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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在互助县哈拉直沟乡盐昌村对独头蒜进行分期播种，共播种3期，对分期播种的独头蒜进行

生育期观测和产量测定，经过各生育期和产量分析，得出2022年独头蒜种植最适宜播期在4月上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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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growth period observation and yield determination of the single-headed garlic 
sown in Yanchang Village, Halazhigou Township, Huzhu County, were carried out in stages, and 
the growth period and yield determination of the single-headed garlic sown in stages were carried 
out, and after the analysis of each growth period and yield,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most suitable 
sowing date for the planting of one-headed garlic in 2022 was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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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独头蒜是大蒜顶芽最内层鳞片膨大，而外层鳞芽分化不良，不能形成蒜瓣或植株不能抽薹而形成[1]。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播种的蒜瓣没有经过低温阶段完成春化作用，导致花芽不分化，且鳞芽在分化时缺乏

足够的光照和营养物质供应[2]。 
适时播种是大蒜优质高产的关键技术，而大蒜的播种期既取决于当地气候条件也与品种的全生育期

有关。不同生育期对温度的要求不同为了提高产量必须使大蒜不同生育期对温度的要求与本地区的温度

季节变化相吻合[3]。而独头蒜是指在农业生产中没有分瓣的蒜[4]。其产生的原因是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

未能分化形成鳞腋芽，营养都集中于顶芽而逐渐长成单瓣蒜[5]。一般情况下，播期过晚、种瓣太小、种

植密度太小、蒜种未经过低温春化、土地贫瘠、干旱、水肥营养供应不足等因素均会导致大蒜苗期营养

不足、植株生长受抑制、鳞茎分化延迟，最终形成不分瓣的独头蒜[6]。 
隋淑梅认为播期是影响独头蒜形成的主要因素，通过播期的调控，能够抑制大蒜鳞芽分化而形成独

头蒜[7]。本研究从播种时间去探究适合互助地区独头蒜丰产的种植模式以及互助地区独头蒜生长发育所

需的气象条件，以期为互助当地独头蒜的实际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2. 试验与方法 

2.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哈拉直沟乡盐昌村，地势平坦，能够代表当地主要农业生产种植条件，气象资料选用哈

拉直沟乡杏园村气象观测站数据。试验于 2022 年 3~8 月在哈拉直沟乡盐昌村进行。品种试验选用的个大

蒜品种为江苏蒜种，播期为 3 月 16 日、4 月 6 日和 4 月 28 日，共播种 3 期；试验均选用饱满、无瑕疵

的蒜瓣，播种于提前划分好的小区内。 

2.2. 试验设计与方法 

2022 年 3 月 16 日、4 月 6 日和 4 月 28 日分别播种，共 3 个播期。独头蒜试验观测自第一期播种开

始截止整个试验播期独头蒜成熟。记录生育期，收获后及时测定独头率和产量，保存备用。本研究通过

独头蒜不同播期种植实验，对不同播期生育期气象条件及产量分别进行对比分析，确定最佳播种期。并

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探讨独头蒜生长阶段各要素指标，并探讨独头蒜产量影响指标。 

2.3. 试验观测项目 

观测了独头蒜的生育期、产量和土壤水分变化，并进行了产量分析；生育期观测了播种期、出苗期、

三叶期、六叶期、成熟期 5 个生育期。每个播期选取 10 株进行株高、密度和产量数据收集测定，与相应

各生育期的气象热量条件因子进行结合分析，分析不同播期气象条件对生育期及产量影响，用米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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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高(将植株拉直，茎盘处到最长叶尖的距离)，用电子游标卡尺测量蒜头横径，用电子天平称取蒜头重(除
去蒜头根须以后称取 40 株蒜头总重)。 

