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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品、 蔬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
品， 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有机酸、 维生素及
无机盐等多种营养成分， 是人类重要的营养源。
果蔬还以其特有的香气与色泽刺激人们的食欲，
促进消化， 增强人体健康。 我国的果蔬产品的总
产量居世界首位， 目前已达约 1 亿 t， 其贮存能
力约为 3�000 万 t， 仅占总产量的 30%左右。 总产
量中冷藏约占 18%～20%， 简易贮藏约占 5%～
10%， 气调贮藏约占 5%～10%， 其他贮藏方法约
占 1%～5%。 常规的贮藏技术例如冷藏库、 气调
库等已被广泛应用。 近几年一些新型的贮藏方法
也相继被应用在果蔬贮藏方面， 例如， 化学防腐
剂， 辐射防止马铃薯、 大蒜发芽等技术， 生物活
性剂、 生物涂膜剂、 纳米技术， 新型纳米材料等
简单、 方便、 易行的技术也为果蔬贮存提供了新
方法［1�］。 但是由于投入不足， 气调库及冷藏库等
基本贮藏设施整体数量仍然较少。 近几年在山东、
河南等果蔬生产基地， 由于产品集中上市， 种植品
种单一、 无法及时贮藏， 出现了果蔬集中上市， 农
民丰产不丰收等现象。 如果运用合理的贮藏方法，
将果蔬由于贮藏、 流通等造成的损失由 20%～
30%降低到 10%～15%， 每年至少可以减少 500��
万 t 的水果和 3�000 万 t 的蔬菜的损失［2�］ 。
1��常规贮藏保鲜技术
1.1 简易贮藏

简易贮藏主要包括堆藏、 沟藏（埋藏） 和窖藏，
是利用自然条件尽量维持果蔬所需求的贮藏环境。
操作简单， 成本低， 但是贮藏数量少， 质量不稳定。
目前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多采用这种贮藏方式。 应用

最广泛的是窖藏， 主要在陕西、 甘肃、 新疆、 西藏
等欠发达地区贮存梨、 苹果、 马铃薯等果蔬［3�］。
1.2 冷藏

利用低温（0～10�℃）抑制微生物及酶的活性，
延长贮藏期。 属于中短期贮藏方式， 常和其它方
法配合使用。 一般先进行涂膜、 套袋、 辐射等处
理， 以延长贮藏期。
1.3 气调贮藏

气调贮藏可分为人工气调贮藏和自发气调贮
藏两大类， 可以是气调库， 也可以是利用厚 0.1～
0.2�mm 的聚乙烯膜做成的塑料薄膜大帐， 一般可
贮藏 30~240�d， 贮藏效果好， 应用范围广。 但投
资成本过高， 应用偏少， 目前主要利用塑料大帐
或简易塑料袋来代替气调库， 也可以与其他方法
（涂膜、 化学反防腐剂等）配合使用［4～5�］。
1.4 涂膜

利用涂料处理果蔬， 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减少
果蔬的水分损失， 降低呼吸强度， 提高果蔬的商
品价值和货架期。 涂料多为石蜡等疏水性涂料，
或者海藻酸钠、 果胶、 淀粉、 壳聚糖等水溶性涂
料［6�］， 目前最常用的是石蜡， 虽然效果好、 成本
低， 但受到消费者的质疑。 近年来食用涂料受到了
消费者的青睐， 例如英国发明了一种利用蔗糖、 淀
粉、 脂肪酸等制成的食品级果蔬涂料， 贮藏期可长
达 200�d。 另外， 在涂料中添加纳米二氧化钛、 纳
米硅氧化物、 纳米银等也可以延长贮藏期［7～8�］。
2���新型贮藏保鲜技术
2.1 减压贮藏

果蔬的减压贮藏是将产品置于密闭室内，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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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室抽出部分空气， 使内部气压降到一定程度，
并在贮藏期间保持恒定的低压， 以降低果蔬生理
代谢， 防止病害， 延长贮藏期。 减压贮藏对氧气
量和相对湿度的控制比普通的气调贮藏更为精确，
但是由于成本高， 易造成风味变化， 目前应用较
少。
2.2 生物保鲜

生物保鲜是利用微生物、 天然提取物、 转基
因技术等改善果蔬品质、 延长贮藏期的一种贮藏
方法。 克服了其它保鲜方法的不利因素和弊端，
绿色、 安全， 符合绿色环保的需求［9�］。 例如， 链
霉菌 112、 有益真菌、 啤酒酵母菌、 木霉发酵液、
“NH-10” 菌株等对果蔬贮藏、 防治病虫害都有显
著的效果［10～17�］。
2.3 新型包装材料保鲜

