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2 20142014 年 第 2 期甘肃农业科技

设施农业在世界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世
纪80年代已有适应机械化作业的大型连栋玻璃温
室，其耕作、种植、运输等实现了机械化，加温、
通风、施肥、灌溉也实现了自动化［ 1］。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设施农业逐步实现了专业化、标准化、
产业化，范围涉及农作物、果树、蔬菜、花卉、
食用菌等，设施种植面积较大的国家有中国、荷
兰、日本、以色列、美国等［ 2］。
我国的温室始于20世纪30年代。80年代中期，

从辽宁南部农村兴起的日光温室，结构简易、保
温性能好，深受农户的欢迎，并迅速在北方大面
积推广［ 3］，形成了日光温室产业的雏形［ 4］。由此
我国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设施农业国家，发展
水平在近十几年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与发达国
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发展设施农业是促进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

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5～6］。甘肃省由于土地状况、
气候条件、生产水平和耕作制度，以及蔬菜产品的
不同需求，近几年形成了河西走廊灌区、黄河流
域、泾河流域、渭河流域和徽成盆地五大蔬菜优势
区域，河西走廊、沿黄区域突出高原夏菜、日光温
室冬春淡季生产，适度发展塑料大棚；泾、渭河流
域突出露地正茬、复种和塑料大棚蔬菜生产，适度
发展日光温室；徽成盆地突出露地和塑料大棚冬季
蔬菜生产。随着全省粮食基本自给，实现农民增收
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设施蔬菜已成为各级政
府高度重视，广大农民普遍欢迎的富民产业。
1 设施蔬菜产业对农村经济的意义
1.1 设施蔬菜是高效益、高幅度增长的产业

随着设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甘肃省设施蔬
菜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据统计，2012年甘肃省
设施蔬菜面积达9.28万hm2，比2011年（7.03万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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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2.25万hm2，其中日光温室面积3.88万hm2，比
2011年（3.04万hm2）增加27.6%，增幅显著。2012年
全省日光温室平均产值达到37.5万元/hm2，塑料大
棚平均产值达到12万元/hm2以上，全省设施蔬菜总
产值达到210.3亿元；设施蔬菜占全省播种面积的
比例不到2.7%，产值占全省农业总产值的21.3%，
助农增收效果显著。
1.2 吸纳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产业

设施农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 7］，为城乡居民
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据调查，甘肃省常年从
事设施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在100万人左右，其
中直接从事设施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约80万人，
从事设施农业产品收购、营销、加工贮藏等相关
服务的大约有20万人。如白银区从事日光温室生
产的劳动力达1.8万人，占全区总劳动力（3.36万
人）的53.6%；靖远县东湾乡大坝村现有人口5858
人，劳动力1 765人，日光温室面积126.7 hm2，每
户平均为1 166.7 m2，94%的农户有温室，全村不
仅实现了现有劳动力100%的就业，而且每年还需
雇工10%左右。设施农业已经成为有效吸纳和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民就业压力的重要产业。
1.3 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产业

发展设施农业，有利于发挥资源优势，也有
利于生产领域的扩宽，增加农民收入［ 8］。甘肃省充
分利用水土光热资源，发展普及设施蔬菜，规范
标准生产，推广配套技术，加速无公害、绿色、
有机蔬菜的研发，抓好高效节水日光温室、钢架
大棚连片建造等现代农业示范工程，在有限的水
土资源条件下，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效益，
促进了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
2 生产现状
2.1 设施蔬菜的生产规模大，地域优势日益突出

甘肃省设施蔬菜栽培主要有日光温室和塑料
大棚。日光温室种植克服了传统露地栽培方式受
自然条件的限制，充分利用了太阳能资源，使得
秋延后、早春提前［ 1］。所种植的蔬菜品种也从耐
寒型扩大为喜暖型，做到了“反季节”蔬菜种植，丰
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 9］。日光温室起步于20
世纪90年代，经历了3个阶段［ 10］。1992— 1997年
是全省日光温室生产的起步阶段，研发了适宜甘
肃生产的二代温室，加快了日光温室的推广步伐。
日光温室面积由不到1 hm2发展到了6 066.7 hm2，
年均新增1 213.0 hm2。1998— 2001年是全省日光
温室大规模发展阶段，实施了日光温室翻番工程，
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宏观调控和引导优势产业发
展的作用，推动全省日光温室快速发展。2001年
全省日光温室面积达到1.76万hm2是1997年的2.6

倍，年均新增面积达到0.29万hm2。2002年进入了
平稳的发展阶段，截至2012年全省日光温室面积
3.88万hm2，并将继续扩大。

塑料大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 ［ 10］，多年
来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资金投入的增加，
到2012年全省塑料大棚面积达到5.33万hm2，普及
和受益范围持续扩大。甘肃境内冬季降雨雪少，阴
天少，光照充足，具有反季节瓜菜生产独特的气候
资源。省内主产区海拔高，病虫害发生轻，污染轻，
有机肥源充足，适宜于无公害、绿色蔬菜生产。
2.2 科技推广成效显著，增产增效潜力大

