栽培具有

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

1 刺嫩芽价值分析

1.1 食用价值

目前在市场上流通的刺嫩芽是以食用为主，其风味清香独

特，美味可口，深受人们的喜爱和青睐。其食用方法为：在滚水中

焯过，拌吃或蘸酱吃，也可与肉、蛋等搭配炒食。

1.2 药用价值

刺嫩芽也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其含有人体所需的各种氨

基酸和大量矿物质元素。其根皮可入药，功效甚多，包括强壮筋

骨、祛风除湿、补气安神等，通常会用于神经衰弱、风湿性关节

炎、肝炎等疾病的治疗。同时其根茎含有皂甙，甙元是齐墩果酸，

具有补气活血、祛风利湿、止痛等诸多功效，也因此具有“山菜之

王”的美誉。

1.3 经济价值

按照上市季节的不同，刺嫩芽有应季和反季之分。在吉林省

东部地区，应季刺嫩芽的上市时间是 5 月初，初上市时的价格大

约是 50 元 /kg，之后随着刺嫩芽产量的不断增加，其市场价格有

所降低，最后会维持在 20 元 /kg 左右。而反季刺嫩芽的上市时间

是在 12 月中旬至来年的 3 月份，因为是反季，其价格相对较高，

一般为 80～100 元 /kg，尤其是在春节临近时，价格还会涨到

100～120 元 /kg。

刺嫩芽露地栽培一次投入，多年收益，有较高的性价比。三

年刺嫩芽便可达到丰产期，丰产期的刺嫩芽，每 667㎡发出茎秆

有 5600～6400 根，收益是 2800～3200 元，临近春节时，芽菜采

摘量为 120 kg 左右，按照市场最佳价格出售，可获得超过 2400

元的收益。反季刺嫩芽室内栽培的生产密度大，每平方米可摆放

1300 根刺嫩芽茎秆，可生产芽菜 17～18 kg。若反季刺嫩芽为露

地栽培，每 667㎡可摆放的茎秆可在室内摆放 5㎡左右，芽菜生

产量是 85～90 kg，按照市场价格 90 元 /kg 计算，每 667㎡的收益

为 7650～8100 元。露地种植之后，茎秆也可以进行销售，尤其在

近几年，茎秆更是呈现出火爆局面，所以刺嫩芽浑身是宝，市场

价格比较高。

2 刺嫩芽人工栽培技术要点

2.1 育苗

2.1.1 种子培育

为提高刺嫩芽幼苗成活率，需进行种子培育。具体需要做以

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采种。一般是在 9 月下旬刺嫩芽果实成

熟后采收种子，在采种过程中，应选择健壮、果穗圆锥形的成熟

母树进行采收，采种时间是刺嫩芽浆果黑熟后，采摘后进行搓

洗、果梗滤洗、剔除果肉及干瘪，对种子阴干处理和贮藏。二是种

子催芽处理。在采摘成熟果实后，可采用越冬埋藏法对其种子进

行催芽处理，具体做法是：10 月份取出种子并放入水温为 30～

50℃的水中浸泡，使种子的含水率保持在 60％，浸泡约 6 h 后晒

干处理，并将其置于湿度为 60％和温度为 0～5℃的环境下阴干

处理，间隔半月翻动检查，明年 1 月中旬再将种子置于 -5～

0℃环境下贮藏。用湿沙铺设在埋藏坑中，并用种沙混合物置

于其上，使之与地面同样高度，然后用河沙覆土，高出地面

10～15 cm。待明年春季进行翻晒，直至种子出现 1/3 裂口，便可

进行播种。

2.1.2 选地

刺嫩芽耐阴、耐寒，喜光和湿润，喜爱生长在酸性或偏酸性

的肥沃土壤，因此在选择育苗地时，应优先选择地势平坦、土壤

肥沃、临近水源的地块。春季作苗床时，按每 667㎡施腐熟农家肥

3～4m 和施氮磷钾混合肥。深翻耕细后作床，床高 10cm，宽

1.2m。

2.1.3 播种

播种时间一般是 4 月下旬，每 667㎡播种量为 0.5～0.6kg。

采用条播法进行播种，在苗床上横向开沟，各沟之间的间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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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cm。随后将处理好的种子拌河沙在沟内均匀撒播，并轻覆

