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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秋葵(Abelmoschus esculentus L.)是一种特色蔬菜，随着其各种营养价值和功效被挖掘利用，黄秋葵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黄秋葵在我国种植较晚，栽培技术不成熟。本文从选地与整地、施肥、品种选

择、播种与育苗、田间管理、采收等6个方面，结合当地生产实际，总结了一套黄秋葵优质高产栽培技

术体系，以期为提高黄秋葵品质和产量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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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kra (Abelmoschus esculentus L.) is a special vegetable. With the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ts 
various nutritional values and benefits, okra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among people. 
Okra was cultivated relatively late in China and its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re not mature. By com-
bining the local production practic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 set of high-quality and high-yiel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systems for okra from six aspects: land selection and preparation, fertiliza-
tion, variety selection, sowing and seedling cultivation, field management and harvesting i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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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vide a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yield of ok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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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黄秋葵(Abelmoschus esculentus L.)原产于非洲，亦称秋葵、咖啡黄葵，俗名羊角豆、补肾草 [1]。黄秋

葵的花和果实中黄酮含量极高，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黄秋葵嫩果中含有大量粘液，粘液的主要成分

为多糖和果胶，具有保护胃肠系统的功能 [2]  [3]。黄秋葵果实中富含膳食纤维，是辅助消化、平衡饮食、

减轻肥胖的重要成分 [4]。黄秋葵种子的咖啡碱含量较高，具有消除疲劳的功效 [5]；黄秋葵种子中含油量

丰富，且油酸和亚油酸含量较高，是良好的食用油原料 [6]。黄秋葵还可以深加工成花茶、饮料、胶囊、

干蔬等，是食用价值极高的蔬菜 [7]  [8]。 
黄秋葵在我国种植较晚，栽培技术不成熟，且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种植黄秋葵方法有所差异。潘小

曼 [9]、刘连军 [10]、王建军 [11]、杨江平 [12]、范荣 [13]等总结了辽宁、广西、陕西、新疆、海南等地的

黄秋葵栽培技术，各具特色，为指导当地黄秋葵种植提供了参考。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优

质逐渐成为黄秋葵消费者和种植者关注的热点，而目前的黄秋葵栽培技术针对提高品质的总结和论述较

少。根据我们近几年种植黄秋葵的经验，结合江苏南通地区气候和环境特点，本文总结了一套黄秋葵优

质高产栽培技术，旨在为黄秋葵科学种植、提升品质和增加产量提供参考。 

2. 选地与整地 

2.1. 选地 

为了追求黄秋葵优质高产，应按以下原则选择种植地：1) 应选择远离工厂和居民聚集区的无工业污

染和生活排放地块；2) 黄秋葵喜光、耐热，需选择光照充足、不挡光的地块；3) 黄秋葵不耐水淹，应选

择排水良好的地块；不应选择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地块；4) 黄秋葵根系发达，吸收肥水能力强，最好

选择土层深厚、土壤疏松肥沃的壤土或沙壤土；5) 黄秋葵忌重茬，最好不要与果菜类连作，也不宜以豆

类、玉米、向日葵、棉花为前茬，以免发生病虫害。最好选根菜类、叶菜类等作为前茬。 

2.2. 整地做畦 

黄秋葵属于高秆蔬菜，根系发达。前茬作物收获后，土地要深耕深翻，做到地平土碎，清除杂草。

播种前一周作畦，可采用窄畦双行种植，也可采用宽畦多行种植。窄畦宽 1 m，宽畦宽 2.5 m，畦沟宽 30 
cm、深 25 cm~30 cm。做好沟渠配套，方便排水及灌溉。 

3. 施肥 

长期施用化肥既会对土壤产生不良影响，也会降低黄秋葵品质。为提高黄秋葵品质，肥料的使用应

以有机肥和生物性肥料为主，少施无机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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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地时一次性施足基肥，每 667 m2可施入腐熟农家肥 3000 kg~4000 kg，氮磷钾复合肥 20 kg，深

耕深翻使土肥充分混合。在施足基肥的基础上，生育前、中期视苗的生长状况不施或施少量氮肥；后期

以施有机肥为主。整个生育期做到肥料合理搭配，控制在中等肥力水平，切忌过量施肥。 

4. 品种选择 

选好优良品种是决定黄秋葵品质和产量的重要因素。应选择审定推广或生产上大面积栽培的优良品

种。所选品种一般应具有种子发芽率高、出苗整齐、农艺性状优良、抗逆性强、嫩果采摘期长、果实口

感好、产量高等优点，对实现黄秋葵优质高产栽培至关重要。 

5. 播种与育苗 

5.1. 播期 

黄秋葵喜温暖，耐热怕冷，主要生育期应安排在无霜期内。黄秋葵栽培一般采用直播，南通地区 4~6
月均可播种。4 月份播种应覆盖地膜，以提高地温和保湿。为了更早上市，也可采用温室大棚穴盘育苗，

