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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的种植技术以及发展前景探索

聂廷梅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冉堌镇人民政府Ǔ山东Ǔ菏泽Ǔ274100

摘Ȟ要：本文深入探讨了山药的种植技术及其产业未来发展前景。文章系统介绍了山药的种植技术，包括选地、

施肥、播种等关键环节，同时详细解析了种植管理细节，如田间除草、灌溉施肥等。此外还阐述了山药的收获时机与

贮藏方法，确保山药品质。最后文章展望了山药产业的广阔发展前景，为山药种植者提供了实用指导和方向性建议，

助力山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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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山药这一兼具营养与药用价值的食材，近年

来在市场上赢得了广泛的青睐。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

升和民众健康饮食观念的深化，山药的需求量呈现出稳

步增长的态势。面对这一市场需求，深入探索山药的种

植技术，优化种植管理，提高产量与品质，并展望其发

展前景，不仅对于满足市场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

为山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与指导。

1��山药的种植技术概述

1.1  地块选择
山药对土壤条件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它喜欢阳光

充足、排水良好、土层深厚且疏松肥沃的土壤。因此，

在选择种植地块时，应优先考虑地势较高、向阳背风、

排水良好的地方。这样的地块不仅有利于山药的生长，

还能有效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具体来说，山药的根系较

为发达，需要深入土层以吸收养分和水分。因此土层的

厚度和疏松程度对山药的生长至关重要。同时山药对土

壤的排水性能也有较高要求，若土壤排水不良，容易导

致山药根系腐烂，进而影响其正常生长。因此，在选择

地块时，应确保土壤具有良好的排水性能。另外山药不

宜与马铃薯、红薯等易感染相似病害的作物连续种植。

这是因为这些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可能携带相同的病原菌

或害虫，若连续种植，容易导致病害的交叉感染和蔓

延。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应尽量避免在连

续种植过马铃薯、红薯等作物的地块上种植山药。

1.2  整地施肥
在种植山药前，对地块进行深耕细耙是必不可少的

步骤。深耕可以打破土壤板结，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和保

水性，为山药的根系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1]。并且细耙可

以进一步疏松土壤，使土壤颗粒更加均匀，有利于山药

根系的扩展和养分的吸收。除了深耕细耙外，施肥也是

山药种植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山药的生长需要大量的养

分支持，因此应根据土壤肥力状况适量施入有机肥和复

合肥。有机肥可以提供丰富的有机质和微量元素，改善

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肥力水平。复合肥则可以根据山

药的生长需求提供适量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促进

山药的健壮生长。在施肥过程中，应注意控制施肥量和

施肥时间。施肥量过多或过少都会对山药的生长产生不

利影响。施肥时间应根据山药的生长周期和土壤养分状

况来确定，以确保养分能够及时供应给山药植株。

1.3  选用良种
选用抗病性强、适应性广、产量高、品质好的山药

品种是确保山药种植成功的关键。优良的山药品种不仅

具有较高的产量和品质，还能有效抵御病虫害的侵袭，

减少农药的使用量，降低生产成本。在选择山药品种

时，应优先考虑那些经过选育和试验验证的优良品种。

这些品种通常具有较高的抗病性和适应性，能够在不同

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保持稳定的产量和品质。同时，还

应关注山药品种的外观和口感等品质特性，以满足市场

对高品质山药的需求。在选择种薯时，应选择表皮光

滑、无病虫害、芽眼饱满的山药作为种薯。这样的种薯

不仅具有较高的发芽率和成活率，还能为山药的生长提

供充足的养分和水分。同时，在播种前还应对种薯进行

杀菌消毒处理，以减少病害的发生和传播。

2��山药的种植管理细节

2.1  播种时间与方式
山药的种植时间因地域和气候条件而异。一般来

说，山药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因此播种时间通常选择

在春季或初夏，当气温稳定在15℃以上，土壤开始回
暖时进行。在北方地区，由于春季气温回升较晚，播种

时间可能会稍晚一些。而在南方地区，由于气候温暖，

播种时间可以提前。播种时，应选择晴天或阴天进行，

避免在高温、干旱或大风天气下播种。这是因为高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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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容易导致土壤水分蒸发过快，影响山药种子的发芽