土，土层高度约 1～2 cm。在完成播种后，用稻草或玉米秸秆覆盖

于苗床上，用于进行保湿和保温。还需定期检查苗床的情况，如

果发现苗床有干旱的情况，需及时轻浇水。待出苗率为 60%～

70％时，可撤除覆盖物。

2.2 露地栽培

2.2.1 移栽定植

在刺嫩芽露地栽植时，其对土壤的要求并不高，但为了实现

高产、高品质，建议选择有机质含量高、土层深厚、疏松的地块进

行栽培，且排水便利和向阳。在栽植前，需要及时清理干净存在

的灌木丛与杂草。为提高土壤肥力，按每 667㎡施氮磷钾复合肥

25～50 kg，注意控制施肥量，避免因过量施肥而影响刺嫩芽茎秆

生长。移栽定植需在当年土壤化冻之后进行。鉴于刺嫩芽具有较

强的抗旱能力，所以可不用坐水移栽。一般在移栽定植 20 d 后，

刺嫩芽发芽率可达 85%～90％，如果地块较干旱，可适当地浇

水。如果是选择在林地、坡地栽植，不用起垄，直接平底移栽便

可。若是耕地、缓坡地定植，需起垄栽植，以便排水，预防烂根，保

证苗木的成活率。

2.2.2 扦插繁殖

在进行扦插繁殖的时候，主要选择无性繁殖，扦插时要做到

以下三点：第一，合理地选择需要扦插的枝条，尽可能选择粗且

长的茎段，粗 2～3 cm，长 10～13 cm，且所选择的茎段需要带有

一个或多个侧芽芽孢。第二，明确温室与基质，需要选择不同的

温床基质，比如木屑、石棉等。第三，在扦插的时候，需要将侧芽

朝上，而且要将插条之间的距离与空间进行保留，明确插条的间

距。扦插时的深度要合理把控，以茎段的 2/3 为宜，扦插之后轻轻

地压实，做好浇水与遮阴工作。对于扦插之后的茎段要给予合适

的温度与湿度，以此才能促进其生长。

2.2.3 定植后加强管理

在定植之后需给予科学的温度管理，刺嫩芽作为一种耐寒

植物，温度在上升到 15℃以上时，生长速度加快，但如果温度低

于 5℃或高于 25℃，生长速度会变慢，所以在夏季要做好降温工

作。定植后给予水肥管理，可以在早春添加农家肥，萌芽之后进

行追肥，但刺嫩芽生长过程中不可追肥，否则会影响其生长，也

会对其口感产生影响，甚至肥料过多还会导致茎秆不成熟。同时

要做好防旱处理，避免刺嫩芽根部不生长，因为刺嫩芽不耐涝，

所以不可过度浇水。

2.2.4 田间管理

第一年的田间管理应将重点放在除草和水分管理这两个方

面。考虑移栽前期刺嫩芽幼苗植株较小，较容易受到杂草的侵

害，为提高幼苗健康生长，避免杂草生长，可用化学除草方式除

草，按照每 667m2 施 100～150 mL 氟乐灵乳油。也可进行人工除

草，但除草过程中要避免对幼苗造成伤口，否则病菌会侵入。一

般在春季定植后不需要浇水，如果地块较干旱，需适当浇水，确

保苗齐苗壮；如果地块湿涝，则需及时挖沟排涝。

鉴于刺嫩芽的根系较为发达，在第二年田间管理时，可不用

浇水，但需要做好雨季的排涝工作。同时此时田间管理重点是整

枝和施肥。其中，在整枝时，需要根据具体的栽培目的选择适宜

的整枝方法。若是以反季提供茎秆为目的，可在栽植当年秋冬收

割，在收割时，注意在茎基部留有 2 个芽苞，其余全部割除。人工

整枝过程中，要确保病枝、弱枝全部割除，并在每个定植穴保

留 4 个健壮的枝条；若是以春节采摘嫩芽为目的，在整枝时应尽

可能地多保留枝条的数量。吉林省东部地区一般是在 4 月下旬

至 5 月初便开始收获顶芽，在顶芽收获后的 15～20 d，还可收获

一次侧芽和副芽，完成收获后，同样在茎基部保留 2 个芽苞，剩