2.4. 生育期气象条件 

2022 年三个播种期的观测资料和对应的平均气温、≥0℃的积温、日照时数如表 1 所示，生育期为

92~115 天，观测地段有灌溉条件，主要在播种前和六叶期后进行灌溉，水分供应充足。第一播期、第二

播期和第三播期的生育期内≥0℃的积温分别为 1311.8℃、1434.7℃、1487.8℃，生育期内平均气温分别为

11.4℃、13.3℃、15.2℃，生育期内日照时数分别为 786.3 h、704.8 h、658.3 h。在热量和水分条件都充足

的条件下，第二播期的株鲜蒜头重、独头率、横径等产量因素数据均优于其他两个播期。第一播期、第

二播期和第三播期的 40 株株鲜蒜头总重分别为 573.4 g、713.7 g、589.1 g。 
 

Table 1. 2022 Huzhu muslim garlic observation information 
表 1. 2022 年互助独头蒜观测资料 

播期 生育期/d ≥0℃的积温/℃ 日照时数/h 平均气温/℃ 

第一播期 115 1311.8 786.3 11.4 

第二播期 108 1434.7 704.8 13.3 

第三播期 92 1487.8 658.3 15.2 

3. 结果与分析 

独头蒜有播种期、出苗期、三叶期、六叶期、成熟期 5 个生育期。 
播种期：大蒜种瓣栽种的日期。 
出苗期：第一片叶出现，长约 2.0 厘米。 
三叶期：第三片叶出现，长约 2.0 厘米。 
六叶期：第六片叶出现，长约 2.0 厘米。 
蒜头可收成熟期：大部叶片枯萎，仅存 3~4 片绿叶，假茎变软，鳞茎外部鳞片变成革质薄膜。 

3.1. 不同播期独头蒜发育生长状况 

从表 2 可以看出，三个播期的独头蒜总生长生育期按播期早到晚呈缩短趋势，第一期最长，第三期

最短。第一播期的播种期为 3 月 16 日，成熟期 7 月 8 日，生长期 115 天；第二播期的播种期为 4 月 6 日，

成熟期 7 月 22 日，生长期 108 天；第三播期的播种期为 4 月 28 日，成熟期 8 月 3 日，生长期 92 天。三

期平均生长期日数是 105 d。 
 

Table 2. Different-headed garlic fertility period and interval day(month/day) (d: day) 
表 2. 不同播期独头蒜各生育期及间隔日数(月/日) (d：日数) 

播期 播种 出苗 三叶期 六叶期 可收成熟期 总生长期 

第一播期 3/16 4/6 
(21 d) 

4/12 
(6 d) 

5/6 
(25 d) 

7/8 
(63 d) 115 d 

第二播期 4/6 4/30 
(24 d) 

5/6 
(6 d) 

5/28 
(22 d) 

7/22 
(56 d) 108 d 

第三播期 4/28 5/22 
(24 d) 

5/28 
(5 d) 

6/14 
(17 d) 

8/3 
(50 d) 9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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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播期的播种至出苗期最短，第二期和第三期持平；出苗至三叶期第一播期相对其他两期偏长 1~2 
d 左右，第三播期生育时间最短；三叶期至六叶期生育期第三播期较其他两期偏短 5~6 d，其他两期较为

接近；六叶至可收成熟期第一播期生育期长于其他两期，比第三播期偏长 13 d 左右，比第二播期偏长 7 d
左右。 

总体来说第一播期的独头蒜各生育期中除了播种至出苗期较其他两期短之外，其他生育期均比二、

三播期的偏长或持平；第二播期独头蒜除播种至出苗期以外，各生育期均比第一播期偏短，比第三播期

偏长。第三播期出苗期较第一播期偏长，与第二播期持平，其他各生育期均偏短(图 1)。 
 

 
Figure 1. Comparison of daily number of each fertility period during different broadcasting periods 
图 1. 不同播期各生育期间隔日数对比 