科技工作者在一代温室的基础上，研究推广了
二代日光温室标准化建造技术，及高垄全覆盖栽
培、穴盘育苗及嫁接和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等配套
技术。围绕塑料大棚推广春提早、秋延后多层覆
盖、多茬种植、无公害农药选择及交替用药等综合
配套技术，调优种植结构，茬口由以前的一大茬扩
展到早春茬、秋冬茬、深冬茬，基本实现了以市场
为杠杆，以需求为导向的生产模式。随着科技的发
展，设施设备的不断完善，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
设施农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2.3 区域布局向优势产区集中，“一村一品”特色凸显

经过多年的发展，甘肃省设施蔬菜完成了由粗
放到集约、低水平种植向高科技发展的升级过程。
初步形成了以河西五市及兰州市、白银市为主的日
光温室重点产区，该区域2012年温室面积达3.08万
hm2，占全省日光温室面积的79.3%。形成了以天水、
陇南、庆阳三市为主的塑料大棚重点产区，2012年
该区域塑料大棚面积达4.15万hm2，占到全省塑料大
棚面积的76.8%。同时，以产业化发展为目标，以统
一品种、集中种植为特征，走集约化经营道路的专
业乡、村越来越多，“一村一品”越来越鲜明。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生产发展不平衡，设施水平差异大

近几年，甘肃设施蔬菜生产的效益总体提高
的比较快，但各地发展极不均衡，技术转化和入
户率差别更大。特别是科技示范户与一般农户之
间，在种植品种、栽培管理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
着较大差距，造成明显的收益差异。如白银市靖
远县日光温室茄子生产水平最高可达37.5万～45.0
万kg/hm2，河西大部分地区和河东地区平均只有15
万kg/hm2左右，单位面积产量仅有靖远的1/2。
3.2 优势产区的专业化、规模化和区域化存在差异

甘肃设施蔬菜虽然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优势生
产区域，但就区域之间比较，规模化水平、特色
区域优势仍有差异；就区域内部结构而言，大部
分地方尤其是城郊区，农民缺乏组织，种植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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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多且杂乱，专业化程度不高，多以农户为单位
进入市场，影响了整体效益的发挥，缺乏强有力
的市场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3.3 面临周边省区设施农业迅速崛起的挑战

近年来，受设施蔬菜种植高效益的利益驱动，
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等蔬菜调入大
省（区），纷纷带领乡村干部、技术人员、企业老
板，前往甘肃省设施农业先进市（区）进行实地考
察学习，投入大量资金扶持发展，使反季节蔬菜
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了解，周边省（区）
均对以日光温室为重点的设施农业提出了相应的
发展规划和对策，加快了建设速度。
4 发展的优势
4.1 良好的生态条件和社会环境是基础

第一是优越的气候条件。一方面甘肃省冬春季
降雨雪较少，光照充足，晴天多于阴天，具有发展
设施蔬菜的气象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全省大部分地
区为雨养农业区，海拔高，病虫害、农业环境污染
较轻。同时，农区畜牧业发达，有机肥源充足，发
展绿色有机蔬菜生产的优势明显。第二是各级政府
和领导的高度重视。全省各地面向市场，立足走
“高投入、高产出”的路子，在“名、优、特、新、精”
上做文章，把设施蔬菜作为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积
极推进。第三是随着设施蔬菜种植效益的提高，农
民建温室、塑料大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4.2 特有的地域空间做保障

在高海拔地区、高扬程灌区，甚至干旱山区，
都开展了设施蔬菜栽培相关试验示范，并取得了
成功，为设施蔬菜进沟、上山和向干旱地区拓展
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随着日光温室有机生态
型无土栽培技术的开发与推广，有效缓解了水土
资源短缺问题，提高土地利用率［ 11］。
4.3 较成熟的技术服务体系为支撑

首先是栽培作物和方式多样化，实现了品种
可根据市场需求随时供应，商品供应时间具有灵
活性。其次是茬口安排更加科学，由过去的一大
茬发展到现在的早春茬、秋冬茬、深冬茬三种茬
口，大大提高了温室利用率。第三是套种及立体
栽培技术逐步完善。如日光温室“西甜瓜+辣椒”、
茄子周年栽培茬口，收入超过30万元/hm2。第四是
开发了性能优良的新型日光温室结构，以及膜下
暗灌、高垄栽培、营养钵育苗技术等新技术，为
设施蔬菜再发展储备了比较成熟的技术体系［ 12］。
5 发展措施
5.1 科学规划，进一步培育设施蔬菜优势区域

