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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攀西地区宿生蓖麻高产栽培技术

吴 昊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摘 要】四川攀西地区栽培蓖麻有悠久历史，品种繁多。开发蓖麻产业，是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为一体的朝阳产业，具有美好的发展前景。本文初步总结了攀西地区蓖麻高产栽培的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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蓖麻 -0121345 26774315 81339945 / 为双子叶植

物纲，大戟科蓖麻属一年生草本植物或多年生小乔

木（热带亚热带地区）。蓖麻适种性能广，耐土壤酸、

碱力强。生育期要求##%:积温 .%%% ; &%%%:，光

照 .%%% 小时，年降水 *%%77 以上。种子发芽期温度

#": ， 田 间 持 水 量 #!< ; .#< ， 月 降 水 ,% ;
#%%77。 产 量 ..$% ; &*$%=> ? @7.， 最 高 可 达

$.$%=> ? @7. 以上，分布在攀西地区 .. 个县市（区），

目前攀西地区连片规模种植蓖麻超过 # 万 @7.，其

中 "%@7. 以上集中连片的共有约 %( A 万 @7.，&% ;
"% @7. 集中连片的共有约 %( * 万 @7.。开发蓖麻产

业，是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一体的朝

阳产业，具有美好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人们对蓖麻品种的增产作用，对高产高

效栽培技术有了充分的认识，蓖麻单产水平有了一

定提高，栽培种植面积也有所扩大。本文就攀西地

区多年宿生蓖麻的大田高产管理技术作一介绍。

# 宿生蓖麻的生物学特性

#( # 蓖麻的生长发育对外界条件的要求

#( #( # 温度 蓖麻是喜温作物，在它完全发育与成熟

的期间内，所需温度的总和为 .%%% ; &.%%:。蓖麻

的幼苗不耐春寒，如遇 %( ! ; #: 的春霜即受冻死

亡，所以春播要在晚霜停止后才能进行。种子在覆盖

& ; A27 深的土壤中，土温稳定在 #.:以上时，开始

发芽，如土壤中水分适当，经 #A ; #" 日即可出苗。

#( #( . 水分 蓖麻种子在田间最大持水量 .%< ;

.#< 时，如温度条件得到满足，就能迅速发芽。蓖麻

生长初期和种子灌浆期间，需要水分较多。蓖麻虽有

一定的耐早能力，但如过分干旱，则生长发育不良。

所以，在水土易流失的干旱荒坡，土层即使深厚，蓖

麻也仍然不能正常生长发育。

蓖麻现蕾、开花、结实期间，如天气干旱，土壤水

分不足，着生雌花数少，对产量有影响，而雨水充足，

则可显著提高产量。但当水分过多，特别是当富含有

机质的土壤中水分过多，一些品种的植株虽然生长

茂盛，但由于过分旺长，开花结实也少。在生长旺盛

的 " ; ! 月，如阴雨连绵，也不能开花结果。种在低洼

地的蓖麻，若被水淹，会很快死亡。

#( #( & 土壤 蓖麻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各种土壤都

可种植，而以排水良好、土层深厚、有机质丰富的砂

质壤土栽培最为适宜。但在粘重的红壤土 -酸性土 /
中根系的生长发育不良。而过于潮湿及肥沃的土壤，

由于枝叶生长过旺，会使蓖麻结实率降低。在土壤瘦

薄的地方种植，植株低矮分枝很少，结果也不多。

#( #( A 光照 由于蓖麻每日早晨和傍晚进行光合作

用时吸收阳光的有效照射量最大，下午最小，所以蓖

麻 光 合 产 物 中 只 含 日 光 有 效 照 射 量 的 #,( $< ;
!$( *< ，其余的则被裸露的土壤吸收或被植株反射

出去。当蓖麻的圆锥花序形成种子前，它的光合作用

对从侧面来的斜射光能量的吸收率最大。

#( . 蓖麻的开花习性

蓖麻除少数品种第四级分枝上形成的花序还能

座果成熟外，由于雨水断绝，气温降低，即或有少数

能座果的也不能保证成熟。对在攀西地区能越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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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多年生蓖麻来说，则进入为来年花序形成准备

