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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紫苏制种技术

曹玉平　任星魁　郭　莹　张恩雷　何大鹏　杨世贤　刘　磊　焦景才　孙银银
（青岛国际种苗有限公司，山东青岛 266100）

摘要：紫苏是短日照唇形科，依靠昆虫传播的异花授粉植物，可以鲜食、作香料、作调料、入药等，是一种多用途经济作物，

但紫苏制种相关技术目前却鲜有发表。对紫苏进行概述，并根据华北地区气候特点总结该地区紫苏制种技术规程，包括地块

选择、原种准备、播种、定植施肥、清除杂草、病虫害防治、花期和水肥管理、收获储存、发芽率测定等高效的管理方法，以期为种

植户和相关制种单位提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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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别名荏、赤苏、白苏，原产于中国，在中国

已有 2000 多年的种植历史，其分布范围广，普遍栽

培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1-2]。传统意义的紫苏

包括 2 个变种：皱叶紫苏，叶片有较多褶皱，又名回

回苏；尖叶紫苏，叶片小而平，又名野生紫苏。现栽

培紫苏主要按照叶片颜色和叶形分类，一是叶、花

均为紫色或紫红色，叶形有皱叶和平叶 2 种，习称

紫苏；二是叶绿色、花白色，叶形也有皱叶和平叶 2
种，习称白苏或青苏 [1]。目前国内紫苏的种植面积

不断扩大，除作为中药、食用外，还用于紫苏醛、醇等

芳香物质的提取。另外，紫苏叶和紫苏种子也出口

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近年来，由于国内和国际需求

的增加，对紫苏种子的需求也逐渐变大，因此，完整

的紫苏生产制种流程成为种植农户和相关单位增产

增收和提高效益的迫切需求。青岛国际种苗有限公

司通过多年国内外紫苏繁种经验，总结出了一套高

效、完整的制种流程，以供广大种植农户和相关单位 
参考。

1　紫苏概述
1.1　植物学特征　紫苏，唇形科紫苏属的一年生

直立草本植物，平均株高 100~150cm，茎钝四棱形，

根系特别发达，土质好的情况下其主根可深入土壤

达 50cm 以上。紫苏全株都有绒毛，叶片交互对生，

多为圆形或阔卵圆形，叶片褶皱或平整，边缘呈锯

齿状。花冠粉红、粉紫色，白苏花冠为白色。果实

为网状纹理卵球形坚果，灰褐色。紫苏发芽、生长、

开花、结果的完整生命周期为 140~160d，对各种土

质都有很强的适应性，且具有抗涝、抗旱、抗贫瘠等 
特点 [3]。

1.2　主要用途　紫苏第 1 批入选国家“药食同源”

目录，作为经济作物用途很广泛。首先紫苏是一种

高档蔬菜，可以鲜食、装饰，其幼苗可腌渍食用，价格

远超其他蔬菜，经济价值较高；其次紫苏还是一种重

要的香料和调料，蒸、煮、做汤都可使用到；再者紫苏

药用价值非常高，《本草纲目》对其益处有着详细记

载：“紫苏，宣，发表，散寒。味辛入气分，色紫入血

分。香温散寒，通心利肺，开胃益脾，发汗解肌，和血

下气，宽中消痰，祛风定喘，利大小肠，解鱼蟹毒 [4]”。

紫苏全身都可入药，紫苏叶、紫苏梗有解表散寒之功通信作者： 张恩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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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紫苏种子经过加工后能够制成苏子油，具有抑制

