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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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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适当早上市又高产的中熟品种大西洋、斯诺
登、渭薯1号、19401-180、甘农薯1号等。大白菜

选择抗病、高产、生育期适中的品种鲁白1号、鲁

白2号、丰抗80、小杂60号等。

3 地膜马铃薯栽培技术
3.1 整地、起垄、施肥

选择土地疏松、排灌方便，肥力水平较高的

地块，前茬以小麦、玉米为好。前茬作物收获后，

一般于10月进行深耕整地，结合整地施入优质腐

熟的农家肥52 500 kg/hm2以上，灌足冬水后，精细

整地，做到土地平整无根茬。播前起垄，垄宽60

cm，垄沟宽40 cm，垄高20～25 cm。结合起垄，

在垄上施腐殖酸有机肥750～1 200 kg/hm2、氮磷钾

三元复合肥（N-P2O5-K2O为14-16-15）600 kg/hm2，

或磷酸二铵300 kg/hm2、尿素150 kg/hm2、磷酸二氢

钾30 kg/hm2。

3.2 种薯处理

以选用脱毒种薯为好。播前30 d取出种薯，剔

出病烂薯，将种薯放置在室内20℃左右环境中催

芽，薯芽至黄豆粒大小时，将种薯放置在光线充

足、温度为10～15℃的环境下适当晒芽。然后切

块，每个芽块至少留1个芽眼，质量约30 g。将切

好的薯块每100 kg用72%杜邦克露可湿性粉剂200

g，或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200 g与72%农用

链霉素可湿性粉剂20 g混合后对水2～3 kg拌种，晾

干后播种。

3.3 适时播种覆膜

3月初土壤昼消夜冻时，在垄上穴播覆膜。每
垄种2行，行距40 cm，株距30～33 cm，每穴播种薯

1块，播深8～10 cm，播量60 000～67 500穴/hm2，

播后垄上用幅宽70 cm、厚0.008 mm的地膜覆盖，

用土压实膜边，以防大风揭膜。
3.4 田间管理

播后20 d左右出苗，出苗期早晚注意观察并及

时人工放苗。生长期保持土壤含水量，以田间最

大持水量的70%左右为宜，并根据降水情况及土壤

墒情在生育期灌水1～2次。5月初在地膜上覆土

2～5 cm，以防高温影响马铃薯地下块茎。马铃薯

开花前结合灌水追施尿素225 kg/hm2。生长期及时

中耕除草。

3.5 病虫害防治

马铃薯主要病害为早疫病和晚疫病，可于始

花期用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

72%杜邦克露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68.75%银法

利悬浮剂1 000倍液交替喷雾防治，每隔7 d喷1次，
连喷2～3次。

3.6 收获

根据马铃薯成熟情况，结合市场行情及时收

获，一般于7月上旬收获，收后按薯块大小分级

出售。

4 大白菜栽培技术
4.1 适期播种

前茬马铃薯收获后，及时结合深耕整地，基

施农家肥52 500.0 kg/hm2、磷酸二铵37.5 kg/hm2、

尿 素 150.0 kg/hm2， 或 氮 磷 钾 三 元 复 合 肥

（N-P2O5-K2O为14-16-15）750 kg/hm2。将地整平、

耙细，做成宽1 m的平畦，畦上铺幅宽70 cm、厚

0.008 mm的地膜，用土压好膜边，7月中旬破膜点

播，1膜种2行，行距50 cm，株距60～70 cm，播深

1～2 cm，每穴点种5～8粒。

4.2 田间管理

4.2.1 科学间苗，确保全苗 通常播后6 d左右出

苗，出苗后及时间苗，每穴留苗3～5株。5叶期

第2次间苗，每穴留苗2株，缺苗时及时补栽。

7～8叶时定苗，每穴留苗1株。做到去杂去弱，

保留好苗壮苗。

4.2.2 水肥管理 大白菜是喜水、需肥量较大的

蔬菜。幼苗期灌水是关键，要求一、二水齐苗，

三水定苗。此后若遇高温、干旱、强光时要及时
灌水，以水降温，确保齐苗，做到幼苗期促、莲

座期控。第1次追肥应在拉十字之前，结合灌水追

施尿素75 kg/hm2；包心初期结合灌水第2次追施尿
素225 kg/hm2；包心中期结合灌水第3次追施尿素

150 kg/hm2以促进结球。团株期可叶面喷施2 g/kg磷

酸二氢钾溶液2～3次。

4.2.3 病虫害防治 大白菜幼苗期以防蚜虫、菜
蝇为主，可用 1.8%阿维菌素乳油 3 000倍液，

2.5%功夫乳油3 000倍液，2.5%溴氰菊酯乳油

3 000倍液交替喷雾防治，间隔7～10 d喷1次，

连喷2～3次。包心期应注意灌水或降水后积水，
以免诱发白菜软腐病，发现病情可用72%农用

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 000倍液，或75%敌克松可

湿性粉剂500～1 000倍液喷雾或灌根防治。
4.2.4 及时收获 10月底，根据大白菜生长情况

及市场需求和天气情况，适时收获上市，做到丰

产丰收，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本文责编：陈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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