营养物质的第二次营养生长阶段了。因此，和其它

一年生作物如水稻、玉米、向日葵等相比，蓖麻是没

有单独的生殖生长阶段的。总的说来，仅从在四川

西昌观察的初步结论来看，蓖麻的开花以天气晴朗、

湿度适当为好。蓖麻各花序由于形成的迟早不同，

开花的先后也不一致，加以各花序上雌花和雄花的

数目又多，所以整株的开花期拉得很长。

" 宿生蓖麻高产栽培技术

"# $ 蓖麻地的选择和土壤耕作

"# $# $ 适当深耕 蓖麻和其它作物相比，较耐瘠

薄，适应性强，但要获得高产和好的经济效益，必须

为蓖麻创造土层深厚、质地疏松、酸碱适度和肥沃的

土壤环境以及其它能充分发挥蓖麻增产潜力的环境

条件。蓖麻对土壤的耕作要求较高，为促进蓖麻根

系的充分生长，就要进行深耕，使主根深入地下，使

侧根平展，以吸收利用土壤中的深层水分和耕作层

中的丰富营养。据研究，深耕 "%&’，产量为 "()*+, -
.’"；而深耕 "/&’，只有 "0)/+, - .’" 的产量；如果深

耕 $1&’ 时，产量仅有 "1(*+, - .’"。不难看出，适当

的深耕可以提高蓖麻的产量。特别是宿生蓖麻更加

如此。

"# $# " 土壤改良 对于质地粘重的土壤不应提倡

种植，对大量的酸性重的红壤，可适当使用石灰加以

改良，提高磷的有效成分，促进蓖麻的生长。对坡地

栽培蓖麻要埋高墒，以减少表层土受雨水的冲刷，减

少土壤养分流失。

"# " 间套作和轮作

在荒山上种植蓖麻，应提倡与绿肥套种，由于蓖

麻高大，要求株行距较宽。一方面充分利用地力，另

一方面又解决了农家肥的缺乏，增加了土壤有机质，

改善了土壤，促进了蓖麻生长。

提倡轮作是大面积发展蓖麻生产应注意的问

题。在种植宿生性蓖麻三年以后，种一年绿肥，既解

决了连作问题，也解决了再种蓖麻的基肥。而一年

生的蓖麻种植地，每 " 2 ) 年与豆类或绿肥轮作一季

或一年。蓖麻的轮作种植，以豆类为佳，禾本科次

之。蓖麻除轮作外，也提倡与其他作物间套种植。由

于蓖麻植株高大，个体生长旺盛，行距较宽，可与其

它矮杆作物间套，其中与豆类或绿肥间套最佳。

"# ) 播种前的准备

"# )# $ 整地、挖窝 种植蓖麻前，在选定了品种，

地块之后，应确定种植密度，然后布点大窝。蓖麻是

直根系，有的宿生性品种，根深数米，深挖窝有利于

蓖麻根系发育，有利于土壤的熟化，不但对蓖麻当年

的生长有利，而且有利于宿生蓖麻的生长。

窝的深度要根据土层的厚度，肥力来来决定。有

机质多的可适当浅些，土壤瘠薄的适当加深，以大

窝、深窝加施有机肥弥补其肥力的不足。地下水位

高、渗透性太大的不宜太深。一般打窝深 %/&’，宽

%/&’ 为宜。如果在前期深翻地以后再打窝，窝宽只

需 )/&’。

"# )# " 施足底肥 挖窝后合理地施足底肥，对蓖

麻生产很重要，蓖麻整个生长期所需肥料较多，尤其

宿生蓖麻更是如此。基肥是以腐熟的农家肥为主，与

磷肥拌后施用。基肥能起到保水、保肥，保持土温和

疏松土壤的作用，以保证苗齐、苗壮，为蓖麻的后期

稳定的生长发育打下良好的基础。农家肥既能满足

植物生长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肥效虽慢，但持续长

久。基肥的施用量：农家肥 $*///+, - .’"，钙镁磷肥

0*/+, - .’"，腐熟的堆肥混合钙镁磷肥后施入窝底，

加盖细碎土与之拌匀，使窝面低于地表 *&’ 待播

种。

"# )# ) 蓖麻播种前的种子处理 蓖麻在播种前，

种子进行必要的处理十分重要，对出苗及后期的生

长都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晒种应该选择晴好天

气晒 " 2 ) 天，注意不要放在潮湿的地面上，同时应

适当进行翻晒，如气温高于 "*3，可以酌情减少晒

种时间。蓖麻种子通过 %/4 的福尔马林、*/4的多

菌灵等药剂处理，能消灭蓖麻种子所带的病菌，减少

发病，还能起到对土壤部分的消毒作用，减轻地下害

虫对蓖麻种子的危害和因土壤带菌而引起的某些苗

期病害。

蓖麻的种壳通透性差，往往出苗缓慢，全苗困

难。因此，浸种催芽是一项重要的生产措施。浸种催

芽的方法是：把种子倒入 "* 2 )*3的温水中，使种