血栓、降低血脂、护眼养肝、提高记忆力、降低过敏反

应等功效。近年来，紫苏因其特有的活性物质及营

养成分备受关注，商业性种植越来越多，已开发出药

品、食用油、化妆品、防腐剂、着色剂等多种精深加工

产品 [1]。

2　紫苏制种技术
2.1　播前准备　地块选择　为保证种子的纯度，首

先应选择周边 2km 内无野苏品种种植的地块，虽然

紫苏对土壤环境要求较低，但在较好的土壤环境下

增产效果更加明显。应当选择平坦、有机质含量多、

排水较好的地块（紫苏生长周期主要在雨水充沛的

夏季）。原种准备　目前紫苏基本上都为常规种，要

求紫苏原种纯度应达到 98% 以上。原种的纯度、发

芽率和发芽势关系到紫苏幼苗的出苗率和质量，若

原种发芽势和发芽率比较低，可联系制种单位及时

更换原种或者采用增加原种用量等方法提前解决问

题，避免因缺苗引起减产。

2.2　播种　

2.2.1　播种时间和育苗方式　紫苏发芽适宜温度在

18~23℃之间，华北地区约 4 月中下旬播种，8~10d
出苗，出苗后约 1 个月定植，花期为 9-10 月，10 月

中下旬收获种子。采用直播或育苗栽培方式均可，

但建议进行育苗栽培，此方式育苗时占地少，定植时

可以赶上小麦的茬口，做到一年两熟，使经济效益最

大化。紫苏幼苗不耐高温暴晒，播种后需用遮阳网

遮挡到 2~3 片真叶后再逐步撤出，或者苗床选在稍

有树荫的位置，每 667m2 定植 2500~2800 株，可选

用穴盘或苗床播种。

2.2.2　穴盘育苗　穴盘育苗最好选用 50 孔以下

的穴盘，保证幼苗生长空间。培养土可加入 N、P、
K 比例为 15∶15∶15 的硫酸钾复合肥 2kg 左右搅拌

均匀装盘，浇透水，种子加入适量的杀菌剂（咯菌

腈、甲霜灵等粉剂）搅拌均匀后播种，播种后覆盖培

养土约 10mm，浇水后用农膜覆盖保湿保温，7~10d
出苗，出苗后揭去农膜，当幼苗长到 4~6 片真叶时

就可以准备定植。大面积制种推荐穴盘育苗，定

植时可用起垄、滴灌、栽苗一体机作业，节省人工 
成本。

2.2.3　苗床育苗　苗床育苗每 667m2 地块需准备

约 40m2 的苗床。苗床底肥可加入 N、P、K 比例为

15∶15∶15 的硫酸钾复合肥 2kg 左右，拌匀后均匀撒

入苗床；苗床播种前应充分进行底水灌溉。紫苏种

子细小，播种时可以加入细沙或细土，再加入适量

的杀菌剂（咯菌腈、甲霜灵等粉剂）搅拌均匀，少量

多次撒入苗床；播种后覆土约 10mm，用农膜覆盖

保湿保温，7~10d 出苗，出苗后揭去农膜，幼苗过密

可适当间苗，当幼苗长到 4~6 片真叶时即可准备 
定植。

2.3　定植施肥　定植前苗床中的亲本要严格去杂，

拔出杂株、异株。保证紫苏中不能出现白苏和浅紫

色异株；皱叶紫苏中不可出现平叶紫苏。在定植前

后（定植后 1 个月叶形、叶色最为明显）分别巡查 1
遍，确保所有的杂株、异株全部拔除。每 667m2 制种

田均匀撒施腐熟的农家肥 3000~4000kg、硫酸钾复

合肥 30~50kg、硼肥 1~2kg，翻耕耙平后作畦，畦宽

0.9~1.1m，株距 40~45cm，行距 45~50cm。根据地力、

品种大小等每 667m2 定植 2500~2800 株，之后大水

浇透，利于紫苏缓苗和肥料的释放。

2.4　清除杂草　很多杂草（马唐、菟丝子、藜等）种

子和紫苏种子大小较接近，如果收获时和紫苏掺杂

在一起晾晒脱粒，会对紫苏种子的净度影响较大，

后期加工很难筛选。因此，可使用人工和化学试剂

相结合的方法除草。除草工作最好进行 2~3 次，

第 1 次在定植前进行，每 667m2 用金都尔 96% 乳

油 2000 倍液，兑水喷雾处理垄沟处土壤等；第 2 次

在紫苏长到 50cm 左右时进行；如果杂草还是很

多，建议在紫苏开花前进行第 3 次除草。使用除草

剂都应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控制剂量，而且除草

剂不能直接喷在紫苏的茎叶上，以防对紫苏造成 
损害。

2.5　病虫害管理　

2.5.1　虫害　虽然紫苏含有烯、酮、醛等多种芳香物

质，生长期间虫害较少，但也会有红蜘蛛和叶蛾类害

虫侵害紫苏叶片。红蜘蛛主要隐匿在紫苏叶片背面

吸食紫苏汁液，轻则导致叶片出现红色斑块和卷叶，

严重时甚至引起叶片枯萎脱落 [3]；可选用 20% 三

氯杀螨醇乳油 800~1500 倍液、50% 马拉硫磷乳油

1000 倍液、20% 的双甲脒乳油 1000~1500 倍液等药

剂喷杀防治，由于红蜘蛛在叶片背面结网隐藏，隐蔽

性较强，喷杀时应特别注意叶片的背部，确保喷涂均

匀，建议每隔 1 周喷杀 1 次，连续喷杀 3 次可达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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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防治效果。叶蛾类害虫主要附着在紫苏叶片啃

