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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花是菊科一、二年生草本植物，它集药用、食用、油用和饲料为一体的多用途植物。本文结合云南省

红花的多年栽培技术与经验积累，全面总结红花高产栽培的立地条件选择、良种选择与种子处理、选地

与整地、播种技术、田间管理及适时采收等高产栽培的关键技术，为全面提高云南省红花的栽培技术及

其产量和品质，实现云南省红花高产栽培，提高农户的红花种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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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thamus tinctorius L. is a biennial herb of Compositae family, which has many uses for medicine, 
food, oil and feed. Based on years of cultivation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accumulation of Car-
thamus tinctorius L. in Yunnan Provinc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d and expounded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site condition selection, seed selection and seed treatment, land selection 
and preparation, sowing technology, field management and timely harvesting for high-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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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f Carthamus tinctorius L.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of Carthamus tinctorius L. in Yunnan Province and its yield and quality, To realize 
the high-yield cultivation of safflower in Yunnan Province and improve the benefit of farmers’ 
pl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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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 L.)是菊科红花属的一、二年生草本植物。红花全身是宝，它集药用、食用、

油用和饲料为一体的多用途作物，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1]。红花以干花入药，性温、味辛，入心肝

经，历代医书及《本草纲目》中均有记载，具有活血通经、散瘀止痛、消肿止痛的功效，对预防和治疗

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塞和脑梗塞有较好的疗效[2] [3]，因此，也是我国广泛栽培的药用植物之一。 
我国红花栽培历史悠久，据西晋张华《博物志》云：“张骞得种子于西域，今魏地亦种之”，可见

红花早在汉代就已引入栽培，在我国栽培已有 2100 多年的历史[4]。云南省作为我国红花栽培的主产区而

保持至今，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 1.5 万公顷以上，主要分布在怒江、澜沧江、元江、红河、金沙江及其

支流的干热河谷地带种植[4] [5]。但是由于云南立体气候典型，地形复杂多样；红花栽培品种单一，零星

分布栽培[5]；导致云南省红花整体种植水平不高、技术创新不足，栽培技术不配套；采收加工技术落后，

远不能满足国内市场和出口创汇的需求[6]，故课题组结合云南气候特点与多年的栽培经验，总结云南省

红花的高产栽培技术，旨为云南省红花高产、高效栽培提供参考。 

2. 科学选择红花种植的立地条件 

红花是菊科红花属的长日照草本植物，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强，但喜欢温暖干燥的气候环境，耐旱、

耐寒、耐盐碱、耐脊薄[7]。红花栽培适宜温度在 15℃到 30℃之间的地区生长，云南省适宜的海拔多为

800~2000 m，其中：以 1200~1600 m，春季干旱少雨的干热河谷地区为佳。同时，红花对土壤肥力和土

壤质地也有一定要求，最适宜的土壤是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壤土或沙质土壤，忌过于潮湿或积水低洼

的地带。因此，选择红花种植时，应选择光照充足、背风向阳、地势高、土层厚、肥力中等、排渗水良

好的砂质壤土地块种植为宜，不宜在遮阴、重黏土、低洼积水的土壤上种植，否则会影响红花的生长发

育。 
红花也是典型的忌连、忌作重茬的作物。连作重茬容易引起土壤中营养元素不足、病虫害严重、单

产下降，品质变劣。前茬作物为禾本科作物、豆科作物、薯类作物、蔬菜等进行轮作后再种植，轮作周

期一般以 3~4 年为宜。 

3. 良种选择与种子处理 

1) 良种选择。根据刘旭云等[8]的红花优异种质资源的研究及利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云南省适宜种植

的优质红花良种是：云南红花、YN 无刺、YN 无锈、YN 红等品种，这些种质在花色佳、产量高、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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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优良、含油量、亚油酸含量等方面都优于现在种植的传统品种。 
红花种植以种子播种繁殖为主。播种前要采用生长健壮、品种纯正、充分成熟、籽粒饱满、大小一