根据甘肃省的气候和环境条件，针对不同蔬
菜品种生长发育对环境条件的不同需求，制定设

施蔬菜优势区域发展规划，加大政府对日光温室
产业的项目投资比重，帮助农民解决金融信贷、
水土资源配置、产销组织建设等方面的难题，集
中人、财、物，优先开发优势区域。同时，围绕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建设优势突出、特色鲜
明的专业乡、村，分层次推进优势区域的形成。
5.2 突出特色，打造“反季节”品牌

依据资源得到开发利用的原则，建设各具特
色、具有规模、竞争力强劲的生产基地。重点是
以白银、兰州、武威为中心，建立日光温室反季
节蔬菜生产基地。以天水、陇南为中心，建立塑
料大棚春提早、秋延后错季蔬菜生产基地。同时，
加大地方特色产品的保护和开发，打好“反季节”
品牌，提高消费者的认可程度，走以品牌拉动销
售和生产的路子。
5.3 强化技术集成，提高实用技术普及率

要引进、培育新品种，为设施蔬菜发展贮备
更新换代品种，并按优势区域建立示范园，展示
新品种、新技术［ 13］。集成创新是农业科技成果应
用于农业生产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将设施蔬菜生产
中的各项增产技术组装配套，并大面积推广普及。
同时，积极探索降低生产成本、劳动强度的有效措
施，从而提高设施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种植效益。
5.4 提高技术服务体系装备水平和服务能力

首先加大投资力度，增强硬件建设，提高技
术服务体系装备水平和服务能力［ 14］。充分应用现
代媒介网络、展销会等，改变过去一张嘴、两条
腿技术服务方式。其次更新技术人员的知识结构，
提高科技人员的科技素质和服务能力，为设施农
业发展提供智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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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总用量杀虫剂杀螨剂杀菌剂杀鼠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2008 758.5 260.0 78 355.8 3.0 58 3.7
2009 793.5 279.6 82 360.2 3.5 65 3.2
2010 830.3 280.0 85 383.6 3.2 75 3.5
2011 868.6 282.0 72 413.3 3.5 95 2.8
2012 907.5 290.0 60 445.0 5.0 105 2.5

年份 总用量
（t）

高毒 中毒 低毒
用量
（t）

比率
（%）

用量
（t）

比率
（%）

用量
（t）

比率
（%）

2008 758.5 20.0 2.64 65 8.57 673.5 88.79
2009 793.5 13.5 1.70 70 8.82 710.0 89.48
2010 830.3 6.3 0.76 72 8.67 752.0 90.57
2011 868.6 2.0 0.23 40 4.61 826.6 95.16
2012 907.5 1.2 0.13 30 3.31 877.5 96.56

表1 2008—2012年静宁县农药使用按防治对象统计 t

表2 2008—2012年静宁县农药使用按毒性统计

年份 总用量
（t）

粮食 瓜菜 果树
用量
（t）

比率
（%）

用量
（t）

比率
（%）

用量
（t）

比率
（%）

2008 758.5 290 38.23 40.0 5.27 428.5 56.50
2009 793.5 275 34.65 41.0 5.17 477.5 60.18
2010 830.3 262 31.56 45.0 5.42 523.3 60.02
2011 868.6 246 28.32 46.5 6.50 576.1 65.18
2012 907.5 240 26.45 50.0 5.51 617.5 68.04

表3 2008—2012年静宁县各类作物的农药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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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杨 杰）

农药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农业生产中发挥
着积极的作用［ 1］。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种植品种
增多，种植方式多样化，为病虫草害的发生与蔓
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条件。对多数病虫草害，
化学农药防治仍将是最有效和不可替代的防治方
法。但随着农药使用量和使用年限的增加，农药
残留量和残留区域逐渐扩大，农药对生态环境产
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确定有效的综合治
理措施，对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 静宁县农药使用现状
静宁是一个农业县，常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98 200 hm2，其中小麦30 000 hm2、玉米17 000 hm2、
马铃薯23 000 hm2、瓜菜7 000 hm2、油料7 300 hm2、
果品53 000 hm2 （其中新植果园套种马铃薯、瓜菜、
油料等作物）。农产品生产量大，市场流通量多，
粮食产量18万 t、果品产量45万 t、瓜菜产量10万 t。
近几年来，随着气温的不断上升和一些外来有害生
物的传入，全县农作物病虫草害中度偏重发生，农
药需求量和使用量也逐渐增长。据统计，2008—
2012年，全县农药使用量总体呈上升态势，年平均
递增率为4.6%，2008年总用量为758.5 t（7.8 kg/hm2），
2012年达到907.5 t（9.3 kg/hm2），农药品种以杀菌剂
和杀虫剂为主，除草剂呈逐年上升态势，杀螨剂用
量依当年螨类发生程度略有变化（表1）。使用农药的

毒性高低统计结果（表2）表明，低毒农药在市场占主
导地位，高毒农药基本已从市场退出。2012年，高毒
农药占农药总用量的0.13%，主要用于地下害虫的防
治，以土壤处理使用为主。从使用作物分析（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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