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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蒜栽培管理 

楊素絲 2001-09 花蓮區農業專訊 37:13-15 

蒜為蔥科蔬菜作物，學名 Allium sativum L.，英名 Garlic， 

原產中央亞細亞西部，在中國栽培已有 2,100 多年之歷史， 

台灣亦有 300 多年之栽培歷史。蒜雖為一古老作物，但由於 

其獨特的風味，在我國的烹調藝術中，蒸、煮、炒、炸、燜、 

燉、滷、燴都可採用，屬料理上不易取代的材料。蒜用途很 

廣，除可供蒜球，青蒜、蒜苔作新鮮蔬菜外，尚可加工製成 

鹽漬品、蒜片、蒜粉及蒜油精等。 

台灣栽培蒜主要為生產青蒜與蒜頭兩大產業，青蒜因較不受氣候影響而適宜於全省各 

地種植，平地青蒜主要產地在雲林、新竹、宜蘭及嘉義等縣，主產期為 11 月至翌年 2 月； 

另在 5 月至 10 月利用高冷地生產，主要在鹿谷、埔里、霧社、清境、梨山及南山等地區。 

宜蘭地區青蒜種植面積約 500 公頃，以壯圍鄉、五結鄉、三星鄉、員山鄉及宜蘭市為主， 

栽培宜蘭白蒜所產軟骨青蒜品質優良，為重要蔬菜作物之一。有關青蒜栽培管理要點概述 

如下： 

種蒜選擇 

種蒜的蒜瓣大小對青蒜收量影響很大，同一品種中，蒜瓣愈大，發芽愈快，生育旺盛 

快速，收量較高，因此需選擇蒜球大、蒜瓣大、整齊、充實、無病蟲害（如病毒病）者為 

優。但若種瓣過大，所需種蒜用量愈多，成本愈高，因此種瓣不宜過大，約 4～8 公克較 

適宜。 

播種時期 

蒜喜好冷涼氣候，發芽適合溫度在 20～25℃之間，莖葉 

的生育適溫在 15～20℃之間，若超過 25℃則植株生育不良， 

莖葉容易枯死，提早成熟休眠。台灣平地播種期自 9 月～12 

月均可播種，而以 10 月上旬至 11 月中旬之間最適合。硬骨 

蒜因發芽早，耐熱性較強，宜在 11 月上旬以前種植；軟骨蒜 

因耐熱性較弱，應在 10 月中旬以後，溫度低時播種。太早播 

種因初期溫度高發芽慢而不整齊，生長緩慢，產量低；太晚播種則因生育後期溫度太高， 

莖葉提早枯死，產量亦差。夏季高冷地生產青蒜的播種時期以 5～8 月中旬為宜。 

整地與作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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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需要疏鬆土壤，播種前土壤要先充分耕犁耙碎，基肥施用後，使用耕耘機作畦。 

畦寬約 120 至 150 公分，畦高約 20 至 30 公分。 

播種量

播種量與品種、栽植密度、種植時期及蒜瓣大小有密切關係，種 

植密度一般為行距 15～20 公分，株距 8～10 公分，青蒜栽培每分地種 

植株數為 32,000～40,000 株，種蒜用量約需 100～130 公斤蒜瓣，高冷 

地採較密植，每分地種植株數為 40,000～50,000 株，種蒜用量約需 150 

公斤。播種時，將蒜瓣基部(發根部位)向下垂直插入土中 3～4 公分深， 

使頂部平於土面即可。 

種蒜催芽 

將蒜種經 5～10℃低溫處理 7～10 天，種植前再浸種 3～5 小時， 

使蒜種稍微膨脹，待稍陰乾後再播植，約可提早 20～30 天採收青蒜。 

施肥 

大蒜因根系小吸肥力較弱，需要土壤肥力較高的土壤。以土壤疏鬆、肥沃、有機質含 

量高、排水良好、土壤 pH 值在 6.2～7.0 的砂質壤土最適宜。肥料三要素中，氮肥最能促 

進初期及中期之莖葉生長，但如在生育後期施用過多，則影響蒜球成熟及充實，並易誘發 

爆蒜及病害(如黑斑病及銹病)，磷、鉀肥可促進發根及蒜球肥大，亦不可少。追肥的施用， 

青蒜栽培為促進發育，提早採收，應在播種後 70 天內分 3 次施用；蒜頭栽培也應在 90 天 

內分 3～4 次施用。肥料施用方法如下表： 

追 肥 用 量 

肥料種類 

總 量 

(公斤/10 公 

畝) 