致、无病虫害感染的种子作播种材料，并去除空瘪粒和破损粒，保证种子纯度、种子净度和发芽率均在

95%以上。 
2) 晒种。红花种子为瘦果，比葵花籽小，呈椭圆形或倒卵形，果皮坚硬、微带光泽，含油量丰富，

吸水缓慢，播前可将种子在阳光下晾晒 1~2 d。通过晒种处理，可以促进种子内的营养物质的活化，提高

种子的萌发率。种子萌发的主要能量来源是淀粉，而晾晒可以加速淀粉分解，加快营养物质的运输，提

高种子的成活率。在播种前晾晒种子，利用太阳的紫外线进行杀菌作用，还可以减少种子发霉、变质的

风险，从而提高种子的存活率和产量。 
3) 温水浸种处理。温水浸种的方法是将种子置于 50℃左右的温水中浸泡 20 min，之后在常温水中浸

种 10~12 h，让种子吸足水分后捞出摊开，稍晾干即可播种。温水浸种处理可以促进种子的水分渗透、酶

促反应，又能对种子进行消毒杀菌、激活种子活性，促进发芽等作用。但要注意水温过高或浸泡时间过

长会对种子造成不利影响，影响发芽和生长。 

4. 选地与整地 

4.1. 选地 

红花抗旱怕涝，应选择气候条件与海拔高度适宜、地势开阔、背风向阳、排灌方便、土层深厚、肥

沃疏松、pH 值为 7~8 的壤土和砂质壤土为好。注意不能选择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地面积水、土壤黏

重的地块栽培红花。红花病虫害严重，忌连作，可以与玉米、大豆、马铃薯实行 2~3 年的轮作。 

4.2. 整地 

选准地块后，每 666.7 m2施入经过无害化处理，充分腐熟的农家肥 4000 kg、氮、磷、钾均衡的三元

复合肥(15:15:15) 50 kg 作基肥，深翻 50 cm，整平耙细土块，作成宽 1.0~1.2 m、长 20~30 m 或根据地势

而定的畦面。所用肥料和使用原则应符合 DB37/T274-2000 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操作规程之要求[9]。 

5. 播种 

5.1. 适时播种 

由于红花不同的生长期内对温度、光照、水分等环境条件的要求不同，为达到红花栽培优质高产的

目的。应根据种植地区一年中气候条件和红花的生物学特性，选择最适宜的播种时间。在温度方面，红

花种子在平均气温达到 3~5℃或地温达 5℃以上时即可播种，营养生长阶段温度 15~20℃为最适宜，生殖

生长阶段 20~28℃最好，种子寿命为 2~3 年。 
红花的播种主要有春播、秋播、冬播等多种方式。云南省多在每年的 10 月上旬进行红花秋播，少数

地区在 3 月上旬进行春播。红花播种宜早不宜晚，适期早播可以提高种子萌发率和幼苗质量，从而达到

提高产量的目的。 

5.2. 播种方法 

红花播种方式有条播、点播和撒播三种方式，云南省红花种植大田生产以条播为宜，用种量为 60~70 
kg/ha2。条播时，按行距 25~30 cm 开深 4~5 cm 的浅沟，将种子均匀撒在沟内，然后覆盖 3 cm 左右的细

土层，盖严种子；有的主产区也采用穴播，按行距 35~40 厘米，在畦面按株距 20~25 厘米开穴，每穴播

种 3~4 粒，埋土踏实，每亩用种子 2.0~2.5 kg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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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种植要求合理密植，合理密植可以充分利用光能，提高产量，保证其增产增收，生产上每 666.7 
m2栽植 9000~10,000 株，做到合理密植。播种后浇水，土壤湿润的地块可不用浇水，一般播种后 7 d~15 d
即可出苗。 