食紫苏叶肉，造成叶片缺失，严重影响产量；可选用

10%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3000~4000 倍液、90% 晶体

敌百虫 1000 倍液、40% 乙酰甲胺磷乳油 800 倍液

喷雾防治，在幼虫时期开始喷杀效果最佳，每隔 1 周

喷杀 1 次，连续喷杀 3 次。

2.5.2　病害　紫苏病害主要有锈病、斑枯病等。锈

病主要在雨季发生，主要危害紫苏叶片，发病初期

叶片上下呈黄白色并伴有明显斑点，随着病害的发

展，病斑逐渐隆起并从叶片发展至整个植株；发病

后期病斑干裂破碎，散发出黄褐色粉末，最终导致

叶片脱落，植株枯死 [5]。斑枯病主要危害紫苏叶片，

发病初始叶片正面产生水渍状小点，扩展后病斑发

展为 2~3mm 大小、暗褐色近圆形或不规则形（绿

色叶片上的病斑比紫色叶片上的病斑明显），边缘

黑褐色，中央褐色或淡褐色，叶上生出许多小黑点；

发病后期病斑部位脱落成孔洞，严重时病斑汇合成

片，使病叶干枯，提早脱落。以上 2 种病害都应加

强土壤排水等措施，锈病可用粉锈宁 15% 可湿性粉

剂 1000~1200 倍液喷撒防治，斑枯病可用 25% 丙

环唑乳油 4000 倍液喷雾或用 43% 戊唑醇悬浮剂

4000~5000 倍液喷撒防治。病虫害一定要以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早发现、早治疗才能达到最佳的防治 
效果。

2.6　花期管理　紫苏为短日照植物，在华北地区

花期为 9 中下旬至 10 月上中旬。紫苏是依靠昆

虫传粉的异花授粉作物，在开花前应对周边隔离

区进行清理，拔除以制种田为中心周边 2km 范围

内的野苏，特别注意林地、河边等区域，以确保种子 
纯度。

2.7　水肥管理　缓苗后尽早浇 1 次透水，促进植株

生长、发棵。若夏季雨水较多，应及时排水。进入花

期切不可缺水，否则会降低千粒重，减少产量。从初

花期到末花期叶面喷施 2~3 遍硼酸和磷酸二氢钾

肥，可促进受精结实、增加千粒重，达到增产增收的

效果。若地力较弱，可在花期之前追施 1~2 次硫酸

钾复合肥 10~15kg/667m2。

2.8　适时收获及储存　由于紫苏在成熟期会吸引

麻雀等鸟类啄食，需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可在田

间挂设驱鸟反光带、防鸟网等，也可在田间放置假人

对麻雀进行驱赶，尽可能减少麻雀啄食对紫苏产量

的影响 [5]。紫苏种子成熟后极易自然脱落，大约有

一半叶片凋落时为适宜收获期，此时查看种子成熟

度，若大部分种子都已变硬且颜色变深，应及时采

收。可用果树剪或镰刀等工具从近根处将茎剪断

（切勿带土），剪断后平铺在篷布或帆布上晾晒，晒干

后及时脱粒，并放到阴凉通风处存放，水分应控制在

8% 以下。切勿将未晒干的种子长期堆放，以免种

子发霉，影响发芽率。

2.9　发芽率测定　新收获的紫苏种子表面有较厚

的蜡质层，种皮透水、透气性较差，导致其休眠期较

长，初始发芽率很低。根据吕桂云等 [6] 的试验结果，

赤霉素能够打破紫苏种子休眠，提高萌发速度和发

芽率，用浓度为 200mg/L 的赤霉素对紫苏种子浸泡

8~10h，在 20~25℃条件下催芽，发芽效果最好，种子

发芽快而整齐，且发芽率、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都比

较高。

3　总结
紫苏作为一种具有丰富价值和发展潜力的经

济作物，有着广阔的市场和发展前景，生产制种是一

个重要环节，将地块选择、播种、苗床管理、定植、田

间管理（特别是纯度管理）、收获、储存、发芽率等多

方面因素紧密配合，才能生产出合格的紫苏种子。

在生产实践中，生产方和种植户都需要加强制种技

术的学习，在种植过程中互相沟通，有问题及时反馈

并共同解决，争取达到理想的产量，共同致富。希望

通过科学指导、合理种植、学习先进管理经验，为农

民增收和乡村振兴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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