子浸泡在距水面 ) 厘米以下的水中，用温水浸种 "%
小时，或用 %*3左右的温水浸种 ) 2 % 小时，捞出摊

开，下面铺一层塑料布，种子上面盖一层草垫或麻

袋，置于 "/ 2 "*3暖室内堆放 $ 2 " 昼夜，也可放在

塑料棚内，温度保持 "/ 2 "*3，待有部分种皮破口

露出胚根，破开露芽，大部分种子吸水萌动，便可立

即播种。实际播种时，每穴最低应保证 " 2 ) 粒种子，

出苗后可采取间苗的措施以保证全苗和壮苗。

吴 昊：四川攀西地区宿生蓖麻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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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种植密度和播种

蓖麻由于类型和品种不同，土壤的种类及肥力

不同，其种植密度也不同。在宿生蓖麻的种植中，可

在第一年稍种密一些，第二年再间去一部分植株，以

适应多年生蓖麻营养体的发育，提高产量。在种植

稍稀的地块，也可利用摘顶的办法，促进腋芽的萌

动，增加分支和花蕾。在攀西地区，一般的栽培水平

条件下，矮杆早熟品种，蓖麻的株行距为：下等肥力

!"" & ’"() 或 !"" & *"()，密度 !"+"" & !#""" 株 ,
-)#，最高不能超过 !.+"" 株 , -)#；中等肥力 !"" &
!""()，密度 !"""" 株 , -)# 左右；高杆中晚熟品种，

株行距为：中等肥力 !#" & !#"() ，密度 /0+" 株 ,
-)# 左右。

蓖麻种子在 !"1以上便开始发芽，最适宜的温

度是 !# & !+1。播种期的选择很重要，在攀西地区

以昼夜温度在 !"1以上，土壤水分达到湿润，满足

种子发芽，幼苗生长为宜，尽量提早播种为好。蓖麻

播种后，覆土深度要适当。在土壤水分适中的情况

下，覆土深度以 . & +() 为宜。

在打窝播种时，先放农家肥于窝内，让细土与农

家肥拌匀，再放 .() 左右的细土，使其低于窝口平

面 +()，待播种后，覆土 . & +()。待中耕追肥时，再

将窝内的土加高，超过窝口平面 % & +()，以防积

水。

#$ + 中耕管理和打顶

蓖麻从播种到出苗，在攀西地区约需要 !" & !#
天。待蓖麻出苗后要及时间苗定苗，这对促进蓖麻

生长发育，提高蓖麻的产量至关重要。当幼苗长出

两片真叶时，先进行间苗，待第四片真叶长出后，就

要及时进行定苗。长出 + & / 片真叶期应该抓紧时间

追施第一次肥料，以尿素 !"+23 , -)# 为宜，施肥时

应将肥料放在距根部 * & !"() 处，用土盖上，以提

高肥效，追肥时化肥不要撒在叶片或茎杆上，否则会

造成严重烧伤。

蓖麻植株长出六片真叶后，逐渐进入营养生长

旺盛期。此时期由于降水和气温的升高，光照的增

强，杂草滋生，土地板结，地下害虫也逐渐增多，应及

时进行中耕，铲除杂草，疏松土壤，消灭害虫，改善土

壤环境以调节土壤的水、气、热。

在蓖麻的主茎上潜伏着许多腋芽，为促进腋芽

的提早萌动，使其多分枝，多结果，常采取用手摘去

主茎顶端的生长点的办法，以求第一，第二分枝的生

长。蓖麻的适时打顶，可控制蓖麻生长的高度，抑制

徒长，促进早熟，该措施能有效地促进第一分枝的发

育，提高种子的产量和质量。打顶不仅能使第二分枝

成熟，而且获得第三级分枝的大部分产量，使单株产

量和群体产量有机的结合起来，获得优质高产。打顶

的方法是：在有 0 & * 片真叶时，掐掉主茎顶芽，但不

要损伤顶芽两旁已张开的幼嫩真叶。

#$ / 收获技术

蓖麻因各级花序开花时期不同，所以各级果穗

的成熟期也不同。一般各级果穗相差 #" 天左右，为

减少收获前脱落损失，需要分批进行收获。采收的标

准是果穗上的蒴果 *"4 达到黄褐色，室间凹陷处呈

现黄白色时，即可进行收获。收获的果穗需要立即进

行晾晒。蒴果晒干后，用专用脱壳清选机进行脱粒，

脱下的籽粒晾晒至水分含量$!!4 时即可装袋入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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