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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的栽培管理及养护技术

李文婧
北海公园管理处Ǔ北京Ǔ100000

摘Ȟ要：菊花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一，属多年生的宿根草本，在中国有着较久远的种植史。为此，本文详尽阐述

了菊花的科学种植技术和养护方法，涉及择田整地、田间管理、摘心修剪、光照处理、病虫害防控和改盆换土等方面

的关键步骤与注意事项。通过采用科学的种植技术与精细的护理技术，可以有效提高菊花的生长品质，并促使其健壮

地生长发育和延续生命周期，为观赏者创造更为美好的菊花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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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菊花，作为华夏文化中的瑰宝，不仅承载着

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以其绚烂多彩的花色、千姿百态的

花型以及卓越的耐寒能力，赢得了世人的广泛赞誉与

喜爱。每一朵菊花都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它们

在不同的季节里绽放，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色彩

与生机。然而，要让这份美丽得以充分展现并延续，离

不开科学合理的栽培管理与细致入微的养护技术。旨在

深入探讨菊花的栽培要点、管理策略及养护技巧，通过

系统的阐述与实用的建议，为广大的花卉爱好者提供一

份详尽的指南，助力大家更好地培育与欣赏这一传统名

花，共同守护与传承这份来自自然的美丽馈赠。

1��菊花栽培管理及养护技术的重要性

菊花对种植管理和保养工艺的重视，并不仅仅表现

在对植株自身生命健康的维护上，更深远地关系到了菊

花的观赏价值、文化价值以及对历史传统的继承。第

一，科学的种植技术才是菊花安全生长的根本。菊花为

多年生草本，其在发育周期中要求丰富的营养、适当的

水分与光线等条件。必须采用精细的土壤改良、适当的

浇水方法和适当的施肥制度，才能使得菊花根部健康发

育、枝叶茂盛，为后续的开花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及

时的除草、松土等田间管理措施，也能有效减少病虫害

的发生，提高菊花的抗逆性。第二，养护技术的精细程

度直接关系到菊花的观赏品质。菊花的美丽不仅在于其

丰富的花色和多样的花型，更在于其整体形态的协调与

优雅。通过定期的摘心修剪，可以控制植株的高度和形

态，促进侧枝的生长，使菊花株型紧凑、丰满。此外，

光照管理也是养护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菊花是喜光

植物，充足的光照能使其花色更加鲜艳、花朵更加饱

满。因此，在栽培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选择光照充足

的地块，并在必要时进行人工补光，以确保菊花获得足

够的光照。第三，菊花栽培管理及养护技术的提升，对

于推动花卉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升和对审美要求的多样化，中国花卉市场也

日趋兴盛。目前菊花已成为中国名花之一，在国际花卉

市场上也占据了主要地位。通过提升栽培管理与养护技

术，将能够培育出更多质量优、观赏价值好的菊花产

品，以适应市场需求，从而推动中国花卉行业的不断健

康发展[1]。

2��菊花的栽培管理技术

2.1  选地整地
在栽培菊花之前，选地与整地是两个至关重要的环

节，它们共同构成了确保菊花健康生长与观赏价值实现

的坚实基础。第一，选地需精挑细选，应优先考虑阳光

照射充足、排水性能优良且富含有机质的砂壤土区域，

这样的土壤条件不仅有利于菊花根系的深扎与扩展，还

能有效促进植株对养分的吸收与利用，为菊花的茁壮成

长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应避免在低洼易涝、阴湿不通

气或盐碱较大的区域种植菊花，以免给其生长发育带来

不良影响。第二，整地技术管理，这是对选定区域进行

细致管理的关键步骤。整地技术上，需对土地进行深

翻，深度约在三十公分以下为宜，可以破除土壤板结、

增加土地透明度，并促进土地微生物的活性。随后，应

施入足量的基肥，以腐熟的有机肥料为主，如农家肥、

饼肥等，并辅以适量的无机肥料，如磷肥、钾肥等，以

满足菊花整个生长周期对养分的需求。施肥后，还需对

土壤进行整平耙细处理，确保土壤表面平整、细碎无大

块，以便于后续的播种、移栽及田间管理操作。最后，

根据地形与排水需要，可将土地作成适当宽度与高度的

畦，以便于灌溉与排水管理，为菊花的健康生长提供更

为有利的条件。

2.2  田间管理
2.2.1  中耕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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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耕除草作为菊花田间管理的核心任务之一，其细