可在 3 月中、下旬育苗。 

5.2. 浸种催芽 

由于黄秋葵种皮较硬，播种前需用 30℃~35℃温水浸种 24 h，以提高出芽率，50%以上种子露白时即

可播种。播前将种子用清水投洗一次，洗净种子表皮粘液，可用潮湿纱布包好待播。 

5.3. 播种 

地温稳定在 15℃左右时即可播种。直播需先开沟或挖穴，浇底水。栽培规格为行距 50 cm，株距 40 
cm，每穴播 3~4 粒种子，播后立即覆土 2 cm~3 cm。因种子已提前浸泡吸足水，所以底水不宜浇的过多，

加之覆土，不会影响出苗。反之，如果底水过多，呈稀泥状的泥土会抑制种子发芽和出苗。 

5.4. 育苗 

如采用穴盘育苗，可在装有潮湿营养土的穴盘内每穴播 2~3 粒种子，覆土保温保湿。温室大棚内温

度保持在白天 25℃左右，晚上 18℃左右即可。期间注意通风，土壤湿度不要过大，有利于培育壮苗。待

幼苗长至 1~2 片真叶时即可移栽，移栽的密度同直播密度。 

5.5. 间苗与中耕 

在直播第 1 片真叶展开或育苗移栽缓苗后进行第 1 次间苗，去掉病残弱苗；当 3~4 片真叶展开时定

苗，每穴留 1 棵壮苗。 
中耕可以起到提高地温、促进根系生长、清除杂草的作用。未覆地膜的地块，应在黄秋葵幼苗出土

和定苗后中耕 2~3 次；在第一朵花开放前中耕 1 次，以达到加快缓苗、抑制杂草、促进黄秋葵生长的目

的。 

6. 田间管理 

6.1. 病虫害防治 

黄秋葵的抗病虫能力较强，在合理轮作的情况下，一般很少发生病害。病虫害防治应实行预防为主，

农业、生物防治为主要手段的综合防治策略。如发生大面积病虫害，生物防治无效时应选择高效、低毒、

低残留的农药进行化学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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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秋葵虫害主要有蚜虫、棉蓟马和卷叶虫，一般在气候干旱的年份有所发生。每公顷可安装一盏频

振式杀虫灯诱杀害虫。蚜虫可用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3000 倍液或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防

治。卷叶虫用 20%氰戊菊酯乳油或 2.5%敌杀死(溴氰菊酯)乳油 6000 倍液防治。 

6.2. 追肥和水分管理 

追肥在生长前期以氮肥为主，中后期以磷钾肥为主。缓苗后进行 1~2 次追肥，每 667 m2施尿素 6 kg~7 
kg，施肥后应及时浇水。开花后进行 1~2 次追肥，以有机肥为主；如施化肥，则每 667 m2施磷钾含量高

的复合肥 20 kg。 
南通地区在黄秋葵的生长季雨水比较充足，基本不存在缺水情况。如遇极端高温干旱天气，特别是

在出苗期和开花结果期，则应及时补水，以促进缓苗和果实膨大。黄秋葵怕水淹，如遇雨水过大，田间

积水严重，应及时排水，以促进根系生长及嫩果发育。 

6.3. 整枝 

在黄秋葵生长的中后期，应根据品种的农艺性状特点进行整枝，以改善通风透光条件，防止病虫害

发生，提高果实品质和产量。如所选品种侧枝结果多，并且对主茎结果影响小，可以轻度整枝。如所选

品种侧枝较多，且结果能力差，则应清除侧枝，促进主茎结果。在黄秋葵结果期，可在采摘嫩果的同时

将下部老叶摘除，以利于通风并减少底部养分消耗。 

7. 采收 

黄秋葵果实生长快，易老化，必须掌握好嫩果的采收时机。采收过早产量低，采收过迟纤维化严重，

品质降低甚至不能食用。应根据不同品种的果实发育特点进行采收。一般于黄秋葵花后 7 d~8 d，嫩果长

至约 10 cm~15 cm 时开始采收。以果实外表鲜绿、质感软嫩、果内种子未老化为最佳采摘状态。采收时

间以早晨为宜，嫩果更加鲜嫩。 
黄秋葵茎、叶、果实上都有毛刺，可引起皮肤被刺或过敏反应，采收时应戴手套。采收时需用剪刀

剪断果柄，不要用力拉拽，防止伤枝。在嫩果生长盛期，须每天采收或隔天采收。在保证水肥条件充足

的前提下，嫩果采收可持续至初霜前。 

8. 小结 

黄秋葵喜温暖、耐热怕冷，有一定的抗旱能力、怕水淹，抗病虫能力较强但忌重茬。为了提升品质、

提高产量，黄秋葵栽培应特别重视选地、施肥、品种选择、整枝等环节。同时，应根据种植地气候环境

特点和所选品种特征特性，合理调整各项栽培技术以促进黄秋葵优质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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