5.3. 间苗移栽 

红花播后 7~10 天出苗，出苗后当幼苗长出 2~3 片真叶时进行第一次间苗，去弱苗、缺苗处选择阴雨

天补苗。穴播一般每穴留壮苗 3~4 株，条播 10 cm 左右留一株植株。第二次间苗即可定苗。即待苗长到

15 cm 时，一般每穴留 2 株，间隔 20 cm 留一株进行条播。定苗后要经常检查，发现缺苗后应及时补植。 

6. 田间管理 

6.1. 中耕除草和培土 

红花从播种到采收，在整个生育期内应进行 3~4 次中耕、除草和培土工作。第一、二次与间苗定苗

一起进行，及时查缺补漏，条播每隔 10 cm 左右留一株植株，并进行除草和培土；第三、四次在红花植

株封顶之前进行，结合中耕追肥培土。除草要根据田间情况进行，见草即除，特别是秋播的红花，苗期

长，更要经常除草，以防止杂草与幼苗争夺养分和水分。同时要注意培土，防止小苗倒伏。 

6.2. 施肥 

红花属于喜阳植物，肥料选择应以富含氮、磷、钾的肥料为主，如羊粪、鸡粪、腐熟堆肥等有机肥

料为主，其次辅以氮、磷、钾复合肥等化肥。这些肥料能够为红花提供充足的养分，促进其生长发育，

提高花冠色泽。因此，播种前地块应施足底肥，每次采收完后，进行追肥，以氮肥为主，配施钾肥和磷

肥，以保证红花苗菜的产量和质量，延长其采收时间，增加采收次数。若肥力供给不充足，植株很容易

纤维化，影响红花及种子的产量。 
除施足基肥外，每个生育期还要合理追肥，才能获得高产。苗期对氮肥的需求量过大，施氮肥有利

于其茎叶的生长。因此，田间管理时应结合间苗、定苗，每亩施稀人畜粪肥 1000~1500 kg。现蕾前喷 0.2%
磷酸二氢钾或 0.5% kg 尿素促进开花，增产效果显着。 

6.3. 灌既与排水 

红花植物有强大的根系，喜欢干燥、耐旱、怕涝，生长初期一般不用多浇水，但在幼苗期和现蕾出现

长期干旱天气时，为增加产量，应保持一定的土壤湿度，应适当少量多次浇水，浇水灌溉一般在早上或傍

晚进行，严禁大水漫灌。雨水过多或浇水过多时，要及时应挖好排水沟及时排水，以减轻病虫害的发生。 

6.4. 摘心打顶 

红花摘心打顶的目的一是控制植株的高度，促进早期侧枝形成分枝，增加花朵的数量和产量；二是

增加芽的数量，提高产量。因此，为提高产量，在红花生育期增加摘心打顶的次数，即：摘除植株的顶

芽生长点。经过摘心打顶，去除顶端优势，抑制主茎增高生长，促进侧枝生长，促进其多分枝；当红花

株高 1 米左右，每株分枝数达 20 枝左右时，应可停止打顶。为了补充植株的养分消耗，一般在打顶后加

强肥水管理，每亩追施尿素 10 kg，或碳酸氢铵 30 kg，对增产效果显着。需要注意的是，栽植密度过大、

分枝数量适宜时，不要摘心，以免田间树冠封闭，不利生长。 

6.5. 病虫害防治 

1) 锈病：主要危害红花的叶片，以叶背面发生较多。叶片背面有散生或连接在一起的栗褐色、锈褐

https://doi.org/10.12677/br.2024.13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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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或暗褐色微隆起小疱疹样物(夏孢子堆)，后破裂散发出大量棕褐色或铁锈色粉末(夏孢子)。发病后期，

夏孢子堆处产生暗褐色至黑褐色疱状物(冬孢子堆)，严重时可致叶片萎黄或枯死。防治方法是：采花后拾

净残株病叶集中烧毁；喷 97%的敌锈钠 300~400 倍液，每隔 10 天一次，连续 2~3 次即可。进行轮作，以

防治土壤中的病原菌危害。 
2) 根腐病：由根腐病菌侵染，整个生育阶段均可发生，尤其是幼苗期、开花期发病严重。发病后植

株萎蔫，呈浅黒褐色，最后死亡。防治方法是：发现病株要及时拔除烧掉，防止传染给周围植红花株，

在病株穴中撒一些生石灰或发病初期可用 70%敌克松或 10%的立枯灵乳油 600~800倍液加 0.2%的磷酸二

氢钾进行叶面喷施。此外红花病害还有锈病、白粉病、菌核病、轮纹病、黑斑病、斑枯病应早发现、早

防治。 
3) 黑斑病：病原菌为半知菌，在 4~5 月发生，受害后叶片上呈椭圆形病斑，具同心轮纹。防治方法：

清除病枝残叶，集中销毁；与禾本科作物轮作；雨后及时开沟排水，降低土壤湿度。发病时可用 70%代

森锰锌 600~800 倍液喷雾，每隔 7 d 一次，连续 2~3 次。 
4) 炭疽病：是红花生长后期的病害，主要危害枝茎、花蕾茎部和总苞。病斑圆形或近圆形，淡褐色