下的全部割除。在刺嫩芽丰产期需适时施肥，施肥时间为早春刺

嫩芽发芽前，按每 667㎡施发酵好的鸡粪 3000 kg，并配施氮磷钾

复合肥 50～70 kg。

2.2.5 采收

春季刺嫩芽顶芽生长至 10～15 cm 且叶片为展开时，便可采

收出售。在采收顶芽的 15～20 d 后，还可以再采收一次侧芽和副

芽。在采收的过程中，应注意避免多次采摘，避免对茎秆生长造

成影响，也为明年的丰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2.2.6 进行土壤消毒与轮作

之所以进行土壤消毒，主要的目的是防治立枯病与其他病

虫害，其中可以选择敌克松药液进行消毒，其效果明显。

2.3 反季栽培

2.3.1 茎秆采集及制作

一般是在 11 月中下旬刺嫩芽的茎秆养分回流并进入到休

眠期，此时可进行茎秆采集，主要采集直径达 1.5 cm 以上的茎

秆。将采集的茎秆成垛摆放，并用稻草或玉米秸秆覆盖，避免风

干引起芽苞干瘪。将采集的茎秆截成 30 cm 的小段，并 50 根为一

捆进行捆绑。茎秆长度确定后不可再更改，因为在摆放至水床

后，必须要保证两端整齐，可利于顶芽通风透光，健康生长。同

时，在捆绑的过程中，应选择与顶端距离 20 cm 的位置，避免顶端

部分过于拥挤。

2.3.2 水床制作及栽种材料准备

温室内制作水床时，需充分考虑实际经济条件，从而确定水

床建造的档次。若经济条件允许，可建设水泥床，便于工厂化生

产；若经济条件不允许，可选择简单适用的土床，土床建造成本

相对较低。所建造的水床，其方向为南北纵向，宽度是 1.2 m，水

床之间过道间距控制在 30 cm。对于温室后墙过道，应控制其宽

度为 70 cm，而对于沿着温室之间的底边，应预留出 0.5 m 空余

位置开挖排水沟，便于更好地排水。将水床的高度控制在 15～

20 cm，床底端高度要高于排水沟，且平整，倾斜向排水沟一侧，以

便更好地排水。完成土床建造后，根据水床具体规格制作木框，

木框高度在 15～20 cm，将木框置于床面上，靠近排水沟的一端

还需留出排水口。

31



种子世界 2022·09

栽培技术

2.3.3 栽植及茎秆处理

完成水床制作后，将捆绑好的刺嫩芽茎秆一捆一捆挨着摆

放在水床中，且茎秆头朝上。随后在水床中注入清水，水深大约

为 5 cm。注水后，用 800 倍液的多灵菌兑 50 mL/L 赤霉素，对

茎秆喷雾处理，目的是防止发生灰霉病和软腐病，并提高发芽

的整齐度。水床间隔 5～7 d 换一次水，需要先将水床内的水全

部排除干净，然后用清水冲洗水床，确保水床干净后再注入新

水。

2.3.4 温湿度管理

在温室刺嫩芽栽培管理过程中，为实现保温保湿，需使用小

拱棚。因为在刺嫩芽生长时，单纯依靠茎秆向上进行水分传递难

度较大，如果没有小拱棚的保湿保温作用，随着中午室温的升

高，会在蒸腾作用下加剧植株水分散失的速度，进而导致芽萎

蔫。而在扣膜后，可保持棚内湿度在 85％以上，进而保证刺嫩芽

更好生长。在刺嫩芽生长的后期，还需在每天上午 10:00～11:00

将小拱棚揭开进行晾晒，晾晒时长大约是 1 h，由此降低棚内的

湿度，避免出现病害。此外，因刺嫩芽属于耐寒植物，其生长的温

度条件是 5～25℃，对此，就需要控制室内白天温度在 20℃以

下，夜间温度在 10℃以上。如果室内温度超过了 25℃，需要及时

通风换气，预防出现病害。

2.3.5 活水管理及肥料管理

