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独头蒜林下栽培技术规程》(征集意见)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编制江苏省地方标准《江苏省独头蒜林下栽培技术规程》，旨在

围绕独头蒜栽培成果效率提高，精准调控大蒜全生育期肥料施用，控

制养分供应，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从而提高独头蒜产量，实现节

本增效。徐州市森林覆盖率高，木本植物相对高大的特性造成更多的

土地占有面积，使得单位产出率相对降低，造成了一定土地资源的浪

费，因此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林地资源利用率十分重要。研究和

规范徐州市林下独头蒜栽培标准，有利于徐州地区优良独头蒜种的选

育与优化。独头蒜的合理栽培利于林下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并充分

发挥徐州当地大蒜种植经验与优势，提高大蒜的经济效益。

二、任务来源

本技术规程基于 2021-2022 江苏中晚熟大蒜产业集群建设子项

目-“大蒜机械智能化作业技术攻关与绿色生产技术师范推广”。根

据 2022 年 5 月 31 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征集 2022 年江苏省农

学会团体标准（第二批）立项项目的通知，标准牵头单位包括南京农

业大学、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徐州市蔬菜研究所、邳州市农业

农村局向江苏省农学会提交立项申请;根据 2023 年 1 月 18 日江苏省

农学会下达的关于江苏省农学会团体标准（第三批）团体标准立项的

公告，批准本标准立项。



三、编制过程（需根据标准制定程序各阶段的进展不断补充，直到可

发布为止）

2021.10-2022.5 完成主要叙述资料收集、分析调研、试验验证、综

述报告；

2022.5-2022.9 完成技术经济论证过程，草拟文本；

2023.1-2023.5 征求意见。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简述标准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包括实地调研、查阅资

料、试验论证等。

独头蒜是大蒜的一种，大蒜为百合科葱属中以鳞芽构成鳞茎的栽培种，二年

生草本植物。大蒜因其独特风味和保健药用价值，备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需

求量日益增加。独头蒜因其大蒜素含量大大高于普通大蒜，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

的青睐，独头蒜不仅可直接作为商品供应，还能当蒜种播种复壮，缓解繁殖系数

低，种性退化的问题。如何利用小蒜瓣配合播期调整来生产独头蒜，以达到节约

成本、提高蒜种利用率、增加经济效益的目的成了大蒜生产的又一条创新思路。

徐州市的林木覆盖面积居江苏省首位，因林木普遍高大的特性，大面积栽培

不可避免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多种耐阴作物已经开始尝试林下种植，并已有

一定收获。独头蒜作为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作物，喜凉耐寒，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

与林地环境匹配度较高，且林下土壤的有机质丰富，为独头蒜的种植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

通过在南京江北地区葡萄林下独头蒜的栽培实验逐步探索了林下独蒜栽培

适用的条件，进一步于邳州市银杏林下展开独头蒜的栽培试验。在此基础上记录

不同蒜种在不同施肥条件下独头蒜发育的规律及其调控原理。更加明确独头蒜在

生长发育各期间所需水肥量的施用。围绕独头蒜栽培成果效率提高，精准调控全

生育期肥料施用，控制养分供应。

1.邳州独头蒜实验



试验点一和试验点二试验品种均使用苍山四六瓣和早熟蒜两个，采取一半覆

膜一半不覆膜的方式，肥料处理为无肥、有机肥、无机肥，每个品种种植四行。

种植时间均为 2022 年 2 月 20 日，试验小区布置见下:

表 1 林下栽培独头蒜肥料处理方案

表 2 大顾村试验小区布置（灰色区域为覆膜处理）

如表 3整体而言在该地块，苍山四六瓣蒜种在计产个数、产量上均优于早

熟蒜，且两种蒜种独头率相近均在 50%-60%。蒜种内各处理间差异均不大。

表 3 邳州大顾村林下独头蒜种植产量统计



如表 4，在该地块苍山四六瓣蒜种比早熟蒜在产量和个数上更具优势。两种

蒜种的独头率均较高，达 80%-90%。但苍山四六瓣在蒜头大小和重量上显著高于

早熟蒜，独蒜直径可达 3cm 以上（图 1）。

表 4 邳州果园一村林下独头蒜种植产量统计

图 1 果园一村收获蒜种以及苍山四六瓣蒜头横切

上述实验经过田间小区验证，栽培实验示范，实验验证的准确度较高，可靠

性、稳定性较好，可以作为共性技术，形成规范，指导生产实践。

五、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编制引用了如下标准或规范：

GB/T 3543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GB/T 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DB32/T 3632-2019 大蒜地膜覆盖栽培及地膜回收技术规程。

六、实施推广建议

本文件规定了林下独头蒜栽培的相关术语和定文、品种选择、不

同时期水肥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独头蒜林下栽培。

七、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说明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