和生长；而大风天气则可能吹散种子，降低播种效果。

播种方式有直播和育苗移栽两种。直播是将山药种子直

接播撒在土壤中，然后覆盖一层薄土。这种方式简单易

行，但需要注意种子的均匀分布和土壤湿度的控制。育

苗移栽则是先将山药种子在苗床上进行育苗，待幼苗长

到一定高度后再移植到田间。这种方式可以提高种子的

发芽率和成活率，但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种植

者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播种方式。如果土壤条件

较好，且种植规模较小，可以选择直播方式；如果土壤

条件较差，或种植规模较大，可以选择育苗移栽方式。

2.2  播种密度
山药的播种密度应根据品种、土壤肥力和管理水平

等因素而定。一般来说，山药的株行距应保持在一定范

围内，以确保山药植株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和通风透光条

件[2]。对于不同品种的山药，其生长习性和产量潜力有所

不同，因此播种密度也会有所差异。例如，一些生长势

旺盛、分枝多的品种，其播种密度可以适当稀一些；而

一些生长势较弱、分枝少的品种，其播种密度则可以适

当密一些。土壤肥力和管理水平也是影响播种密度的重

要因素。在肥力较高的土壤中，山药植株的生长速度较

快，因此可以适当稀植；而在肥力较低的土壤中，则需

要适当密植以提高产量。同时，管理水平的高低也会影

响山药的生长和产量。如果管理水平较高，能够及时进

行查苗补苗、追肥浇水等工作，则可以适当稀植；如果

管理水平较低，则需要适当密植以弥补管理上的不足。

2.3  田间管理
山药生长期间田间管理至关重要。（1）要及时查苗

补苗。在播种后的一段时间内，应定期检查田间山药的

生长情况，发现缺苗或弱苗时要及时补种或移栽。（2）
要适时进行追肥浇水。山药的生长需要大量的养分和水

分支持，因此应根据土壤肥力和山药的生长情况适时进

行追肥和浇水。在山药生长旺盛期，应适当增加追肥次

数和浇水量，以满足山药的生长需求。（3）除草和病
虫害防治也是田间管理的重要环节。除草可以减少杂草

对山药养分的竞争，提高土壤透气性；而病虫害防治则

可以减少山药的病虫害损失，提高产量和品质。在除草

时，应注意不要损伤山药的根系和叶片；在病虫害防治

时，应选择有效的农药和方法进行防治，并注意安全用

药和环境保护。（4）当山药藤蔓长到一定长度时，应进
行搭架引蔓。搭架可以为山药藤蔓提供攀爬的支撑，使

其能够充分展开叶片进行光合作用；而引蔓则可以使山

药藤蔓在架子上均匀分布，避免相互缠绕和遮挡阳光。

搭架引蔓不仅可以提高山药的产量和品质，还可以方便

种植者进行田间管理和采收工作。

3��山药的收获与贮藏

山药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经济价值高的作物，其收

获与贮藏环节对于保障山药品质、延长贮藏期以及提高

市场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3.1  收获时间与方法
（1）山药的收获时间因品种和气候条件而异。一般