致操作对菊花生长环境的优化至关重要。中耕时，需使

用适宜的农具，如锄头或中耕机，深入土壤表层而不

伤及菊花根系，轻轻翻动土壤，打破土壤板结，使土壤

颗粒间形成更多孔隙，从而提升土壤的通气性和保水能

力。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菊花根系的呼吸作用，还增强

了其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在除草环节，除了人工拔

除，化学除草因其高效性也常被采用。但务必谨慎选择

除草剂种类，确保其对菊花无害或低毒，并严格按照推

荐剂量使用，避免过量导致药害发生。喷洒时，应采用

定向喷雾技术，尽量让药液附着在杂草上，减少对菊花

植株的直接接触，保护其免受化学物质的侵害。同时，

定期检查田间杂草情况，做到“除早、除小、除了”，

为菊花营造一个无杂草干扰、养分充足的生长环境。

2.2.2  追肥
追肥作为菊花生长周期中的关键养护措施，其科学

实施直接关系到菊花的生长态势与最终观赏价值。在选

择肥料时，应优先考虑有机肥料与无机肥料相结合的原

则，既保证养分的全面供给，又提升土壤的改良效果。

有机肥料如腐熟的动物粪便或植物残渣，富含多种微量

元素，能持续改善土壤结构；而无机肥料如尿素、磷酸

二铵等，则能快速补充特定营养元素，满足菊花不同生

长阶段的需求。施肥时，需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

避免一次性施用过量肥料，以免造成浪费并可能引发土

壤盐渍化问题。可采用环状沟施或穴施的方法，将肥料

均匀撒在距菊花根系一定距离的土壤中，随后覆土掩

埋，确保肥料逐步释放，供菊花根系缓慢吸收。此外，

施肥后应及时浇水，促进肥料溶解与渗透，同时也有助

于稀释可能存在的局部高浓度肥料，保护菊花根系免受

伤害[2]。

2.2.3  排灌
排灌管理的精细化实施，对于维持菊花生长环境的

稳定性至关重要。在灌溉方面，除了遵循“细流慢灌”

的原则外，还需注意灌溉水质的清洁与安全，避免使用

含有有害物质的水源，以免对菊花造成污染。同时，根

据菊花的生长阶段和天气变化，灵活调整灌溉时间和水

量，确保菊花在关键生长期能够获得充足的水分支持。

在排水方面，对于低洼易涝的田块，应提前规划并建立

有效的排水系统，如开挖排水沟、设置渗水井等，以迅

速排除多余水分，避免长时间积水对菊花根系造成损

害。此外，定期检查排水设施的通畅性，及时清理堵塞

物，确保排水系统的正常运行。在雨季来临前，还应加

强田间巡查，及时发现并排除潜在的积水隐患，为菊花

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2.2.4  打顶培土
打顶培土作为菊花栽培中的一项精细技术，其操作

细节对菊花的株型塑造和开花质量有着深远的影响。在

打顶时，需选择适当的时机，通常在菊花生长至预定高

度，且侧枝开始萌动时进行。使用锋利的剪刀或刀具，

迅速而准确地剪去顶端生长点，确保切口平整，以减少

伤口感染的风险。打顶后，菊花会感受到顶端优势的解

除，从而刺激侧芽的萌发和生长，形成更加丰满、紧凑

的株型。紧接着的打顶操作是培土。培土时，应选用疏

松肥沃的土壤，轻轻覆盖在菊花基部周围，注意不要过

厚以免压迫根系或影响透气性。培土的目的在于稳固植

株，防止倒伏，并通过增加土壤厚度来提升根系的生长

空间。同时，新添加的土壤还能为菊花提供额外的养

分，促进其持续健康地生长。在培土过程中，务必保持

细心与耐心，确保心叶不被掩埋，以保障菊花的正常光

合作用和生长发育。

3��菊花的养护技术

3.1  摘心修剪和补充光照
摘心修剪与补充光照是菊花栽培中提升观赏品质与

促进健康生长的关键环节。摘心不仅是对菊花生长形态

的精细调控，更是对植株未来开花潜力的深度挖掘。通

过精确控制摘心时间与次数，我们能有效调节菊花的株

型结构，避免单一主干导致的“柳叶头”现象，使植株

更加饱满、匀称。同时，摘心还能促进侧枝的萌发与生

长，为菊花后续的开花储备更多能量，从而延长花期，

提升花朵的观赏价值。修剪枝叶则是塑造菊花完美形态

的重要步骤。通过去除弱枝、病枝及多余的侧蕾，我们

可以优化植株的养分分配，使有限的资源更加集中地供

给给强壮的枝条与花蕾，以此提高整体的生长效率和开

花效益。这一过程并不仅仅是对菊花外在美丽的追求，

更是对其内在活力的呵护和开发。另外，日照也作为制

约菊花生长发育和盛开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其意义也

不容忽视。因为充分的日照不但可以提高菊花的光合作

用，积累较多的有机物，而且还可以促进花色素的生

成，使花卉色彩更为鲜艳夺目。所以，在种植过程中，

人们不仅要寻找日照较充分的种植地点，还要在必要时

进行人工补光，尤其是在日照时间较短的季节或地区，

通过白炽灯等光源在夜间进行适当的光照补给，以模拟

自然光照环境，促进菊花的健康生长与美丽绽放。

3.2  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防治是菊花栽培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直接