在温室刺嫩芽栽培过程中，为避免出现灰霉病和软腐病，还

需进行活水管理，应每隔 3 天换一次新水，将陈水排除干净。水

生刺嫩芽茎秆在经过 10～12 d 后，其芽苞开始萌动，芽齐后

10 d，便可利用液体化肥喷施，补充茎秆养分，也可喷施磷酸二氢

钾等叶面肥。

2.3.6 采收

在嫩芽长至 10～15 cm 时便可采收。采收前需将小拱棚揭开

晾晒 1 d，由此降低刺嫩芽内部水分，以便更好地运输和贮存。而

在采收时，应沿着芽根基部用剪刀剪下，随后进行捆绑或整箱出

售。

2.4 病虫害防治

2.4.1 灰霉病和软腐病防治

灰霉病与软腐病对刺嫩芽的危害较大，主要是通过柔嫩组

织或伤口侵入，从而影响刺嫩芽的健康生长。在防治过程中，

可在刺嫩芽发芽前的发病初期，喷施 800 倍液的 50％多灵菌；

待刺嫩芽生长至 5 cm 时，再用 800 倍液 50％多灵菌与氮磷钾

混合肥一同喷施，同时保证生长的温度条件在 20℃，并定期更换

清水。

2.4.2 立枯病防治

立枯病也是刺嫩芽的常见病害，一般出现在刺嫩芽的育苗

期，这一病害会导致茎秆基部出现病斑、变色、腐烂或枯死。对

此，在防治过程中，需在扦插前用药液浸泡 30 min，之后再用 200

倍液雷多米尔 - 锰锌蘸根移栽。移栽过程中，需注意选择土壤疏

松、排水条件良好的地块栽植，在雨季来临之前，用 500 倍液

65％代森锌和 800 倍液 50％甲基托布津喷施茎部。

2.4.3 猝倒病防治

在刺嫩芽培育过程中，也会出现猝倒病。在防治该病害时，

可用 10 g40％五氯硝基苯与 10 kg 细土混合进行土壤消毒，均匀

撒在苗床上。对于发病初期的幼苗，可用 600 倍液 58％雷多米

尔 - 锰锌或 800 倍液 75％百菌清喷施处理。

2.4.4 疮痂病防治

对于刺嫩芽疮痂病的防治，需及时将病枝枯叶清除，若是春

季发病，可用 500 倍液 75％百菌清或 500 倍液 50％退菌特进行

喷施；若是秋季发病，可用 800 倍 50％甲基托布津喷施。

2.4.5 疫霉根腐病防治

对于刺嫩芽疫霉根腐病的防治，需在定植后适时浇水，并对

发病初期的植株用 700 倍液 58％雷多米尔 - 锰锌或 600 倍液

50％甲霜铜进行喷施。

2.4.6 蚜虫防治

蚜虫是刺嫩芽常见的虫害，在具体防治过程中，可用 1000～

1500 倍液 50％辛硫磷或 2000 倍液 2.5％氟氯氰菊酯，通过喷雾

或涂抹茎尖的方式进行防治。

2.4.7 白纹羽病防治

白纹羽病对刺嫩芽的根部造成危害，且该病菌的菌丝会残

留在土壤中存活多年，或寄生在其他根茎上引起根腐，在种植之

前需要进行土壤消毒，可以用 40%五氯硝基苯进行消毒，在刺嫩

芽生长期间出现该白纹羽病，需要利用国光三抗，用国光嘧菌酯

1500 倍进行浇灌，如果用药之前土壤比较潮湿，需要将土壤晾干

后再进行灌药。

3 结束语

刺嫩芽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这使得

其人工栽培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应全面把握刺嫩芽人工栽培

技术要点，从而实现刺嫩芽的高质量栽植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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