到褐色，有不明显的轮纹，上面着生黑色小点。潮湿天气，小黑点上有粉红色胶状物出现。防治方法：

选用抗病品种；与禾本科作物轮作；发病初期喷 75%百菌清 500 倍液，或 70%炭宜福美 500 倍液进行喷

洒，每隔 10 d 一次，连续 2~3 次。要注意排除积水，降低土壤湿度，抑制病原菌的传播。 
5) 钻心虫：对花序危害极大，一旦有虫钻进花序中，花朵死亡，严重影响产量。防治方法是：在现

蕾期应用甲胺磷叶面喷雾 2~3 次，把钻心虫杀死。在蚜虫发生期，可用乐果 1000 倍喷雾 2~3 次，可杀死

蚜虫。 
6) 猝倒病：猝倒病是红花上重要病害，各种植区普遍发生，严重影响红花产量和品质。主要危害幼

苗的茎或茎基部，初生水渍状病斑，后病斑组织腐烂或缢缩，幼苗猝倒。病菌侵入后，在皮层薄壁细胞

中扩展，菌丝蔓延于细胞间或细胞内，后在病组织内形成卵孢子越冬。该病多发生在土壤潮湿和连阴雨

多的地方，与其他根腐病共同危害。 
7) 红花长须蚜：俗称腻虫、蜜虫，是危害红花最严重的害虫。以无翅胎生蚜群密集在嫩梢和叶上吸

食汁液，造成叶片卷缩，生长停滞，影响生长，甚至造成枯死。发生初期采用抗蚜威、可杀得交替防治，

也可喷 40%乐果 1500~2000 倍液进行防治。 
8) 红花实蝇：又称蕾蛆、钻心虫。花蕾期成虫产卵于花蕾中，以幼虫在其中取食危害，造成烂蕾，

使其不能开花或开花不全，对产量影响大。花蕾现白期用 25%敌杀死 1500 倍液喷雾防治，也可用 90%
敌百虫 800 倍液喷雾防治。此外油菜潜叶蝇、地老虎、蟋蟀、蛴螬、蝼蛄等地下害虫也可危害红花，应

早发现，早防治。 

7. 适时采收 

红花采收时间对其产量和品质的影响大。云南省红花多在每年的 10~12 月种植，次年 3~5 月采收。

进入盛花期后，应分批采摘，选择一朵花的管状花充分展开呈金黄色(由黄转红时)时采收，每一个花序可

采摘 3~4 次。采收时用食指、中指、无名指、大拇指捏住花序的下部，轻轻扭转后向上提，花序就能采

摘下来。红花满身有刺，给花的采收工作带来不便，可穿厚的牛仔衣服进田间采收。采收的红花应放阴

凉处阴干，也可用温度控制在 45℃以下的小火焙干。未完全干燥时不能堆放，以免发霉变质，一般亩产

干花 15~25 kg。 
如果是采集红花种籽，则种子的采摘时间是在完全成熟之后进行。成熟的红花果实表面会出现龟裂

的现象，果实颜色也会从绿色变成黄绿色。采摘时应将果实剥离，剥离后将种子迅速分离出来并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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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长时间露在潮湿的环境中。收集到的种子应当经过处理后再进行储存。首先应将淤泥和其他杂物清

除干净，然后对种子进行干燥处理，使其含水量控制在 5%~8%之间。同时，还要避免日光直射和高温环

境，采用低温、干燥、通风的储存方式，以保证种子的良好保存。一般亩产种子 40~50 kg。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纬度低、海拔高、地形复杂多样、立体气候典型，全省大部分地区冬暖

夏凉、四季如春，冬春季节降水少等特点，为红花栽培提供了独特的自然条件，导致云南省作为我国红

花栽培的主产区，但云南省内红花栽培品种单一，零星分布栽培、整体种植水平不高、技术创新不足，

栽培技术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云南省红花栽培的效率，因此，在云南省红花栽培中应科学合理地选择

红花栽培的立地条件，全面提高红花育种进程与良种选择、种子处理、选地与整地、播种技术、田间管

理及适时采收等高产栽培的整体种植关键技术，才能全面提高云南省红花的产量和品质，实现云南省红

花高产高效栽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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