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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干旱，以免抑制花球的形成，导致产量下降。
遇大雨后要及时排水。
6 病虫害无公害防治
兰州地区花椰菜种植中遇到的病害主要有猝

倒病、立枯病、黑腐病、霜霉病、黑斑病和软腐
病；虫害主要有蚜虫、小菜蛾和菜青虫。根据“预
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重点利用农业、
物理防治技术，适时选用无公害化学农药，严禁
使用高毒、高残留化学农药，以实现花椰菜无公
害生产。猝倒病和立枯病属苗期常见真菌病害，
要注意控制湿度，苗床不能积水，猝倒病用72%普
力克水剂或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500～600倍液喷
雾防治，立枯病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800倍液
灌根；黑腐病主要由伤口侵入，除采用种子消毒、
培育无病壮苗、轮作、清洁田园、病株残体集中
销毁等农业措施外，适时用50%农用硫酸链霉素可

溶性粉剂800倍液，或49%锦田久皓可湿性粉剂800
倍液喷雾防治；霜霉病和黑斑病选用69%安克锰锌
水分散粒剂800～1 000倍液喷雾防治；软腐病属细
菌性病害，多在中后期发生，适时用50%农用硫酸
链霉素可溶性粉剂500倍液，或49%锦田久皓可湿
性粉剂500倍液喷雾防治。虫害发生初期用2.5%功
夫乳油1 500倍液、10%比丹可湿性粉剂1 500倍液，
或14%福奇微囊悬浮-悬浮剂1 000倍液喷雾防治，
以上农药要轮换使用，一般隔7～10 d防治1次，连
喷4～5次，最后1次用药要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
7 及时采收
花球充分长大紧实、表面平整、基部花枝略有

松散时采收为宜，或根据市场需求适时采收。一般
选择早晨采收，采收时要保留2～3轮叶片，以保护
花球在采收及运输过程中不受损伤，并延长保鲜期。

（本文责编：陈 珩）

日光温室蔬菜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政府要
求、群众需求、社会关注的一个朝阳工程。但由于
温室土壤连年集约化生产，大量施用化肥、农药，
加之土壤得不到充分的降雨淋洗，造成盐分积累和
养分失衡，导致蔬菜产量低，品质差，生理病害严
重，连作障碍发生普遍，危害日趋严重，已制约了
日光温室蔬菜的可持续性发展。笔者根据多年生产
实践总结出降低连作障碍的方法，现介绍如下。
1 合理轮作
轮作是解决温室蔬菜连作障碍问题时应用比较

广泛且效果明显的一种方法。要做到合理轮作、科
学轮作，才能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减轻病虫害，
增加产量，改善品质。如叶菜类蔬菜需氮肥较多，
结果类蔬菜需磷肥较多，根茎类蔬菜需钾肥较多，
将它们轮作栽培就可充分利用土壤中的养分；深根
系蔬菜（茄果类、瓜类等）与浅根系的蔬菜（白菜、油
菜等）轮作，不同层次土壤中的养分能够得到充分利
用；在黄瓜、辣椒、番茄等蔬菜生长后期套种一茬

玉米，不施肥，可降低土壤含盐量。另外，每种作
物都有一定的轮作年限，如黄瓜、辣椒需隔2～3 a，
番茄、甜瓜、茄子需隔3～4 a，西瓜需3～5 a。
2 土壤施肥与管理
2.1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根据各种蔬菜需肥规律，结合土壤供肥能力
测定，确定使用肥料的种类和数量。温室蔬菜一
般生长期长，产量高，施肥应以有机肥为主，化
肥为辅，氮磷钾兼顾，控制化肥总量。
2.2 增施有机肥

有机肥不仅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及微量元素
的含量，还能够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微生物
的数量，增加土壤活性，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优
化蔬菜产品品质，减轻温室蔬菜连作障碍危害。
2.3 换土