来说，山药的生长周期较长，从播种到收获通常需要数

个月的时间。在收获前，种植者应根据山药的生长情况

和气候条件来判断最佳的收获时机。在收获时，应选择

晴天或阴天进行，避免在雨天或土壤过湿时收获。这是

因为雨天或土壤过湿时，山药的根系容易受损，且土壤中

的水分过多会影响山药的品质和贮藏效果。收获时还应避

免阳光直射，以免山药受到高温伤害。（2）山药的收获
方法有人工挖掘和机械收获两种。人工挖掘适用于小规

模的种植，可以更加精细地控制挖掘的深度和力度，减

少对山药的损伤。而机械收获则适用于大规模的种植，可

以提高收获效率，但需要注意机械对山药的损伤程度。在

选择收获方法时，种植者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

3.2  贮藏方法
山药收获后应及时进行贮藏，以保持其品质和延长

贮藏期。在贮藏前，应对山药进行一系列的处理工作[3]。

首先应对山药进行清洗，去除表面的泥土和杂质。然

后将山药晾晒至表皮干燥，以减少水分含量，提高贮藏

稳定性。在晾晒过程中，应注意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环

境，以免山药受到损伤。晾晒后，应对山药进行分级处

理，根据山药的大小、形状和品质进行分类。分级处理

可以提高山药的市场价值，也方便后续的贮藏和管理。

接下来，将分级后的山药放入通风良好、干燥阴凉的仓

库中进行贮藏。仓库内应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

以确保山药的品质和贮藏效果。一般来说，山药的贮藏

温度应控制在10~15℃之间，湿度应保持在60%~70%左
右。在这样的条件下，山药可以保持较长的贮藏期，且

品质不易下降。在贮藏期间，应定期检查山药的贮藏情

况。如有腐烂、病虫害等现象应及时处理，以免扩散影

响其他山药。同时还应保持仓库内的清洁和卫生，减少

病虫害的滋生和传播。另外为了进一步提高山药的贮藏

效果，还可以采用一些先进的贮藏技术，如气调贮藏、

真空包装等。这些技术可以更加有效地控制贮藏环境，

延长山药的贮藏期，并保持其品质和口感。

4��山药的发展前景探索

山药作为一种营养丰富、价值极高的食材，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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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健康饮食趋势的推动下，其发展前景愈发广阔。

4.1  市场需求分析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日益增强，天然、

健康、营养丰富的食品成为了市场的宠儿。山药，凭借

其独特的营养价值—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

及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活性成分，如多糖、黏液蛋白等，

成为了众多消费者心中的优选食材。这种趋势不仅体现

在个人消费者层面，也深刻影响着餐饮业和食品加工

业。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山药的年需求量持续攀升，

且增速显著快于传统农产品，显示出强劲的市场需求潜

力。然而当前山药市场的供需状况并不平衡，需求量远

大于供应量，市场缺口较大。这种供需矛盾不仅为山药

种植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也促使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加大投入，优化种植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以满足市

场需求。

4.2  消费结构变化
传统上山药更多地被用作中药材，但随着其营养价

值的广泛认知，山药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4]。如

今山药已不仅仅局限于中药店，而是成为了许多高端酒

店、特色餐厅乃至家庭餐桌上的常见菜品。无论是作为

主食的替代品，还是作为辅助食材提升菜肴口感和营养

价值，山药都展现出了极高的适应性和受欢迎程度。这

种从药品向食品的转型，不仅拓宽了山药的消费渠道，

也为其带来了更加多元化的市场机会。

4.3  地域优势与政策支持
山药的生长对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有一定的要

求，某些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山药种植的理想

之地。如我国的河南、山东、河北等地，以及东南亚

的一些国家，因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所产山药品质上

乘，深受市场欢迎。这些地区不仅拥有天然的地域优

势，还积极响应国家农业产业政策，通过优化种植结

构、推广科学种植技术，进一步提升了山药的产量和品

质。同时国家层面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

大，包括提供资金补贴、税收减免、技术培训等一系列

政策优惠，旨在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山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

保障和资金支持，激发了种植户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4.4  种植成本与风险
尽管山药市场前景看好，但其种植过程并非没有挑

战。第一，种植成本较高，包括土地租赁或购买成本、

劳动力成本、农资（种子、化肥、农药等）投入等。

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优质农田资源的稀

缺性导致土地成本不断上升，给种植户带来了不小的压

力。第二，山药种植存在连作障碍问题，长期在同一块

土地上种植会导致土壤养分失衡、病虫害增多，从而影

响产量和品质。第三，老产区由于长期种植，山药品种

易退化，抗病性减弱，增加了种植风险。因此为了降低

种植成本和风险，种植者需密切关注市场动态，了解消

费者需求变化，科学规划种植结构；同时加强技术培

训，掌握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方法，提高山药

的产量和品质。另外探索建立山药产业联盟或合作社，

通过规模化经营、品牌化建设，增强市场竞争力，也是

有效降低风险的重要途径。

结语

山药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药用价值高的食材，在市

场上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通过不断探索山药的种植技

术以及发展前景，可以为山药种植者提供实用指导，推

动山药产业的持续发展。未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健康饮食意识的增强，山药的需求量将继续增加，

山药产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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