用常规聚乙烯材料添加纳米银系材料母粒制
成的新型包装材料， 其在马铃薯的贮存中效果明
显。 日本研究人员用一种“里斯托瓦尔石”作为纸
浆的添加剂制成包装材料， 由于这种材料可以吸
附多种气体， 操作方便， 成本低、 贮藏期长， 受
到了商家的喜欢［18�］。

除此以外， 国际上也有利用微波杀菌、 电磁、
特殊保鲜袋等新型贮藏方法， 由于成本较高， 现
在只在研究阶段， 并没有推广。
3���注重配套技术措施的应用
3.1 重视采收及采后处理

果蔬贮藏保鲜对原料的要求非常高， 原料成
熟度， 有无腐败、 有无病虫害直接影响贮藏效果。
而目前果蔬贮藏时只注意采后的挑选与处理， 不
注意采收的时间、 采收的方法等， 导致原料在采
收环节已经出现腐败、 淋雨、 损伤等问题。 因此，
注意果蔬采后的挑选、 分级、 预冷、 包装等到最
后的每一个环节， 才能降低腐败率［19～20�］。
3.2 防治贮藏过程中的病虫害

贮藏前要先对贮藏设施进行彻底的清理、 消
毒； 贮藏过程中， 要适时观察果蔬的变化， 及时
处理贮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必要的杀菌、
消毒处理［21～22�］。
3.3 推广应用贮藏保鲜新技术

加强贮藏保鲜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将贮藏和
加工技术相结合。 例如把贮藏和净菜加工、 果蔬
鲜切加工等技术结合， 减少鲜果蔬贮藏中的损失，
提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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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肃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结合农业部高产创建项目实施， 总结出了玉米“两增八改” 密植高产栽培
技术， 即合理增加密度和增施粒肥， 改有机肥春施为秋施、 改常规品种为耐密品种、 改多粒播种为单粒播种、 改
等行种植为宽窄行种植、 改传统施肥为测土配方施肥， 改大水漫灌为农田节水灌溉， 改人工收获为机械收获， 改
适时收获为适时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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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市肃州区地处河西走廊西段， 总面积
3�386�km2， 耕地 4.20 万 hm2， 属典型绿洲农业区，
区内气候干燥， 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太阳辐
射强， 年平均气温 7.9�℃， 无霜期 130�d。 境内耕
地大部分由祁连山冰雪融水自流灌溉， 农田水利
设施成网配套， 水土资源富集， 农业生产水平较
高［1～4�］。 肃州区玉米常年种植面积在 1.33 万 hm2

左右， 传统的玉米种植方法是稀植， 近年来育成
的部分耐密玉米品种也被习惯性稀植， 而且在品
种选择上存在多、 乱、 杂的问题， 严重影响了全
区玉米生产。 近年来肃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结
合农业部高产创建项目实施［5�］， 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合作， 开展了玉米耐密高产品
种筛选、 不同密度种植、 玉米品种增产潜力研究、
单粒播种、 机械收粒等相关试验， 在全面落实地
膜覆盖抑蒸、 中耕培土、 化促化控等常规技术的
同时， 研究总结出了玉米“两增八改”密植高产栽
培技术， 在肃州区玉米高产创建示范区应用该技
术， 玉米平均产量达 13�830.0�kg/hm2， 其中在“百
亩攻关田”示范， 2010 年玉米平均产量为 14�779.5�
kg/hm2， 2011 年为 16� 551.0� kg/hm2， 2012 年为

17�145.0�kg/hm2， 2013 年达 18�238.5�kg/hm2， 显著
地提升了肃州区玉米的产量水平和经济效益， 现
将该技术总结如下。
1�“两增”
1.1 合理增加密度

种植密度是玉米生产水平高低的重要体现，
合理增加种植密度是提高玉米产量的重要途径。
在玉米产量构成三因素（成穗数、 穗粒数、 千粒
重） 中， 成穗数最容易控制， 需要优先考虑、 优
先解决。 玉米不能靠分蘖成穗， 一株多穗（果穗大
小不均）也不是高产方向， 因此提高成穗数主要靠
合理增加保苗数来实现。 2009�— 2013 年的试验研
究结果表明， 适宜肃州区玉米高产密植的品种先
玉 335、 中单 909 等的适宜密度范围为 9.75 万～
10.5 万株 /hm2。 由于增加成穗数的同时也增加了
玉米后期倒伏的风险， 因此在选择耐密抗倒伏品
种合理密植的同时， 应增施磷、 钾肥和有机肥，
苗期控制氮肥用量； 控制浇水， 延迟玉米头水灌
溉时间， 拔节后灌水间隔 20�d 以上， 中午玉米叶
片卷曲， 其它时间能伸展尚可不浇水； 严格控制
密度上限； 破除土壤板结， 促根下扎； 在玉米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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