用大田优质肥沃土壤更换温室地表30～40 cm
土层，改良温室土壤。换土虽费时费工，但克服
连作障碍效果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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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土壤消毒

2.4.1 药物消毒 对收获后的温室进行清理，然
后及时浇水，水下渗后撒施石灰氮1 200 kg/hm2，
然后深翻，使石灰氮尽快释放出杀虫杀菌气体，
达到消毒目的。
2.4.2 高温闷棚 在温室休闲期进行高温闷棚，能
有效地防止温室蔬菜连作障碍。（1）清整棚室。清除
残枝落叶，保持棚架完好，棚膜无破损。（2）施用有
机肥。一般用量75 000～120 000 kg/hm2。（3）浇水覆
膜，确保闷棚效果。深翻土壤后随即做坝大水漫灌，
水面高出地面3～5 cm，待水渗入土壤后，再用地膜
覆盖并压实。（4）密闭温室，快速升温。使地表10 cm
温度达到70℃以上，20 cm地温达45℃以上。一般
闷20～30 d，并做好闷棚的善后工作。闷棚结束后，
要及时翻耕土壤。翻耕后一般要晾晒10～15 d方可
迎茬种植作物。一般2～3 a高温闷棚1次。
2.5 推广膜下滴灌

生长季节采用膜下滴灌，可减少土壤表层水
分蒸发，缓解土壤深层盐分的上升速度。
3 选用抗重茬品种
选用耐低温弱光，抗重茬，商品性好，优质

丰产的设施蔬菜专用品种，也是解决温室蔬菜连

作障碍的一个重要途径。
4 嫁接换根
西瓜、黄瓜、茄子等可以用嫁接换根的方法来

解决连作障碍。西瓜用葫芦或黑籽南瓜，黄瓜用黑
籽南瓜，茄子用金理1号或托鲁巴姆嫁接。
5 物理防控虫害
在棚内距地面1.0～1.5 m处设置黄板，分别诱

杀白粉虱、蚜虫，减少病害传播。另外，在温室
出入口铺设防虫网，防止害虫为害。
6 增施生物有机肥和有益微生物
结合深耕土壤，施入生物有机肥和有益微生

物，可以改良土壤结构，活化土壤，增强土壤保
水、保肥能力，促进作物根系生长，增强自身抗
盐能力，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盐分的积累，
减轻温室蔬菜连作障碍。
7 推广无土栽培技术
因地制宜的发展简易的有机生态无土栽培，采

用廉价易得的有机固态肥取代化学营养液，用农业
废弃物取代草炭作基质。在作物整个生产过程中只
灌溉清水，这种栽培方式使作物与原来的土壤完全
隔绝，彻底避免了土传病害、农药残毒的危害。

（本文责编：陈 珩）

临夏市位于甘肃省中部，年均气温7.70 ℃，

平均无霜期156 d，平均海拔1 917 m，年降水量

501.70 mm，年均日照时数2 567.80 h，全年≥0℃

积温3 051.80℃，10≥℃积温2 330.20℃，属中温

带气候区，内陆性气候特征显著。土壤有垆土和

红土两大类，土种主要有川地黑麻土、川地黄麻

土和川地红麻土，大部分土壤有机质含量10 g/kg以

上，一等水浇地占耕地面积的94.6%，土壤条件

好。区内光热资源一季有余，两季不足，且昼

夜温差大，实行地膜马铃薯—大白菜一年两茬

种植模式，可充分利用当地光热资源，提高土

地利用率、产出率和单位面积产量。该种植模式

下，马铃薯平均产量30 t/hm2，复种大白菜平均产

量82.5 t/hm2，总产值共计约15万元，经济效益显

著。

1 茬口安排
马铃薯于3月上旬播种，7月上旬收获。大白

菜于7月中旬播种，10月底收获上市，通常收获上

市时间以霜冻之后为好。

2 品种选择
马铃薯品种选择既能提前上市，又能获得较

高产量的早熟品种费乌瑞它、临薯14号等，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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