关系到菊花的健康生长与最终品质。针对菊花常见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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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病、白粉病等病害，除了定期喷洒杀菌剂进行预防

外，还需注意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降低湿度，以减少病

菌滋生。同时，加强水肥管理，提高菊花自身的抗病能

力也是关键。对于蚜虫、赤峡蝶、二星叶蝉等虫害，除

通过化学防治方法如喷鱼藤灵等农药以外，还可通过生

物防治和物理预防等方法实现综合治理。采用蚜虫对黄

色的趋性设置黄色黏虫板进行诱杀，既安全又高效。另

外，做好田间巡视，及时发现并摘除被害叶片以及幼崽

卵块，也是避免病害传播的主要措施。在农业病虫害预

防活动中，尽量减少洒水次数是一个很关键的辅助手

段。因为过多的雨水不仅会造成土壤湿度过高，也利于

细菌和害虫的滋生，还可能稀释药物浓度，影响防治效

果。因此，在病虫害发生期，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

浇水频率和量，确保菊花生长环境的适宜性。

3.3  换盆换土
换盆换土是菊花生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它对于菊花的健康生长和持续开花具有重要意义。随着

菊花植株的不断生长，原有的盆土可能会逐渐变得紧

实、养分匮乏，无法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求。此时，进

行换盆换土就显得尤为必要。第一，换盆换土的最佳时

机通常选在春季或秋季，这两个季节气温适宜，有利于

菊花根系的恢复与生长。在换盆前，可提早几天或暂停

浇水，以保持盆土表面略微干燥，便于脱盆。换盆前，

先轻轻地扑击盆壁，将盆土和盆壁分开，然后小心地把

菊花的植株从旧盆里拔出，尽量避免伤害根部。第二，

选用比旧盆略大、透气性良好的新盆，并在盆底铺上一

层碎瓦片或陶粒以增加排水性。然后，配制疏松肥沃、

富含有机质的土壤作为新土，将菊花植株放入新盆中，

填土至适当高度，轻轻压实土壤，使根系与土壤紧密接

触。换盆后，应立即浇透定根水，以促进根系与新土的

融合。第三，换盆换土后，应将菊花置于通风良好、光

照适宜的环境中养护，避免阳光直射和强风直吹。同

时，注意控制浇水量，避免盆土过湿导致根系腐烂。经

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菊花植株将在新盆中茁壮成长，绽

放出更加美丽的花朵[3]。

3.4  脚叶黄化和脱落防控
针对菊花脚叶黄化与脱皮的防治，还需要深入细

节，制定更加完整与细致的控制方法。第一，在扦插和

移栽方面，除推迟扦插日期和选择较浅栽植方式外，还

需保证插穗或移植苗的质量及无病害，同时选择富含有

机质的土壤，并加入适量的腐熟基肥，为根系繁殖提供

良好环境。第二，在水份控制上，除坚持干湿相间的原

则外，还需随着时令变化灵活调控。春天和秋季为菊花

的生长发育旺盛期，需水量较大，故宜保护土壤微湿；

在夏季高温下，除了加大洒水频次之外，也可于清晨或

傍晚对叶片进行喷洒，以提高空气湿度，降低叶片温

度，减少蒸腾作用引起的水分流失。第三，施肥方面，

强调平衡施肥，既要满足菊花生长所需的氮、磷、钾等

大量元素，又要注重微量元素的补充。在高温季节，减

少氮肥施用量，增加磷钾肥比例，以促进根系发育和花

芽分化，同时避免枝叶徒长导致的养分消耗过多。施肥

后，务必用清水冲洗叶片，防止肥料残留烧伤叶片。第

四，针对叶枯病等病害，除了通过调节栽种密度、改善

通风透光条件外，还应加强病情监测，如果发生了病叶

及时摘掉或销毁，就避免了病源的扩散。同时，还可采

用生物农药或低毒高效的化学农药进行预防，并注意及

时轮换药物，以防止对细菌发生耐药性。

结束语

菊花的栽培管理及养护技术，是确保菊花茁壮成

长、绽放绚烂光彩的关键。通过科学合理的中耕除草、

适时适量的追肥、精细的排灌管理、精准的摘心修剪与

病虫害防治，以及适时的换盆换土，我们能够为菊花创

造一个理想的生长环境。这些细致入微的养护措施，

不仅促进了菊花的健康生长，更提升了其观赏价值与品

质。让我们继续探索与实践，将这份对菊花的热爱与呵

护，转化为更加精湛的栽培技艺，让菊花之美在人间绽

放得更加灿烂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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