3.2. 不同播期各生育期积温分析 

从不同播期各生育期≥0℃积温统计数据表分析可以看出(表 3)，在播种至出苗期，第三播期较其它两

期积温最高，第一播期最低。在出苗至三叶期，第二播期≥0℃积温最低，生育期第三播期最短。在三叶

至六叶期，第三期生育期最短，积温值也最低，第一期生育期日数最长，积温最高。六叶至成熟期第三

期生育期日数最短，积温也最低。总之，播种至成熟期第一播期生育期日数较其它两期长，积温也相对

略偏高。说明在各生育期≥0℃积温越高，独头蒜生长相对较快。 
 

Table 3. Different broadcast period each fertility period ≥0˚C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statistics table (˚C) 
表 3. 不同播期各生育期≥0℃积温统计表(℃) 

播期 播种–出苗 出苗–三叶期 三叶–六叶期 六叶–成熟期 总合计 

第一播期 99.1 53.3 179.8 979.6 1311.8 

第二播期 180.5 52.6 297.1 904.5 1434.7 

第三播期 263.8 98.1 242.6 883.3 1487.8 

3.3. 不同播期各生育期平均气温分析 

经统计，如表 4 所示，独头蒜播种到出苗日平均气温在 4℃~11℃，出苗到三叶期日平均气温在

8℃~16℃；三叶至六叶期日平均气温在 7℃~14℃；六叶至成熟期日平均气温为 15℃~17℃。独头蒜形成

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播种的蒜瓣没有经过低温阶段完成春化作用，导致花芽不分化，且鳞芽在分化时缺乏

足够的光照和营养物质；根据表 4 可以看出，第一播期在出苗到三叶期日平均气温最低，第一播期独头

率也是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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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Different broadcasting period average temperature statistics table (˚C) 
表 4. 不同播期各生育期平均气温统计表(℃) 

播期 播种–出苗 出苗–三叶期 三叶–六叶期 六叶–成熟期 全生育期 

第一播期 4.7 8.9 7.5 15.3 11.4 

第二播期 7.5 8.8 13.5 16.2 13.3 

第三播期 11.0 16.4 14.3 17.3 15.2 

3.4. 不同播期对独头率及产量影响 

随着播种期的延迟，独头蒜的独头率、小区重量、横径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总体为第二播

期 > 第三播期 > 第一播期；其中，第二播期独头率为 96%，第三播期独头率为 83%，第一播期独头率

为 70%。独头蒜横径是影响市场价格的最重要的商品属性，由表 4 可以看出，第二播期与第三播期独头

蒜的横径为 3.3 cm 和 3.2 cm，明显比第一播期的横径大。 
由表 5 可以看出，不同播期下互助地区第二播期独头蒜的独头率、小区重量、横径均优于其他两个

播期。可见同一地区独头蒜的独头率与小区重量、横径三项数据与播期有很大关系。综合而言，第二播

期独头蒜的整体品质要优于其他两个播期。 
 

Table 5.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duration and output of unique garlic during different broadcasting period 
表 5. 不同播期对独头蒜的独头率及产量的影响 

播期 生长期/d 独头率/% 小区重量/g 横径/mm 

第一播期 115 70 573.4 29 

第二播期 108 96 713.7 33 

第三播期 92 83 589.1 32 

4. 结论 

播种期的不同使得植物生长发育所处的自然条件不同，从而对各生育阶段的长短以及全生育期天数

产生影响。经研究发现，影响独头蒜生长发育的主要气象影响因子为平均气温和积温；独头蒜播期推迟

后，生育期温度升高，导致其生育进程加快，全生育期缩短。在进行试验的三个播期下，第三播期的全

生育期天数最短。 
通过本次试验可以明显看出，早播大蒜独头率明显低于晚播；独头蒜播期过早使得独头蒜三叶至成

熟期受气象条件影响，生长期缓慢，生育期延长。第二播期的独头蒜的独头率、小区重量、横径均为最

优。因此 2022 年互助地区独头蒜大田种植最适宜播期在 4 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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