基肥用量 
植後 30 天 植後 50 天 植後 70 天 植後 90 天 

堆肥 1500 1500 - - - - 

硫酸錏 20 20 - - - - 

尿素 50 - 10 20 20 10 

過磷酸鈣 50 50 - - - - 

氯化鉀 25 10 - 15 - - 

灌溉 

大蒜由於根系淺，根毛少，對水分之供應敏感。幼苗期水分不宜過多，以免母瓣腐爛。 

而在葉片旺盛生長的鱗莖發育期則需要較多水分及養分供應，以促進蒜球肥大。但接近蒜 

頭收穫時則水分不宜過多，以利貯藏。砂質壤土的蒜田，在生長初期約 5～7 天灌水一次， 

生長中期約 10～15 天灌水一次，生長盛期至蒜球肥大期約隔 20 天左右灌溉一次，至蒜球 

成熟期應停止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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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防治 

蒜種播植後畦面覆蓋稻草，除抑制雜草發生外，並可促進植株發育，每公頃覆蓋 5 至 

10 公噸之稻桿，可以達到良好之雜草防治效果。若利用殺草劑防除時，宜在定植後或中耕 

後 4 天內畦面濕潤時施用萌前殺草劑 31.5%施得圃乳劑（稀釋 400 倍）或 23.5%復綠芬乳劑 

（稀釋 800 倍），萌後殺草劑有 35%伏寄普乳劑（稀釋 660 倍）可供施用。 

病蟲害防治 

主要病蟲害發生包括有病毒病、銹病、薊馬、紅蜘蛛、甜菜夜蛾等，防治方法請參照 

植物保護手冊。 

採收 

青蒜：種植後 80 天至 100 天，為青蒜的採收適期，採收過早，雖品質柔軟，但收量較 

少，採收過遲則莖葉纖維多，品質不佳。採收時用手將整株連根及葉一起拔起，先除去黃 

葉，並將泥土洗淨，再束帶裝箱。青蒜分級標準依據台北農產公司訂定之規格如下： 

分級 品 質 標 準 

特級 
形狀正常，質細嫩，蒜白色澤潔白，長 10 公分以上，直徑 1.5 公分以上，基部 

未呈球形，無斷裂，蒜葉綠，無凋萎，無病蟲害及其他傷害。 

優級 
形狀尚正常，質尚細嫩，蒜白色澤尚潔白，長 10 公分以上，直徑 1.5 公分以上， 

基部無明顯球形，無斷裂，蒜葉尚綠，無凋萎，無病蟲害及其他傷害。 

良級 次於優級，但有商品價值者。 

蒜球：採收期約在種植後六個月，但早生品種或低溫處理提早成熟的，可較早採收。 

採收時，應待地上莖葉有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黃萎，蒜球充分成熟時採收。過早採收時， 

晒乾後蒜球鬆軟，缺少光澤，品質不佳，且不耐貯藏。過遲採收時，莖葉及根部均己乾枯， 

蒜球外皮容易裂開，蒜瓣容易脫落，形俗稱蓮花座的蒜球，商品價值低落。採收後的蒜株 

宜以全株方式癒傷 3 日左右，除了可增加收穫量，亦可避免大量的腐損。完成癒傷處理之 

後經整修及大小球分級，即可分別進行乾燥作業。一般而言，人工熱風乾燥之效率、乾燥 

程度與貯藏後可售率均優於天然日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